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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俞杰）昨日，市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召开，多部法规草案提交审议。

其中，《厦门经济特区海洋经

济促进条例》是市人大常委会

2023年正式立法项目。海洋经

济已成为我市经济全面提速的重

要引擎之一。市人大财经委审议

认为，推动海洋经济立法，保障和

促进我市海洋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发挥法治护航“海洋强市”建

设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厦门经济特区海洋经济促

进条例（草案）》聚焦高质量发展，

专门制定海洋产业发展鼓励类指

导目录，明确将海洋药物与生物制

品、海洋高端装备与新材料等重点

产业纳入指导目录，加强资金、人

才等方面要素保障，加大海洋基础

设施建设力度，鼓励科技成果转化

和应用，推动产学研融合发展。

青年是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

生力军。市人大侨外委审议认为，

作为全国首部以台湾青年为对象

群体的地方性法规，《厦门经济特

区鼓励台湾青年来厦就业创业若

干规定（草案）》以立法方式保障台

湾青年来厦就业创业的各项权益，

有利于推动台湾青年愿意来、留得

住、融得进、发展好，成为台湾青年

就业创业的“助推器”。

作为采取“小切口”立法形式

的地方性法规，《厦门经济特区鼓

励台湾青年来厦就业创业若干规

定（草案）》主要解决台湾青年来

厦就业创业的突出问题，规定台

湾青年可以进行失业登记，享受

再就业服务；通过创立基金、征信

合作、财政支持等举措，解决台湾

青年创业融资困难；为台湾青年

来厦提供便捷的政策信息获取渠

道和“一站式”、全链条服务。

会议还审议了《厦门经济特

区园林绿化条例（修正草案）》《厦

门经济特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条

例（修订草案）》《厦门经济特区禁

毒若干规定（草案）》《厦门经济特

区国土空间信息管理若干规定

（草案）》等多部法规草案，同时听

取了多项专项工作报告。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海洋经济促进条例等多部法规草案

法治护航 建设“海洋强市”

