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形势持续向好。

在外贸的带动下，我国货运港口表现异常

亮眼，不仅率先全面复工复产，实现逆势增

长，有力保障了“出口货物出得去，进口货物

进得来”，而且港口自身发展也实现了飞跃，

自动化水平和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虽然

发展势头良好，隐忧也不能忽视。专家表

示，随着全球加工贸易重心向东南亚等发

展中国家转移，投资也跟随着产业发展进

行了调整。我国沿海港口投资经过前几年

的下降，港口能力适应性从疫情之前的适

度超前，降至疫情后的基本适应。

港口逆势增长助力外贸

重点推荐

大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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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风向标

□ 康 淼 董建国 付 敏

1980年10月，国务院批准设立

厦门经济特区。一年后，随着湖里工

地上一声爆破巨响，厦门经济特区建

设大幕正式拉开。

开大厦之门，纳四海波涛。鼓起

改革开放的风帆，历经40载艰苦奋

斗，曾经风高浪急、发展受限的海防

前线，不断向高质量现代化国际化城

市迈进。

改革“破题”：构建开放
新格局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之初，基础设

施几乎为零。百业待兴，如何“破题”？

利用特区政策优势，厦门在全国

率先利用外国贷款建设机场、港口、

通信等基础设施，率先推进税利分流

改革，率先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率先推行土地有偿转让和政府采购

公开招投标，成立我国首家中外合资

银行……一系列创新举措激发了发

展活力，厦门经济特区形成外引内联

的良好开局。

1985年，国务院批准厦门经济

特区扩大到全岛。此后，中央又相继

批准设立海沧、杏林、集美三个台商

投资区和象屿保税区。2010年中央

又批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市，厦

门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

格局。

栽好梧桐树，引来凤凰栖。戴

尔、通用、ABB等世界500强企业纷

纷“抢滩”厦门。“从1992年落户至

今，厦门已成为ABB全球最重要的

产业基地之一。”ABB电气中国总裁

赵永占说，３年前ABB厦门工业中

心投入运营，实现从生产制造基地到

创新研发基地的转变。

截至2020年底，共有63家世界

500强企业在厦门投资了114个项

目，合同外资41.21亿美元，实际使

用外资36.3亿美元。

近年来，随着自贸试验区、海丝

核心区、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

系创新基地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相继

落地，厦门正从更高层面探索多层

次、全方位、综合性经济开放格局。

自 2015 年首列中欧班列（厦

门）开行以来，如今已开行逾1000

列。3 年后，首个面向“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国际综合物流服务品牌

和平台——“丝路海运”也于厦门港

开行，海丝和陆丝在厦门实现了完

美交汇。

创新驱动：促经济充满
活力、增长强劲

作为国内电子数据取证行业的

领军企业，厦门美亚柏科公司研发的

“取证大师”分析工具被全球30多个

国家的安全部门使用。“创新是企业

发展的第一秘诀，公司连续多年研发

投入占比超17%。”美亚柏科董事长

滕达说。

美亚柏科所在的厦门火炬高新

区，是首批国家级高新区之一。建设

30年以来，厦门火炬高新区从岛内

不到1平方公里的“试验田”起步，发

展为“一区九园”，支撑起厦门市工业

经济的“半壁江山”。

相比其他副省级城市，厦门经济

体量偏小。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依靠

创新驱动发展，走“小而精”的精细化

发展之路，逐渐成为厦门的选择。

经济特区成立之初，厦门以“三

来一补”加工制造为主，此后逐步放

弃粗放型产业，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

服务业为重点，目前已形成平板显

示、计算机与通信设备等9条千亿产

业链。

不久前，总投资480亿元的厦门

天马第6代柔性AMOLED生产线

项目主厂房封顶；全球动力电池龙头

企业宁德时代在厦成立子公司，并与

厦大共建厦门时代新能源研究院……

结构优化、价值高端、效益突出的新

兴产业集群正在厦门加快形成。

创新驱动让厦门经济充满活力、

增长强劲。40年来，厦门经济总量

年均增长15%，财政总收入年均增

长18.1%。2020年厦门人均GDP突

破2万美元。

厦门以占福建省1.4%的土地面

积 ，创 造 出 全 省 14.5% 的 GDP、

26.2%的财政收入和近50%的外贸

进出口额；土地产出率、财政收入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每度电创造生产

总值等指标位居全国前列。

政策支持：打造台胞
台企登陆“第一站”

