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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委、省政府出台的
《关于支持厦门建设高质量发
展引领示范区的意见》《2022
年福建省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核心区建设工作要点》，以
及福建省政府工作报告等重
要文件均把支持海丝中央法
务区建设列为重要内容。《全
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
划（2021-2025年）》《福建省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厦门经
济特区公共法律服务条例》
《厦门经济特区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等法规文件，为海丝中
央法务区建设提供有力法治
保障。编制《海丝中央法务区
（厦门）片区总体发展规划》，
科学推进海丝中央法务区建
设，致力打造国际商事海事争
端解决优选地、两岸融合发展
法治实践地、法务科技创新聚
集地、知识产权保护应用示范
地、数字经济治理先行地。

成功举办海丝中央法务
区启动大会暨首届论坛、第二
届中国—新加坡国际商事争
议解决论坛、第一届金融司法
协同论坛、厦门经济特区企业
刑事合规建设论坛、RCEP机
遇与挑战高端讲堂、知识产权
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高端讲
堂等一系列高端论坛和讲堂，
线上线下、境内境外超过300
万人次参加，打造对外交流的
平台窗口，海丝中央法务区国
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日益提升。

厦门国际商事法庭、厦门
涉外海事法庭、国际商事海事
纠纷调解中心落地，厦门仲裁
委被纳入最高人民法院“一站
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
机制，完善海丝中央法务区国
际商事海事纠纷调解、仲裁、
诉讼三大服务体系。今年以
来受理国际商事海事案件
821件，为更大范围、更宽领
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提供
坚强的法治保障。

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在海丝中央法务区设
立厦门代表处，将推动海丝中央法务区与争端解决组织
会员单位及相关商协会、涉外法律服务机构、高校智库等
更为广泛地交流合作，为厦门市、福建省乃至东南沿海地
区外向型企业的贸易畅通与投资便利化搭建新平台，为
企业“走出去”提供从争端预防到解决的全链条商事法律
服务，为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提供新选项。

海丝中央法务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是
首个由省市区三级联建的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集实体、网络、热线三大平台为一体，重
点打造高能级法务资源集聚的云平台移动
端，为社会提供全业务、全时空、智能化、国
际化的法律服务。今年以来，已受理法律
咨询8.2万件。

加强海丝中央法
务区建设法治保
障和规划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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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全链条国际
商事海事纠纷解
决体系

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
（ICDPASO）设立厦门代表处

省市区联建“线上+线下”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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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国际法治
人才培训基地

聘请专家顾问、拓展智
库资源、汇集本地涉外法律
人才、搭建开展国际交流研
讨平台，设立福建律师学院
及厦门金圆集团、美亚柏科
等法务人才培训交流基地，
中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联合培养税务法
学硕士项目等一批重点项
目相继落地，形成多门类、
多渠道、多层次的国际法治
人才培训体系。举办涉外
法律业务培训110余场，培
训12000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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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中央法务区
高端论坛彰显品
牌效应

一批知名特色
法务泛法务机
构入驻

今年以来共落地法
务泛法务机构77个，包
括北京隆安（厦门）律师
事务所、北京中闻（厦
门）律师事务所、北京安
杰（厦门）律师事务所、
上海汇业（厦门）律师事
务所、中审亚太会计师
事务所福建分所、北京
国富会计师事务所厦门
分所、厦门民唯联合专
利代理事务所等。一批
具有法律专业特色以及
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的
服务机构入驻，有力推
动海丝中央法务区现代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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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国际法律
服务矩阵

创新“一平台、五中
心”国际法律服务矩阵，
即国际法务运营平台、
福建省域外法查明中
心、东盟国家法律查明
服务（海丝中央法务区）
中心、金砖国家法律服
务中心、海丝法务国际
税收服务中心、厦门市
丝路企业数字化合规服
务中心，形成具有海丝
中央法务区特色的国际
高端法律服务平台，加
快涉外要素汇集，强化
专业互补，推动涉外法
律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9

成
果
之

10

成
果
之

9月7日，第二届海丝中央法务区论坛
开幕式在厦门举行，现场发布了海丝中央法
务区建设十大成果。据介绍，海丝中央法务
区建设启动以来，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取得
近百项阶段性成果。经推选，十项具有较大
创新性、较大影响力、较强示范性的成果脱
颖而出。

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十大成果发布
从近百项成果当中推选而出，具有较大创新性、较大影响力、较强示范性

本报讯（记者 江海苹 黄琬钧）9月7日—8日，
第二届海丝中央法务区论坛在厦门举行。论坛开
幕式上发布了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十大成果。

据介绍，这十项成果是从海丝中央法务区

建设启动以来，取得的近百项成果当中推选出
来的，具有较大创新性、较大影响力、较强示范
性。论坛上还发布了海丝中央法务区专题宣传
片，举行了五批次共 29个项目的集中签约，涉
及国际组织战略合作，商事海事项目合作，高
校、协会（学会）、研究机构战略合作，法务区共
建，项目入驻等。这些项目的签署，将为海丝中
央法务区的发展增添新业态、提供新动能、塑造
新优势。

记者了解到，本届论坛由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主

办，厦门市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承
办。论坛融入“9·8”投洽会，赋予更多的开放元
素、更高的成果期待，被誉为“一次法治建设和法务
发展领域的‘投洽会’”。

论坛上，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
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
学研究会会长、深圳国际仲裁院理事长沈四宝，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中国
国际私法学会会长黄进，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
原大法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国际商事
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秘书长刘超，最高人民法院

研究室主任段农根，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法官李
伟等7位嘉宾，围绕“打造更高水平海丝中央法
务区，奋力推进新时代法治强省建设”主题进行
主旨演讲。

本次论坛增强互动交流，凝聚专业共识，必将
有力推动海丝中央法务区务实发展。未来，海丝中
央法务区将致力于打造高端法务资源汇聚之区、国
际商事海事争端处理优选之区、知识产权保护首善
之区、数字政法创新之区，推动海丝中央法务区建
设明确更高水平的发展目标，凝聚更广范围的建设
合力，实现更深层次的融合发展。

法务科技产业
效益初显

国家政法智能化技术创
新中心牵头发起成立海丝中
央法务区法务科技生态共同
体，联动70余家法务科技上
下游企业，拓展、补齐法务科
技产业链，年营收突破50亿
元，产业初具规模。共同体
企业共建海丝中央法务区法
务科技展馆，集中展示法务
科技前沿成果。

设立海丝中央法务
区首只产业基金

厦门科技产业化集团有
限公司、厦门市美亚柏科信
息股份有限公司发起设立海
丝中央法务区首只法务科技
产业基金，首期募集资金3
亿元，计划五年内募集33亿
元。集聚市场力量，扶持法
务科技企业发展壮大，推动
法务科技创新，培育海丝中
央法务区产业发展新的增长
极。

本组文/本报记者 江海苹 黄琬钧

▶海西金谷广场
海丝中央法务
区。（本组图/本报
记者 张奇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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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中央法务区法务科技展馆昨开馆。

海丝中央法务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