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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王温萍 白斌
斌 通讯员 厦港宣 陈旭灿 陈旭

王清洵 林昕昀）昨日，装载着厦

门海辰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辰储能”）生产的11

台40吨储能集装箱产品，“中海黄

海”轮自厦门远海码头出发，开往

宁波舟山港。之后，这批集装箱

将被运抵美国长滩港。

储能集装箱以集装箱作为整

体运输组件，内含大量锂电池，被

广泛用于水电、风电、太阳能等可

再生能源的转化、储存和放电，是

一款重要的能源转化装置，被业

界比喻为“大型充电宝”。

据了解，这是海辰储能40吨

储能集装箱在厦门港的首单出

口业务，也是厦门港首次出运超

重型储能集装箱。这一批集装

箱单体重量高达40吨，电池容量

超过5MWh（兆瓦时），打破了厦

门港海运出口同类型产品单体

重量和电池容量两项纪录，标志

着厦门港成功打通超重型储能

集装箱出海新通道。

随着全球绿色能源转型步

伐加快、国际市场需求旺盛，带

动海辰储能海外业务快速增

长。在2024年度中国储能电池

全球市场出货量排名中，海辰储

能位居第三。海辰储能全球交

付中心副总监董博表示，该企业

生产的储能集装箱较为紧俏，今

年以来出口量是去年同期的两

到三倍。此前，该企业产品主要

通过上海和深圳等地出口。作

为总部和生产基地都在厦门的

企业，海辰储能此次选择在厦门

港出口，可以减少物流周转风

险，效率提升约30%，成本大概

节约50%。

获悉海辰储能此次出口需

求后，厦门港口局会同厦门海事

局等部门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对

接港航资源，协调解决海运出口

难点堵点，推动海辰储能业务顺

利落地。

近年来，厦门港通过多样化

举措，加速助力“新三样”（新能源

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出口，培

育发展新动能。为满足锂电池冷

藏箱港口堆存需要，厦门港口局

组织推动四家码头规划建设四个

冷藏危险货物集装箱堆场，总占

地面积29211平方米，总投资

8680.74万元，服务能力超过13.2

万标箱/年，规划和建设规模在国

内港口中处于领先地位。

40吨“大型充电宝”在厦启航
厦门港打通超重型储能集装箱出海新通道

海运航线开通
到东帝汶仅7天

晨报讯（记者 白若雪 通讯

员 黄忠族 范英帅）昨日，经厦门

海关所属泉州海关监管，装载着

1357吨螺纹钢、卡车和工程车辆

的“ 永 远 祝 福（ALWAYSB-

LESSING）”轮缓缓驶离泉州港

华锦码头，驶往东帝汶帝力港，

标志着福建省首条直达东帝汶

海运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全

程仅需7天，较中转模式全程压

缩15天运输时间，是目前我国到

东帝汶最快的海运航线，对促进

两国经贸往来具有重要意义。

为保障航线顺利开通，厦门

海关成立工作专班，提前指导企

业开展船舶备案，第一时间登临

检查并签发数字版船舶卫生证

书。针对货物体积大、装卸难等

情况，海关量身定制出口监管方

案，通过指导企业开展“提前申

报”“抵港直装”等便利化模式，

确保货物“零延时”高效通关。

晨报讯（记者叶子申）近日，

厦门市政府公布2025年市重点

项目名单（第一批）及年度投资计

划，共安排市重点项目519个，项

目总投资10177.4亿元，年度计

划投资1104亿元。

产业项目259个，年度计划

投资506.7亿元。包括厦门闽台

海洋种苗产业园、生物制品科学

与技术二期工程、火炬产业园五

期项目在内的一批产业项目将陆

续落地厦门、加快建设，持续优化

并完善我市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的产业链布局，推动产业集群化

发展，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社会事业项目122个，年度

计划投资168.7亿元。这些项目

包括环东海域新城第三实验学

校、翔安新城扬帆公园改造项目、

厦门市翔安新城第一实验学校

