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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前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关于推广

借鉴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

合改革试点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

的通知》，在全国推广厦门13项、

上海浦东11项、深圳8项综合改

革试点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

据悉，此次在全国推广的厦

门13项综合改革试点经验，全面

覆盖要素市场化改革、科技创新

体制机制、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

营商环境、社会事业和空间治理

五个方面。

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主要

涉及创新“混合产业用地供应+

土地用途灵活转换”机制。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方面，主

要涉及构建知识产权行刑衔接协

同保护机制、推行工业产品“质量

问题清零”标准和监管体系等2

项创新举措。

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主要

涉及创新进出口货物“查验分流”

模式、实施新能源车快速出海全

链条集成服务、以标准创新推动

集装箱式锂电池储能系统出海、

构建国际法务运营全链条服务新

模式等4项创新举措。

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主要涉

及开展船舶“不停运办证”改革、

优化航运全链条综合服务等2项

创新举措。

社会事业和空间治理方面，

主要涉及实行就业服务“一件事”

集成改革、推动“按病种分值付费

支付”制度创新、推动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数字化、实施排污监管全

链条集成创新等4项改善民生、

提高治理效能的创新举措。

据介绍，这是2024年国家发

展改革委第2次发文推广厦门综

合改革试点的创新举措和典型经

验，此前已发文在全国推广厦门

综合改革试点的16项创新举措

和典型经验。连同此次推广的

13项经验，2024年厦门综合改革

试点累计29项典型经验获全国

推广。

获推广借鉴的厦门综合改革

试点经验，均对应有典型应用场

景和具体实施效果，并在改革推

进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实践经验

和行之有效的常态化制度安排，

具备向更大范围复制推广的基础

和条件。

下一步，厦门将以综合改革

试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大胆试、

大胆闯、自主改，高标准实施一批

战略战役性、创造性、引领性改

革，奋力开创厦门各项事业发展

崭新局面，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中奋勇争先。

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前日，

厦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下

发通知，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家

庭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调整住房

公积金贷款首付款比例；同时，调

整住房公积金贷款流动性调节系

数。

按照新规，住房公积金贷款

家庭住房套数认定标准与商业性

住房贷款家庭住房套数认定标准

保持一致，按拟购住房所在区辖

区范围认定。购房者在拟购住房

所在区辖区内无住房，或在拟购

住房所在区辖区内仅有一套住房

且正在挂牌出售的，拟购住房认

定为首套住房，后续再增购的一

套住房认定为二套住房。将套数

认定的材料调整为厦门市住房和

建设局出具的购房人家庭名下分

区住房套数认定结果证明。

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款比例

也有所调整。申请住房公积金贷

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最低首付

款比例由25%下调至20%；使用

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保障性住房

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为15%。

据悉，住房公积金贷款家庭

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和首付款比例

优化调整，自2024年12月31日

起执行，发布前已签订住房公积

金贷款借款合同的，按原政策执

行。

此外，我市还调整了住房公

积金贷款流动性调节系数。本次

主要调整内容为：自2025年1月

1日起，住房公积金贷款流动性

调节系数阶段性调整至1，政策

执行至2025年6月30日。

晨报讯（记者 张鑫惠）1月1

日起，《厦门经济特区直接采认台

湾地区职业资格若干规定》（以下

简称《规定》）实施。这是大陆首

部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的

地方性法规，为促进台胞来厦就

业创业、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

《规定》以“小切口”服务对台

工作大局，对台湾地区职业资格

采认范围、形式、流程和效力等作

出具体规定。《规定》以国家确定

的职业分类为基础，建立台湾地

区职业资格采认目录，并实行动

态调整。

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台湾同胞经职业资格采认后在厦

门提供相应专业服务，享有对应

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的同等

待遇，并享受职业培训补贴、技能

提升奖励等相关优惠政策。

陈俊宾是厦门长庚医院医学

中心皮肤免疫科主治医生，每个

月固定有2-3天来厦出诊。因为

台湾医生的职称体系与大陆不

同，通过台湾人才职业资格直接

采认，陈俊宾于去年1月拿到了

采认证书，可以在厦门以副主任

医师的职称执业。目前，厦门长

庚医院共92位台籍医师通过了

职称认证。

早在2018年，厦门已经开始

探索台湾地区职业资格采认的相

关工作。“当时申请采认的台胞需

要携带纸质材料在线下进行认

定，办理时间比较长。”市人社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2023年起，我

市开展台湾地区职业资格采认试

点工作，市人社局搭建线上平台

系统，统一认定工作，台胞在台湾

本岛就可申请，最快可当天完成

办理。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台湾高

技能人才来厦就业创业，申请职

业资格认定的台胞需求量显著增

加。”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说，截

至目前，厦门可直接采认95项台

湾地区职业资格，向235名符合

条件的台湾同胞发放了采认证

书。

“《规定》实施后,将极大激发

台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来厦发展的

积极性，降低台胞在大陆职业发

展的制度性成本，为台湾专业人

才在厦门就业创业畅通渠道。”全

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厦门台商

协会荣誉会长吴家莹表示，该《规

定》为更高水平建设台胞台企登

陆第一家园“第一站”提供法治保

障。

晨报讯（记者 彭怡郡）为营

造良好用工环境，提升外地职工

获得感，2025年度“平安返厦”即

将启动。近日，记者从厦门市总

工会了解到，2025“平安返厦”交

通补助政策发布，符合条件的外

地职工最高可领450元补助。

2025“平安返厦”票据有效

时限为2025年1月14日至2月

22日，合计40天。活动采取“定

点定额”的补助方式，即按照返

厦地点远近，按“省内3档、省外

5档”共8档次标准，给予最低80

元、最高450元的定额返程交通

补助。活动期间，由原居住地或

国内探亲地返厦工作的外地职

工，符合条件的可申请一次返厦

交通补助。

活动采取在线申报方式，自

2025年2月23日0时起至3月

22日24时止，市总工会开通网

络和微信申报平台，符合条件的

会员应在规定时间内申报。审

核通过的，补助款将及时汇入申

报人本人所持工会卡。

今年“平安返厦”要求申报

补助的职工，必须是与用人单位

建立劳动关系，且未达到退休年

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也可以

申报返厦补助。

晨报讯（记者 雷妤）2024年
12月31日夜间，随着年内最后

一个航班平稳降落在厦门高崎

国际机场，标志着厦航集团完成

全年运输飞行任务，实现2024

年飞行安全年。据悉，2024年厦

航共安全飞行（含河北航空、江

西航空）约72万小时，累计安全

飞行超过881万小时。

据悉，去年厦航引进14架

飞机，机队规模达216架，执飞

航班超29万班，承运旅客超过

4300万人次。航线网络进一步

扩展——新开厦门直飞马尔代

夫，福州往返韩国首尔、济州，北

京大兴往返老挝万象、杭州往返

名古屋等国内外20条航线，复

航福州-纽约、泉州-曼谷等航

线。旅客乘坐厦航航班可通达

112个境外机场。

台湾人才在厦就业更便捷
厦门出台大陆首部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法规

厦门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款比例

二套房最低首付比例调至20%

外地职工返厦有交通补助

厦航去年执飞29万班航班

厦航2024年最后一个航班平稳降落。记者 陈理杰摄

新一批厦门经验在全国推广
共13项综合改革试点经验，涉及要素市场化改革、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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