作为首批到大陆投资的台商，建

霖集团董事长吕理镇1987年来到大

陆，在考察了几个城市后，最终选择

了厦门。

“厦门离台湾很近，有着相同的

乡音、文化习俗、风土人情。更为重

要的是，厦门作为经济特区，有政策

支持。”吕理镇说，依靠大陆市场，加

上当地政策、人才支持，建霖集团去

年正式登陆A股。

40年来，厦门经济特区凭借对

台区位优势全面拓展两岸交流合作，

努力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

“第一站”。

如今，厦门已成为两岸经贸合作

最紧密的区域，引进了友达、宸鸿等

20多家台湾百大企业，累计实际使

用台资117亿美元，台企工业产值约

占厦门规上工业总产值1/4。厦门

口岸的台湾水果、食品、酒类、图书、

大米等进口量稳居大陆第一，是大陆

最大对台贸易口岸。

来自台湾桃园的青年创业者

范姜锋把厦门比喻为“逐梦之地”。

2016年，范姜锋与大陆合伙人共同

创办了厦门启达台享创业服务有限

公司，成果斐然：协助7000多名台湾

青年来闽交流，帮助超过300名台

青、150个项目在闽落地。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超过12万名

台胞在厦门工作、生活，享受与当地

居民同等待遇。厦门推出多项惠台

利民举措，创新设立台胞服务中心、

台胞驿站、两岸青年创业基地等涉台

服务机构，积极为台胞特别是台湾青

年追梦、筑梦、圆梦搭建更大平台。

“厦门经济特区发展，广大台商

台胞既是参与者、亲历者，也是受益

者。”厦门台商协会会长吴家莹表示，

台商台胞助力厦门发展，也搭上改革

开放高速发展的“列车”，幸福指数年

年增高。

协调发展：全方位推进
高质量发展超越

军营村和与之毗邻的白交祠村

是厦门海拔最高、最偏远的村子。

在厦门市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

和引导下，这两个村“山上戴帽、山下

开发”，走上摆脱贫困、振兴乡村之

路。军营村返乡创业大学生高志云

说，现在环境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

红火，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4万元。

厦门在经济特区建设道路上，始

终不忘努力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

题。在追求经济发展高素质同时，统

筹推进区域、生态、文化等协调发展，

实现成色十足的“高颜值”。

2002年，厦门提出“提升本岛、

跨岛发展”战略，将发展目光从岛内

扩至厦门全域，产业转型升级有了更

大空间。

伴随着跨岛发展，集美新城从最

初的一张白纸到如今的一派生机，逐

步形成包括城市CBD、高校聚集、高

科技研发、影视拍摄等多功能于一体

的综合性新城。

跨岛发展，关键在产业。位于集

美的软件园三期，过去是一片农田滩

涂，如今变身创新创业沃土，3000多

家企业、4.6万软件人才汇聚于此。

岛内岛外区域协同发展加快推

进，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统筹推进。

40年前，筼筜湖杂草丛生、污水

乱排，湖水又黑又臭。经济特区建

设以来，厦门市打响了筼筜湖环境

整治的硬仗。经过多年持续综合治

理，一池湖水换新颜，成为厦门“城

市会客厅”。

多年来，厦门市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高标准建设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率先制定全国首部生态文明

指标体系；率先以地方立法形式出台

环境保护条例；为保护中华白海豚，

不惜成本将跨海通道由大桥改为隧

道；为保护白鹭专门保留大屿岛……

四十载风华正茂，九万里风鹏

正举。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点上，厦门经济特区将乘势而

上、砥砺奋进，再次鼓起改革开放风

帆，以高起点、高素质的竞争态势探

路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

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福建省委

常委、厦门市委书记崔永辉说。

开 大 厦 之 门 破 万 里 之 浪
近年来，随着自贸试验区、海丝核心区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相继落地，福建厦门正从

更高层面探索多层次、全方位、综合性经济开放格局

深化自贸试验区
改革创新

□ 曹华云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时强调：“要

围绕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运用国

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标高标准

国际经贸规则，积极推动制度创新，以更

大力度谋划和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

量发展。”

建设自贸试验区是新时代推进更高

水平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自

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以来，我国

21 个自贸试验区大胆探索、勇于突破，

为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实

现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推进自

贸试验区建设发展，赋予其更大改革自

主权，充分发挥先行先试作用，加强集成

化改革、首创性创新、差别化探索，对打

造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枢纽、服务构建

新发展格局、增创发展新优势具有重大

意义。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认为，加强自

贸试验区改革创新，必须直面问题难题，

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企，精准把握“靶

标”。持续推动改革创新取得新突破，既

要不断拓展制度创新边界，也要让群众

得到实惠、市场主体从中受益。咬定青

山不放松，坚持目标不动摇，大胆试、大

胆闯、自主改，才能推动改革创新不断消

除痛点、连接断点、打通堵点，不辜负企

业和群众的期待。

抓紧系统集成这个“牛鼻子”。21

个自贸试验区已经向全国复制推广了

260 项各具特色的制度创新成果。当

前，市场主体对触及贸易投资自由化，涉

及全产业链、全周期等方面的深层次体

制机制改革创新呼声较高。激发市场主

体的发展潜力，就要下决心以更大力度

推进系统改革，下功夫深化全产业链集

成创新，对标国际通行标准加大贸易投

资自由化等方面的创新突破，着力打造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校准示范引领这个“度量衡”。作为

