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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代文 王 帅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化两岸

各领域融合发展，完善增进台湾同胞

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受到广大台胞关

注和肯定。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

言人马晓光10月26日在北京表示，

将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

融，研究出台更多台胞台企同等待遇

政策；积极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

合发展新路，加快建设海峡两岸融合

发展示范区。

厦门市集美区正是福建省确定的

两岸融合发展县域集成改革试点区。

2019年12月，集美区被确定为试点区

域。试点 3 年来，集美区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赴闽考察时关于“在探

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

步伐”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要强化改革举措系统集成，科

学配置各方面资源”“改革全面发力、

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着力增强改革系

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等重要指示要

求，聚焦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

“第一站”，坚持系统思维、整体谋划、

协同推进，不断探索两岸融合发展工

作体制机制，形成了“五大集成”系统

改革“集美模式”，高质量打造“两岸融

合发展集成服务示范区”。

“五大集成”
系统观念充分彰显

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方法

论，也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方

法论。“集美区自围绕推进两岸融合发

展进行县域集成改革试点以来，全面

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

略，勇于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厦

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厦门市台港

澳与特区经济研究促进会会长孙云表

示，集美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坚持系

统集成理念，在打造两岸融合发展集

成服务示范区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创造出很多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集

美经验”。

集美是福建全省唯一的以推进两

岸融合发展为主题的县域集成改革试

点区，试点工作以落细落实党和国家

对台方针政策为主线，努力打造两岸

经贸合作最紧密区域、两岸直接往来

最便捷通道、两岸文化交流最活跃平

台、两岸融合最温馨家园。孙云所说

的“集美经验”主要表现在集美区把着

力点放到加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上，

系统思维高效实现了“五大集成”。

集成力量和资源。先后成立区级

两岸融合发展中心、两岸研学交流中

心、两岸青少年发展中心、两岸文旅融

合中心和集美区两岸融合发展中心

智库，打破 40 余个部门之间的“壁

垒”，整合了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力量

资源。

集成政策和措施。一揽子制定包

括1个总体方案、7个专项方案、2个保

障方案的“1+7+2”改革方案，建立同

步谋划、一体部署工作机制，实现改革

进度与效果相统一。梳理中央和省、

市惠台政策措施，研究出台扶持台商

台企具体措施办法，编制成册《惠企政

策e码通》。

集成平台和要素。设立台胞服务

驿站，开通台胞警务服务站、台胞办税

绿色通道，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成

立“集美台青创基地联盟”“高校产业

技术联盟”，助力台青就业创业；开发

“智慧两岸”线上平台，提升“i研学”功