（北京十一联盟学校）、同翔高新

城体育中心等。通过推进社会事

业类项目建设，厦门市教育资源

逐步优化，医疗服务能力显著提

升，居民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城乡基础设施项目138个，

年度计划投资428.6亿元。厦门

推进邮轮母港片区航站楼旅客集

散广场（人行天桥及配套工程）、

慈济路道路工程、厦门海洋高新

技术产业园区欧厝对台渔业基地

渔港工程等建设，不断改善人居

环境、提升城市品质。

晨报讯（记者 钟宝坤）为进

一步引导激励企业不断加大研发

投入，规范企业研发费用补助管

理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厦门

市科技局日前印发实施了《厦门

市企业研发费用补助管理办法》，

有效期3年。

该办法规定了企业研发费用

补助的主要流程，包括每年上半

年发布通知、筛选初步名单、企业

填报信息、开展相关信息核查以

及资金拨付。

厦门还印发《关于深化拓展科

技创新引领工程推动科技创新和

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若干措施》，

其中明确对企业年度自主研发费

用高于200万元且较上年实现增

长的，年度自主研发费用每满200

万元给予10万元补助，最高500

万元；企业年度自主研发费用高于

500万元且增长率超过20%的，给

予最高50万元叠加奖励。

近年来，厦门推出企业研发

费用补助等新产品，有力激发了

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动力。据统

计，厦门全社会研发投入（R&D）

经费由2012年的 79.01 亿元增

长到2023年的 270.71 亿元，研

发投入强度提升到3.36%；申报

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的企业数

从2012年的283家增至2023年

的5878家，增长超20倍，企业创

新积极性显著提升。

厦门公布今年首批市重点项目
共519个，项目总投资10177.4亿元

“真金白银”激励企业研发

“中海黄海”轮自厦门远海码头鸣笛出发。记者王温萍摄

晨报讯（记者 俞杰）电影

《哪吒之魔童闹海》全球票房突

破135亿元，登顶全球动画电

影票房榜，影片联合制作方之

一——2014年落户思明区的

倍视传媒团队为影片提供优质

内容；Amoy星光海岸光影音

乐会启动，以“影视+音乐”为

核心，思明区将音乐会办成全

年常态化惠民活动，打造厦门

电影文化新IP……近期，围绕

思明区影视产业的话题总是令

人津津乐道，让人看到了该区

在影视产业的潜力和活力。

为促进思明区影视产业

健康快速发展，提高影视制作

水平，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

近日，《思明区进一步促进影

视产业发展若干意见》出台，

在文化影视产业集群发展、影

视科技企业发展、影视作品的

创作、影视活动繁荣发展、网

络微短剧发展、加大金融支持

力度等六大方面提供政策支

持。业内人士表示，这将助力

更多影视精品“思明造”、更多

优质影视企业“以思明为家”

再上一层楼。

在支持文化影视产业集群

发展方面，新政主要延续原政

策，加大扶持力度。支持文化

影视产业园区建设，按实际投

入费用的20%给予一次性补

贴，单个园区补贴金额不超过

500万元；支持文化影视产业

园区运营，每月每平方米给予

30元租金补贴，新引进规模以

上影视企业按其综合发展质效

的1.5%给予园区同额奖励，每

年最高不超过50万元；支持影

视企业实体落地，按每月每平

方米不超过20元的标准给予

租金补贴。

新政聚焦影视作品创作。

支持企业参与重大影视作品创

作，播映后按其参与项目服务

费的20%给予补贴，单个企业

每年补贴不超过200万元；鼓

励影视作品融入思明元素，一

次性给予10万元—20万元奖

励，每年奖励总额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对经思明

区影视主管部门备案的影视剧

组，可根据其在区内发生的住

宿费给予一次性补贴。

助力影视精品“思明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