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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的概况
1.转让标的：
厦门古龙温泉山庄开发有限公司60%股权
2.出让方：
厦门古龙房地产有限公司（国企）
3.标的企业概况：
名称：厦门古龙温泉山庄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汀溪一里155号
注册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
持股比例：厦门古龙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60%，自

然人股东持有40%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二、出让方式及起拍底价
厦门产权交易中心公开出让，起拍底价8,560万元。
三、信息查询
详细信息请登录厦门产权交易中心网站，查看《厦门

古龙温泉山庄开发有限公司60%股权》信息公告。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女士
电 话：0592-2395980 13774699930
联系人：卓先生
电 话：13806073732

国有企业股权
转让公告

厦门古龙房地产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9日

本报记者 刘艳 通讯员 高孝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4+4+6”——在月初召开的厦门两会，这无疑是一个
高频词汇。

这便是厦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全新布局。
朗朗上口的数字背后，是聚势谋远的产业发展蓝
图，是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厦落地落实、见行见效
的具体举措。昨日，本报记者采访市发改委，解
码这一关系厦门当前和未来发展的“4+4+6”现
代化产业体系。市发改委表示，“厦门推动构建动能
持续、梯次发展的‘4+4+6’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打
造引领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为厦门努力率
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明方向，建机制；定措施，出实招。
将蓝图变为现实，将美好愿景书写在鹭岛大地，

这必定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奋斗过程，是一个市、区形
成合力、系统推进的开拓过程。近期，市政府印发《厦
门市统筹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工作机制》，加强组织
领导，组建工作专班，市区联动、部门协同，全力支撑

“4+4+6”现代化产业体系整体高效推进。
推进“4+4+6”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项系统性工

程，不会一蹴而就，需要保持战略定力，稳扎稳打、久久
为功。在战略上更加主动，在战术上更加精准。坚持
全市“一盘棋”的思路，目前，市发改委牵头组织各产业
牵头部门编制《厦门市重点发展产业行动方案》，突出
重点，精准发力；推动各区、各开发区制定《各区（开发
区）主导产业工作方案》，强化市对区产业发展统筹，形
成市区垂直贯通、错位发展、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锻长板、补短板。产业链缺失环节就是发力点。
就各重点发展产业的关键环节和缺失环节，我市逐一
绘制产业发展路线图，标出行业龙头企业、列出招商
目标企业和产业政策，按图索骥指导补链强链延链。

与此同时，我市统筹优化产业空间规划布局，制
定产业空间布局图，形成“一产业一张图”“一辖区一
张图”，指引产业项目集聚落地、合理布局，推动各区、
各开发区形成差异化、特色化、协同化的发展格局。
其中，先进制造业园区26个，用地总规模206.55平方
公里，可用土地面积约19.47平方公里。

犯其至难，方能图其至远。市发改委告诉记者，
2022年，4大支柱产业集群总规模超2万亿元，4个战
略性新兴产业总规模达到4912亿元，全市未来产业
骨干企业达176家。可以说，‘4+4+6’现代化产业体
系成效初显，创新活力不断增强，新兴业态蓬勃兴起，
产业能级持续提升。

支柱产业坚持“强”，新兴产业着眼“进”，未
来产业谋求“新”——一个“4+4+6”现代化产业
体系在厦门加速构建，加速调结构、促提升，呈现
出积厚成势、加快跃升的新气象。

数据显示，2022年厦门规模以上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42.5%，R&D经费投入强度预计达3.2%，净增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800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64家，总数达143家；制造业单项冠军
企业（产品）4家，总数达14家。

聚势而强
做优做强4大支柱产业集群

1月8日，随着一声“开工”令下，科华数能
高端装备创新产业园项目拉开建设大幕，“近
期我们又拿下几个千万级大单，一直深受产能
制约的困扰，迫切希望新建厂房尽快建成，满
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科华数据股份有限
公司总裁陈四雄表示。

新年伊始，我市92个新年“开门红”重大项
目开工，其中不少便涉及支柱产业集群。

总规模超万亿元的支柱产业集群，在稳增
长上展现出巨大“分量”，整体呈现出“既大又
强、既稳也优”的特质，涌现出诸多发展亮点。
2022年，厦门首次跻身“中国新型显示十大城
市”；已形成全国最大的中、低压开关高端制造
基地之一和全国最大的一站式航空维修基地；
推动外贸稳定和创新发展获国务院办公厅督
查激励，外贸综合竞争力位列全国第七；中医
院、华侨大学入选国家第二批特色服务出口基
地；在疫情环境下作为全国首批重启会展活动
的6个城市之一，全年厦门展会数量位列全国
第三，办展面积排在全国第七；厦门港年度吞
吐量实现1243万标箱，创历史新高；设立大陆
首个台企金融服务联盟、首家全国性台商产业
投资基金。