能，实现“线上线下”集成服务。

集成项目和任务。坚持清单化实

施、项目化运作，所有涉台项目由集美

区台港澳事务办公室牵头抓总，实施

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立项，采取

考评考核、任务销号等措施，做到每周

一调度、每月一督查、每季一通报，确

保涉台项目快推进、真落地、见实效。

集成特色和品牌。建立“政府主

导+市场运营”机制，创新“1+1+N”泛

营地研学新模式，打造大陆最大对台

研学旅行基地；做大“聚融壹家”等台

青创基地，培育“台青集美创业”特色

品牌；拓展“两岸龙舟文化节”“两岸特

色庙会”等活动内容形式。

强化资源整合，通过纵向联动、横

向协同，集美区充分发挥各方作用，实

现两岸融合发展力量聚合，“五大集

成”正形成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集美

经验”。

“以通促融”
经贸融合高效紧密

集美区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

生故里，拥有杏林、集美两个国家级台

商投资区，“台”元素优势明显。“集美

区深刻把握改革创新内在逻辑，谋定

笃行，围绕‘通、惠、情’推进三大促融

体系建设。”福建省委党校闽台研究院

院长、教授罗海成对集美的集成改革

高度评价，认为集美创新性推动县域

基层实践，在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上推进集成改革，在集成改革中深化

两岸融合发展。

集美创新两岸产业交流合作机

制，加强产业互通，积极推动两岸冷链

物流、现代农业、文化创意、旅游、养老

等产业合作，创建“海峡两岸（厦门）直

播电商产业合作园”和“集美集影视文

创园”，建设两岸乡村振兴合作基地，

设立台湾影视投资一站式服务窗口。

在助力金融畅通方面，集美区设

立由台湾团队管理的台商基金——华

犇基金，总规模已达3亿元，争取引进

高新技术台资企业落户集美，助力两

岸产业融合发展。集美区引导厦门银

行开发台胞“薪速汇”，累计办理2571

笔、1.88亿元，区担保公司已为20家

次台企担保 2.45 亿元，免收担保费

121.53 万元，全区金融机构为48家

（212家次）台企提供信贷融资38.66

亿元，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厦门银行

等可开办台胞信用卡。

为积极鼓励和支持优质台企对接

资本市场，集美成立全国首个台企上

市服务联盟，出台政策鼓励设立台资

股权类企业、台资金融机构和小额贷

款公司，破解台资中小企业贷款难等

问题。2022年，集美在全省首创面向

台青的《集美区台商增信基金设立方

案》，区财政局出资1000万元设立总

规模1亿元的集美区台商增信基金，

为辖区台湾青年创业企业信用贷款提

供增信服务。

此外，集美区积极深化人才联通，

成立两岸高校产业技术联盟，聘请6名

台湾教师组成“台籍专家顾问团”；创

建两岸人才与项目协作机制，组织“集

炬先锋”人才成长训练营走入台企交

流学习。成立厦门市台商协会联络

处、集美区工商联联络处等，成立台湾

人才服务中心，出台台湾人才就业创

业扶持政策。两岸高校产业技术联

盟、高校台籍专家智库先后为30余家

台企提供智力服务，17家台企入驻影

视文创园。

产业互通、金融畅通、人才联通，

高效便捷的经贸合作体系促进两岸经

贸合作更加紧密。集美区联合厦门大

学首创上市人才培养模式，举办重点

上市后备企业高管研修班，7名参加

研修班的上市后备台资企业高管表示

获益匪浅。近两年来，集美区新增2家

台资上市企业、1家挂牌新三板创新

层企业，204家企业进入两岸股交中

心“台资板”。

“不是在每个地方，企业都能用

18个月建成4万平方米的厂房。厦门

做到了，集美做到了，我觉得这就是融

合产生的良好效果。我们当然也应该

拿出更多的果实，来奉献给这方土地

上的人民。”于2020年7月30日顺利

在上交所挂牌上市的台企建霖家居集

团创始人吕理镇说。

“以惠促融”
福祉保障周全温磬

在集美区行政服务中心，台胞们

有一个共同的家——台胞服务驿站。

这个驿站，以“台胞服务台胞”模式，招

募台青服务专员引导台胞台企办事，

急台胞之所急，想台胞之所想，为有急

需的台胞特别是老人家构建温馨便捷

的闭环服务体系，让他们感受到家的

温暖与妥贴，被称为“阿集驿站”。

“阿集驿站”就是集美区“以惠促

融”、优化服务模式、构建温馨周全福

祉保障体系的一个缩影。据悉，集美

设立的台胞服务驿站，首批推出26项

“一件事一次办”套餐，提供“无障碍

式”帮办代办服务，从驿站设立以来，

已累计服务台胞5220人次。

集美区行政服务中心还建立了台

胞警务服务站，实现出入境、派出所、

车管所等警务事项“一站办理”。来自

台湾彰化、年近八旬的老江先生不到

20分钟就在服务站申领了“台湾居民

居住证”，惊喜得连连夸奖“省时省力，

好便捷哦！”“大陆政府为我们台胞想

得这么贴心周到，给我们各种政策便

利，让我们体会到了回到家的感觉。”