对外开放最高平台，发挥排头兵的表率

标杆效应是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的题中

应有之义。提升产业发展质效、集聚资

源要素、推动地区建设发展，才能形成良

好辐射带动效应。21 个自贸试验区构

建形成“雁阵”格局，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通过不断及时总结复制推广改革创新经

验成果，才能引领带动更大范围、更广领

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开放和发展，促

进形成国内国际市场相通、产业相融、创

新相促、规则相连的良性循环。

把牢自我革新这个“动力源”。改革

创新是自贸试验区的灵魂。要打破思维

惯性，摆脱路径依赖，发扬敢为天下先的

首创精神，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

闯出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新路；要克服惰

性思维，慎终如始、一以贯之，不因取得成

绩就松劲懈怠，也不因碰壁就畏难不前。

观操守在利害时，看担当在紧要处。推进

自贸试验区建设，勇于以刀刃向内的勇气

持续倒逼抓落实促发展的能力本领提升，

才能催生更强内生动能，持续推动改革创

新取得更大突破和更优效能。

厦门园林博览苑与远处的集美新城一带城市景观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游客在厦门大学附近的白城沙滩游玩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 王晖余 王存福

产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

曾是海南经济发展的短板。今年以

来，海南加快构建以旅游业、现代服

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为主导的“3+1”现代产业体

系，尤其随着自由贸易港政策逐步

落地实施，海南产业“补短板”跑出

了“加速度”。

旅游业提质升级“逆势上扬”

11月 8日，海南呀诺达雨林文

化旅游区从欧洲进口的两条索道

设备在洋浦港海关通关放行，累计

货值 6419 万元，合计减免税款约

1415万元。这是海南第一套享受

“零关税”政策的旅游相关大型生

产类设备。

海南呀诺达圆融旅业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陈洪说，两条索道设备

使用的是世界领先技术，运量均为单

向2400人/小时，将助力提升景区的

运营效率和旅游品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数

字化改造，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旅游

业是海南传统优势产业，但也面临提

质升级的紧迫需求。像呀诺达这样

的景区，借助自贸港政策“东风”乘势

加快转型发展。

同时，海南推动旅游与免税购

物、文化体育、健康医疗等深度融合，

免税购物游等新业态“流量”迅速增

长。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海南

旅游业实现“逆势上扬”，旅游总收入

同比增长136.9%，接待游客总人数

同比增长57.8%。

按照海南“十四五”规划，到

2025 年，海南接待游客总人数将

突破 1.1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

1800亿元，建成全域旅游示范省。

现代服务业渐成“新增长极”

近日，新华社记者在海口综合保

税区跨境电商产业园海南菜鸟智慧

中心仓看到，数十个四向穿梭车机器

人在货架上拣选货物，随后运给工作

人员打包分装。

“这些来自全球多地的货物最快隔

天就可以到达消费者手中。”海南菜鸟

智慧中心仓物流负责人伶荣说，在这个

智能自动化仓库，工作效率比一般仓库

高3倍左右。

依托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叠加自

贸港政策优势，目前有7家离岛免税

持牌企业在海口综合保税区设立总

部或运营中心。现代物流业的发展

和货流商流的聚集，也吸引一批跨境

电商头部企业入驻。

现代服务业正在成为海南经济

发展的“新增长极”，比如互联网产业

已成长为海南新的千亿级产业。今

年前三季度，海南服务业对经济增长

贡献率达81.3%。

今年7月，商务部发布《海南自

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

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在航

运、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方面作出多项

开放安排，这将更进一步提升海南现

代服务业发展水平。

高新技术产业“前景可期”

今年5月刚揭牌的海南省崖州湾

种子实验室里，2269台测序仪、质谱

仪等科研设备一应俱全，目前该实验

室已实际进驻40个科研团队、750名

科研人员。

“海南种业发展很有前景，正加

速集聚理论创新、技术集成、设计育

种、产业孵化等全链条要素。”实验室

合作交流部负责人夏勉说。

一批种业龙头企业加快布局。

中国种子集团总部落户崖州湾科技

城，大北农集团在三亚搭建生物育种

孵化器，海垦南繁产业集团打造集聚

328家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南繁产业

创新服务平台……

南繁、深海、航天“陆海空”三大

产业加快培育是海南高新技术产业

蓬勃发展的缩影。截至今年9月，全

省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023家，同比

增长80.7%。

除此之外，海南做强做优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深度挖掘热带资源优

势，推进特色化、标准化、规模化、集

群化、品牌化发展。

“随着自贸港建设深入推进，明

年海南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将继续提

速。”海南省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处

处长吴全周说。

海南自贸港产业“补短板”跑出“加速度”
加快构建以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为主导的“3+1”现代产业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