乘势而上
培育壮大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

在厦门，以新型疫苗、基因工程蛋白药物为
代表的创新药物研发成果突出，就在不久前，由
厦门大学、香港大学、万泰生物联合研发的鼻喷
流感病毒载体新冠疫苗获批在国内紧急使用，这
是全球首个经过三期临床试验的鼻喷疫苗。

生物医药产业已成为彰显我市自主创新
能力的标杆性产业，年营收突破千亿大关。

“新能级”产业代表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厦门形成未来竞争新优势
的关键领域。从数据来看，2022年，生物医药
产业产值同比增长6.4%，新材料产业产值同比
增 长 16.4% ，新 能 源 产 业 产 值 同 比 增 长
40.7%。全年新增万泰沧海、厦钨新能源、中创
新航3家产值超百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值得一提的是，厦门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新
能源产业集群，是国内锂电池产业发展较为完
整的头部城市之一。在近日举行的2022宁德
时代供应商大会上，宁德时代采购部部长何余
生盛赞厦门的营商环境、产业生态，向全球供应
商推介厦门。记者了解到，围绕宁德时代、中创
新航、海辰锂电等龙头企业，厦门相继落地产业
链上下游项目，加快打造以动力电池和储能电
池为主体，上游材料和核心零组件、下游车联网
和充换电等为配套的新能源产业集群。

因势而为
前瞻布局6个未来产业

未来产业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革命性
力量，具有显著“先发优势”。具有颠覆性和高
增长性，是未来产业的鲜明特点。

开启勇闯未来产业“无人区”的征程，厦门
已经行动起来。据介绍，全市未来产业骨干企
业共计176家。能源材料省创新实验室部署氢
能、燃料电池等60余项科技攻关项目，孵化华
商厦庚氢能等15家高新技术企业；生物制品省
创新实验室已构建全世界品种最齐全的新冠
病毒系列检测试剂并在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
区投入使用；“海洋负排放”（ONCE）国际大科
学计划正式启动……在厦门的产业版图中，
未来产业触手可及，未来发展可期。

产业是发展的基础，是经济的命脉，是城
市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

在产业发展“这盘棋”，厦门如何“落子”，以
进一步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培育竞争新优势？

作为全市综合经济部门，市发改委一直在
思考这道题。产业发展的谋篇布局，既要善于
积势蓄势谋势，又要善于识变应变求变。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决策部署，把握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趋势、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立足厦门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一个全新的“4+
4+6”现代化产业体系出炉，为厦门产业高质量发展
指明方向，明确路径。

市发改委介绍，“按照‘找准定位、立足禀赋、突出优
势、前瞻布局’的原则，系统谋划、整体布局，我市加快构建
动能持续、梯次发展的‘4+4+6’现代化产业体系，找准突
破口、抢占新赛道，加快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着力培育
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产业‘新动能’厚植高质量发展沃土。”

2022年，市委、市政府印发《厦门市统筹推进现
代化产业体系实施方案》，明确了各重点发展产业的
目标任务、重点方向和路径措施等，力争到2027年，4
大支柱产业集群总规模达3万亿元，4个战略性新兴
产业总规模突破8000亿元，6个未来产业取得重要进
展，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全面提升
产业发展能级和综合实力。

精准绘就产业新图谱，一场深层次的产业革命在
厦聚势勃发。

链接

4大支柱产业集群
❶ 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重点发展平

板显示、计算机与通讯设备、半导体和集
成电路等电子信息制造业，以及物联网、
信创、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云计算、区块
链、元宇宙、行业应用软件等软件信息服
务业，努力打造万亿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❷ 机械装备产业集群。重点发展电
力电器、航空维修制造、新能源汽车以及
高档机床、精密仪器等智能制造装备领
域，打造规模化、智能化、高端化、集成化
的产业集群。

❸ 商贸物流产业集群。重点发展货
物贸易、服务贸易、会议展览等商贸服务
业，以及冷链物流、城乡配送、智慧物流和
绿色物流等现代物流业，打造国际贸易中
心、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展会，建设国
际航运中心、国际会展名城。

❹ 金融服务产业集群。重点发展金
融科技、财富管理、绿色金融、航运金融等
现代金融特色业务，打造金融对外开放先
行区、产融结合发展示范区、金融科技发展
高地、财富管理创新高地及特色金融品牌。