晨报讯（记者叶子申）近日，

厦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发布《关

于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比

例有关事项的通知》。记者获

悉，从本月16日起，缴存人在厦

门购房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

件、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首

付款比例随我市商业性住房贷

款首付款比例政策调整而调整。

对比原有政策，本次主要变

化在于，缴存职工有一笔商业性

住房贷款未结清，且本市无住房

或者有一套住房的，申请住房公

积金贷款时，首付款比例由50%

下调至40%。

缴存职工本市无住房，且无

住房贷款记录或者贷款已结清

的，住房公积金首付比例仍为

30%；缴存职工本市有一套住

房，且无住房贷款记录或者贷款

已结清的，住房公积金首付比例

仍为40%。缴存职工本市有住

房两套及以上，或者有两笔住房

贷款未结清的，或者有一笔住房

公积金贷款未结清的，暂停发放

住房公积金贷款。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政策所涉及的住房套数

认定，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不动

产权属档案中心出具的购房人

家庭名下在厦门市住房套数情

况证明为准。住房贷款记录包

含住房公积金贷款记录（含公转

商贴息贷款）和商业性住房贷款

记录。购房时间认定以新建商

品住房买卖合同网签时间，或二

手住房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收

件时间为准。

晨报讯（记者叶子申）近日，

我市印发新版《厦门市城镇土地

基准地价（2023年版）》（下文简

称《基准地价》）和《厦门市地价

管理若干规定》。该政策自本月

14日起实施。

基准地价是指在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可建设用

地范围内，对平均开发利用条件

下不同级别或不同均质地域的

建设用地，按照商服、住宅、工业

等用途分别评估，并由政府确定

的某一估价期日法定最高使用

年期土地权利的区域平均价格。

《基准地价》规范了土地用

途，将土地用途分为17类23项

（二级分类）。其中，将原工矿仓

储用地拆分为工矿用地（工业）、

仓储用地（物流仓储）；为支持新

机场产业项目落地，新增交通运

输用地（机场）；根据《福建省城

镇基准地价更新工作技术要点

（2022年版）》要求，新增公用设

施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同时，土地级别进行了调

整。思明湖里合并定级，岛外行

政区单独定级。

此次基准地价更新整体价

格保持平稳，局部区域级别及价

格略有调整。本轮租赁住宅价

格 约 为 商 品 住 宅 的 20% 至

25%。为推动岛内工业用地提

升改造，满足工业招商需求，岛

内、集美、海沧工业用地略微上

调，同安、翔安价格未做调整。

《厦门市地价管理若干规

定》也对内容进行了调整。为规

范可分割销售的工业通用厂房

地价，新增工业自持修正系数，

对不可分割销售的生产性用房

（自持）占总生产性用房的一定

比例进行修正。增加安置型商

品房转让交易规定，2019年10月

21日以后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的

安置型商品房项目，被安置房源

再上市交易或办理抵押时，无需

缴纳4%上市土地出让金或上市

补差价。

厦门调整城镇土地基准地价

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为加

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

的租赁住房制度，日前，厦门市

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等3部门

发布了修订版的《厦门市存量非

住宅类房屋临时改建为保障性

租赁住房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明确改建项目原

则上不得少于50套（间），且建筑

面积不少于2000平方米。

《实施方案》的适用范围是：

本市行政辖区内经合法批建并

已建成的商业、办公、旅馆、厂

房、仓储、科研教育等非住宅类

存量房屋，在房屋安全和消防符

合要求情况下，可申请改建（或

认定）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其

中，商办类、科研教育类房屋应

以地块、楼栋（梯）或独立楼层为

申请单元，厂房、仓储类应以地

块、楼栋为申请单元，旅馆应以

地块为申请单元。

新改建项目指2023年9月

1日后申请改建的项目；已改建

项目指2023年 9月1日前已经

完成改建但未认定的项目。

按照《实施方案》，存量非住

宅类房屋临时改建为保障性租

赁住房，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多主体

参与、多渠道供给。新改建项目

原则上每套（间）建筑面积不超

过70平方米，以30-45平方米

的小户型为主；已改建项目可按

现状认定。租金价格按本市保

障性租赁住房有关规定执行。

存量房可改建保障性租赁房

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有变化

沙坡尾社区成立
网约房自治小组

晨报讯（记者 刘宇瀚 通讯
员 洪燕妮）世茂双子塔一直是

市民游客的网红打卡地。近

日，厦港街道沙坡尾社区开展

主题实践活动，对接商户经营

者需求，成立世茂网约房自治

小组。

据悉，此次选举通过公推

公选方式进行。自治小组成立

后，主要服务于世茂网约房的

治理工作，协调经营者内部、经

营者与物业、派出所、社区等各

项工作。

自治小组还推出《世茂网

约房公约》《致游客朋友的一封

信》，设计网约房统一铭牌，提

高辨识度，从而约束经营者诚

信经营、公平竞争、有序发展。

市民正在办理公积金业务。

我省出台新政
促消费扩内需
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日

前，福建省外贸外资（稳价保

供）协调机制办公室出台《关于

进一步促消费扩内需若干措

施》（以下简称《措施》），在汽

车、家居、餐饮、会展、网络等领

域促消费，提供一定的资金补

助、奖励。

《措施》鼓励各地发展夜间

经济，推动各地打造一批夜间

经济示范区，创建一批夜间经

济示范店；鼓励各地推动商圈

街区智慧化建设，继续打造一

批特色商圈街区，对步行街改

造提升项目给予一定资金补

助。

据了解，今年以来，厦门也

多举措促进汽车、餐饮等消

费。不久前，思明区推出“仲夏

消费季”，串联起辖区内各大汽

车家电、零售餐饮商家，推出

500万元消费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