老江感叹地说，妻儿孙辈全都过来大

陆定居发展了。

集美区税务局在福建省首创台胞

办税绿色通道，实现台胞税务“一窗通

办”，开设“智慧两岸”服务窗口，实现

“线上线下”一站式服务。台商简翰宇

不到10分钟就在绿色通道办理了相

关税务业务，不禁竖起大拇指称赞：

“这绿色通道办税真的太方便太高效

了！”2022年7月，集美区税务局联合

辖区10个行政部门，成立全国首个两

岸青年创业创新行政赋能顾问团，推

出财税、融资、人才、知识产权等10项

精准帮扶举措，为台青创业创新助力，

举办台商创业分享、普法宣传、“点单

式”咨询辅导、政策套餐上门等活动，

用好用足税费优惠政策，台青在创业

创新路上得以轻装上阵，迸发出强大

活力。

除了各种便利便捷的“惠”台举

措，集美还在落实台胞同等待遇方面

下功夫，完善台胞就学就业、居住生

活、法律服务、职业技能认证等政策措

施，出台台湾卫技人员就业方案、台生

奖学金补助、台胞困难救助办法等，招

聘台湾教师到集美任教，修订社会组

织评估办法，支持台胞参与社会治理，

建立台胞列席政企通气会议机制等。

集美区台胞社工服务中心累计服务

515人次，先后帮助830名台胞参加医

社保，安排568名台胞入住人才公寓，

完成11名台胞技术士等级证书认定。

集美还设立台胞社工服务中心，

深化权益保障，举办台胞社工培训，成

立全省首支由台胞组成的苔·芯志愿

服务队；建立涉台检察联络室、人民调

解委员会、法律服务工作站，聘请台胞

律师担任人民调解员，已有21名台胞

担任区政协委员、工会委员、妇女委员

和青年发展促进会会员。2020年以

来，累计调解涉台纠纷45起，提供法

律服务100余次；发放台胞人才补助

350万余元，台胞获得感幸福感显著

增强。

优化服务模式、落实同等待遇、深

化权益保障，台胞在集美生活备感温

馨。“集美区坚持系统集成理念，推动

两岸经贸更紧密、人文交流更活跃、同

胞心灵更契合、台胞生活更温馨。身

为台胞的我，对集美区致力打造两岸

融合发展集成服务示范区表示全力支

持及点赞。”集美大学水产学院台籍教

授朱达仁说。

“以情促融”
人文交流心灵契合

11月18日，集美区第三届“手创

青村”两岸青年乡创研学工作营，在后

溪镇后溪村举行开营仪式。活动持续

10余天，50多位两岸青年分为4个小

组，在导师带领下，深入田间地头，了

解村容村貌、风土人情，围绕“农林22

条”等惠台措施，以共学共创为特色，

在推动乡村振兴中为两岸青年搭建互

学互鉴新平台，依托两岸同根同源文

化，创设“两岸婚庆民俗体验馆”“两岸

新农人供销社”等，努力打造海峡两岸

乡村振兴合作示范基地。

这是集美区县域集成改革的一个

镜头，也是集美区“以情促融”、构建心

灵契合的人文交流体系、推动两岸融

合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集美区深挖

两岸同根同源文化，形成系统化、规模

化的文化融合机制、创新交流形式，通

过突出青年主体、出台对台研学奖励

办法等举措推动人文交流更活跃、同

胞心灵更契合。

2022年7月，集美用足用好“海峡

论坛”平台，不断创新交流形式，落地

“共同家园 共同记忆——闽台关系档

案文献展”。在第十四届海峡论坛举

办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了该文

献展，调研视察集美区对台研学基地

和对台研学展馆，对集美对台研学工

作给予高度肯定。同时，“台商记忆

馆”启动建设，将集中展示集美（杏林）

台商投资区发展历史，重温老一辈台

商创业的峥嵘岁月，激发二代、三代台

商接续奋斗的内生力。该馆将配套建

设台商台企洽谈、阅读、互动等场所，

打造台胞台商交流互动、两岸经贸文

化交往交流的新平台。

7月14日，“第十四届海峡论坛·

两岸青年创新创业论坛暨集美区两岸

融合发展中心智库成立”活动在集美