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
❶ 生物医药。重点发展创新药、医疗

器械、生物医药服务及新兴前沿领域，打造
具有国内影响力的生物医药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独具特色的产业创新中心。

❷ 新材料。重点发展光电信息材
料、稀土功能材料、新能源材料、高性能膜
材料等领域，打造具有国内影响力的新型
功能材料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❸ 新能源。重点发展新能源电池、
光伏、储能、智能电网、能源互联网等领
域，打造千亿规模的新能源产业集群，建
设国内新能源领域创新和人才高地。

❹ 文旅创意。重点发展影视、网络视
听、文化旅游、创意设计、动漫游戏、艺术品、
音乐等领域，创建新时代中国影视中心、网
络视听产业之城、时尚创意艺术之城。

6个未来产业
抢抓新技术新产业发展先机，重点突破

第三代半导体、氢能与储能、基因与生物技
术等未来产业，加快推动一批重大科技成果
产业化。加强未来网络、前沿战略材料、深
海空天开发等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发。

精准绘就产业新图谱

精心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

我市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评价获满分

本报讯（记者 李晓平
通讯员 赵峰 通讯员 刘澄
璐）2022年储能市场保持高
速增长态势，出货量规模再
创新高。日前，高工产业研
究院（以下简称“GGII”）发
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厦企海
辰储能的项目交付量和出
货量增速均排行业第一。

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
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到
130GWh，同 比 增 速 达
170%。其中，电力储能是最
大的应用领域，出货量达到
92GWh，同 比 增 长 超 过
200%，占比超过储能出货量
的70%。GGII预计，“十四
五”期间电力储能将是储能
最大下游市场，到2025年，
中国电力储能锂电池出货量
接近 300GWh。据不完全
统计，2022年央企针对储能
电池、系统和EPC的集采招
标涉及规模达到26.6GWh，
远超同期其他社会投资者。

从具体的电力储能锂电
池中标供应商来看，海辰储
能、瑞浦兰钧、亿纬锂能、赣
锋锂电、鹏辉能源位列中标

数量排名前五。其中，海辰
储能交付量超40个，在国内
电力储能市场的项目交付量
位居第一。电力储能的高速
发展，带动了上游电池环节需
求大幅增长。GGII统计，国
内主要的储能锂电池企业订
单量增速几乎都超200%以
上，部分企业订单生产排期已
经到今年（2023 年）第二季
度。其中，海辰储能以实际出
货量超40倍以上的迅猛增
长，位居国内储能锂电池出货
量增速排行榜第一。

海辰储能成立于2019
年12月，是福建省和厦门市
双重点建设项目，专业从事锂
电池核心材料、磷酸铁锂储能
电池及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不到3年的时间，实现了
从0到1的规模化量产及交
付，并凭借着280Ah产品快
速抢占国内储能市场。目前，
海辰储能厦门锂电项目一期
年产15GWh的M1智慧工
厂已全面投产，2022年，公司
储 能 锂 电 池 出 货 量 达
5GWh，实现营收超45亿元，
产值同比增长1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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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现代化产业体系，即做优做强电子
信息、机械装备、商贸物流、金融服务4大支柱产
业集群，培育壮大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文旅
创意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第三代半导
体、未来网络、前沿战略材料、氢能与储能、基因与
生物技术、深海空天开发6个未来产业。

““44++44++66””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
发展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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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夺行业双第一

本报讯（记者 袁舒琪）
近日，市资源规划局公布，
厦门市地理信息公共服务
平台（天地图·厦门）以2022
年度有效服务率评价满分
的成绩，与福州、平潭并列
全省第一。这项考核是福
建省自然资源厅对各地市
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全
年支撑服务能力水平的一
项评比。

该项目为政府部门、企
事业单位等各类用户提供
了丰富的地理信息资源综
合利用。至今，平台共上线
厦门92坐标系和国家2000
坐标系的矢量地图、年度航
拍切片、季度卫星影像切片
底图类数据和水系、路网、

建筑物、楼门牌、绿地、亚小
区专题类数据等底图类及
专题数据类服务262个。数
据供同安区排水智能化管
理系统、厦门市住房租赁交
易服务系统、防汛防地灾指
挥作业平台等98个系统调
用，为各类行业数据的空间
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在线支
撑。

据悉，今年厦门市地理
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
图·厦门）将升级制图模块
功能，提供空间落图、属性
编辑、数据下载及服务调用
等功能，为用户的数据空间
化需求提供便利，进一步提
升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的服务能力。

构建“4+4+6”现代化产业体系
打造产业发展“新蓝海”

市发改委解读我市产业发展新图谱市发改委解读我市产业发展新图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