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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钟宝坤）为加

快推动专精特新企业梯队培育和

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

平，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

能，《厦门市支持专精特新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日前发布。

《若干措施》指出，力争到

2026年，全市创新型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专精特新重点“小巨

人”企业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

的有效提升。专精特新企业户均

研发占比超10%，户均 I类知识

产权数量超8件，企业数字化水

平等级二级及以上的占比达到

90%。

对首次获得专精特新“小巨

人”称号的企业，由市级、区级分

别给予一次性50万元奖励。将

专精特新企业列入技术创新基金

支持范围，对企业实施的增资扩

产、技术改造和研发创新给予融

资支持，企业固定融资成本为

2%/年，其余部分由财政贴息，其

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固定资

产投资贷款额度上限从5亿元提

高至10亿元，研发创新贷款上限

从5000万元提高至1亿元。

支持专精特新企业与高校、

科研院所联合组建联合实验室，

设立技术研究院、企业技术中心、

工程中心、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

后工作站等。对符合条件的共建

联合实验室按照新增研发设备

（含软件）非财政资金投入的10%

给予补助，最高1000万元。

对专精特新企业作为主要

起草单位制定的国际标准、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项目给予最高

100 万元资助。打造中小企业

区域品牌，对获评国家级中小企

业特色产业集群的，给予集群运

营单位最高200万元资金支持，

用于提升产业集群效益等相关

工作。

在畅通融资渠道方面，推动

本市产业引导基金、国家中小企

业发展基金厦门子基金对符合条

件的专精特新企业予以重点支

持。鼓励金融机构围绕专精特新

企业需求，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

案，创新配套融资产品。发挥科

技创新专项增信子基金作用，对

符合授信条件的单家专精特新

企业提供最高2000万元的融资

支持。

数说>>>
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培育

46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

人”企业、183家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1676家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1986 家创新型中小企

业，数量均为全省第一。

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近

日，《厦门市提升营商环境国际

化水平实施方案（2024—2026

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正

式印发。这是厦门今年来发布的

第二个营商环境重磅政策，自印

发之日起开始实施至2026年12

月底。

《实施方案》推出了五大方

面十九条举措，主要包括主动对

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动域

内外法治对接及创新、加快内外

综合交通枢纽联通、促进国际高

端资源要素汇聚、提升国际科创

水平赋能产业能级等。

《实施方案》明确，加强全面

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等高标准国际经贸规

则研究，在厦门自贸片区等有条

件的特定区域内探索试验跨境数

据流动、绿色金融、碳足迹等。支

持符合条件的外资银行、保险等

金融机构落户厦门。推动在厦门

设立国家级两岸海事司法研究中

心，增进两岸海事司法交流。

推动引进台湾地区民商事

仲裁机构在厦门设立业务机构

或联络处、庭审地，就涉外商事、

海事、投资等领域发生的民商事

争议开展仲裁业务。鼓励符合条

件的在厦台胞担任人民陪审员、

特邀调解员、检察联络员、仲裁

员、审判咨询专家、兼职技术调

查官、缓刑考察员、法庭义工等，

接受台湾法律青年到法院系统

实习见习。

提升厦门—福州公共支线

平台通关便利，调整平台通关申

报模式，完善海峡快线等内支线

运营。支持企业在全球重点区域

布局智能海外仓，保障跨境电商

及其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升金融

市场国际化水平，吸引境内外资

金以厦门为支点，参与投资“一

带一路”发展建设。更好满足境

外来厦人员多样化支付服务需

求，提升支付便利性。优化外籍

人才工作证件办理、来厦就业审

批、办理永久居留证件、薪酬购

汇等服务。

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近

日，117辆锂电池纯电动客车搭

乘新加坡籍散货船“慧海”轮，从

厦门东渡港区现代码头出发，驶

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新加坡

和吉布提。这也是厦门港单航

次最大批量乘散货船海运出口

的锂电池新能源汽车。

近年来，以新能源汽车为代

表的“新三样”海运出口已经成

为外贸出口的新增长极。2023

年，厦门港新能源汽车出口8.5

万辆，同比增长10倍。2024年

开年来，厦门港就接连有多批新

能源汽车海运出口。

2023年，为保障新能源汽

车高效海运出口，解决运力供给

侧问题，厦门海事局创新探索采

用散货船载运新能源汽车可行

性，为企业“量身定制”新能源客

车散货船出运“专船专策”综合

保障服务方案，指导现代码头取

得厦门港首张散货码头9类危

险货物作业附证，打通新能源汽

车“包装散运”常态化海运出口

“新通道”，助力“新三样”货物海

上运输降本增效。数据显示，

2023年至今，厦门港由散货船

载运出口新能源汽车1445辆。

晨报讯（记者 杨清白 通讯
员 孙宇杰）近日，市商务局与湖

里区政府联合主办“海联会客厅

——厦企出海 行稳致远”金融

科技创新驱动与应用前沿专业

交流会在厦门召开。本次会议汇

聚了金融科技、人工智能及国际

投资等领域的顶尖专家和行业

领袖，共同探讨金融科技前沿技

术如何助力企业国际化发展。

全球金融科技学院院长李

国权肯定了中国企业在技术创

新、市场敏锐度和成本上的优

势，同时也为中国企业在国际化

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提供了

宝贵建议。厦门国际银行行长曹

云川着重介绍了厦门国际银行

在跨境支付领域的最新技术突

破。全球金融科技学院联合创始

人谢福来深入剖析了东盟地区

金融科技发展趋势与新兴机遇，

分享了未来合作的潜力领域，进

一步拓宽了与会者的国际视野。

厦门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交流会不仅为中国企

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战略性参

考，更为厦门与新加坡在金融科

技领域的合作搭建了坚实桥梁。

晨报讯（记者 俞杰）中秋假

期，湖滨片区安商房项目建设不

停工，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全力奋

战，为项目的全面推进保驾护航。

据介绍，目前湖滨片区安商房外

立面施工已基本完成，正进行室

外园林景观施工等收尾工作。

据了解，朴树、香樟、果石榴

等40余株绿植刚刚在这里“落

户”。中庭园林景观和绿化工程

正按照时间节点顺利推进，目前

已完成60%的工程量。

此外，该地块安商房外立面

施工也进入收尾阶段，建设者正

进行低楼层喷涂以及入户门厅

的装修。九龙标段生产经理黎金

阳介绍，中秋期间，该项目各个

班组正常施工。

厦门多举措培育专精特新企业
包括对技术改造给予融资支持、提高贷款额度等

117辆新能源汽车乘船出海

117辆锂电池纯电动客车从厦门港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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