区举办，展现了集美在“以情促融”方

面注重突出青年主体的显著特性，让

两岸青年在互学互鉴中加深感情、增

进融合，实现同心同行、携手打拼。集

美专门实施“台青聚融友好工程”，成立

“两岸青年企业家协会联盟”“集美台

青创基地联盟”，举办两岸青年创新创

业论坛，扶持台湾青年就业创业，打造

了1个国家级、4个省级台青就业创业

基地。同时，智库的成立也将进一步

团结和凝聚海峡两岸专家学者、企业家

等力量，为集美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

一家园“第一站”和两岸融合发展示范

区的核心区、引领区贡献智慧和力量。

将教育与旅游融入两岸融合发展

工作是集美“以情促融”的创新特色。

集美研究出台对台研学奖励办法，拓

展“1+1+N”泛营地研学模式，设置包

括16个景区和13所高校、研究所在

内的29个研学单元，可提供122门特

色课程。集美成立两岸研学交流、青

少年发展、文旅融合三大中心，实现

“研学+文旅+青创”三大优势产业互

补，打造大陆最大研学旅行基地，让两

岸青少年一起在玩中学、学中玩，一个

全新的“研学旅行泛营地化”集美研学

模式蓬勃兴起。

由台湾青年刘柏萱和来自江苏的

左星星夫妻俩一起创办的“聚融壹家”

台湾青年双创基地是福建省首批台湾

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基地所属两岸研

学教育交流中心致力打造研学产业

链，规模不断扩大。获得“国家级备案

众创空间”“国家级海峡两岸青年创业

基地”的“一品威客”海峡两岸青创基

地、获得“厦门市十大众创空间”的“海

蛎文创空间”、福建省首家“文创+旅

游”模式的台湾青创基地“灵动青春·

台湾青年创业园”，也在集美的集成改

革试点中集成更多两岸资源，为台青

台企提供更优服务。

“厦门（集美）闽台研学旅行基地

获评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集

美逐渐成为台湾青少年首次登陆的

‘第一家园’。”集美区台港澳事务办公

室相关负责人说，研学旅行基地运行

以来，克服疫情影响，3年来累计接待

两岸研学生141万人次、台湾青少年

超5万人次，有力促进了两岸青少年

情感融合、心灵契合。厦门市委将“持

续提升厦门（集美）研学基地，吸引更

多台湾青少年来厦开展研学交流，打

造大陆最大的对台研学旅行基地”写

入《厦门市关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

展新路的若干措施》第34条。

据统计，2020年以来，集美区累

计举办两岸各类交流活动280场次，

其中青年交流活动175场次，万余人

参加，线上交流“她说”“青青之约”等

新平台活跃，累计制作220期线上节

目，浏览量超502万次。截至目前，集

美有常住台胞5000余人，台青创团队

达530支1203人，省、市级台湾人才

27名。

两岸融合发展县域集成改革试点

3年来，“台+金融”“台+青年”“台+文

旅”“台+研学”“台+志愿服务”等一系

列“台”元素与集美深度融合，台胞积

极主动融入集美工作、生活、创业，一

个高质量“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正在集美形成。

高质量打造“两岸融合发展集成服务示范区”
厦门市集美区被福建省确定为两岸融合发展县域集成改革试点区3年来，不断探索

两岸融合发展工作体制机制，形成了“五大集成”系统改革“集美模式”

2020年10月，集美区台胞服务驿站在区行政服务中心成立。林志杰 摄

集美新城城区景观 林志杰 摄

集美研学总部大楼 林志杰 摄 集美龙舟池举行“龙腾虎跃”2022海峡两岸龙舟赛 林志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