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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俞杰）昨日，市

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接听

12345热线电话，介绍我市P+R

停车换乘相关情况。据悉，目前

我市六区共有P+R停车场70个，

停车位10448个。

P+R是“停车+换乘”（Park

and Ride）的出行模式。市民使

用“厦门交通”小程序搜索“P+R

服务”，或在“厦门地铁”App搜

索“P+M服务”，输入目标地铁站

点可查看周边认证停车场及导航

路线，停好车后可换乘地铁或

BRT等公共交通工具。

近两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领

导下，市交通运输局牵头轨道集

团和信息集团，选取轨道（地铁和

BRT）沿线的停车场，依托厦门交

通一体化智慧出行服务平台和

“厦门交通码”，开展P+R出行工

作。市民及游客注册成为P+R

用户后，即可享受每小时2元、每

日封顶8元的P+R停车优惠（支

持时段为每日6:30-23:40）。针

对“五一”、春节等法定节假日，我

市多次推出换乘登记免费停车等

活动。

截至目前，我市设有P+R停

车场共计 70 个，停车位 10448

个，涵盖厦门六区，总计覆盖43

个车站（包括34个地铁站+9个

BRT站）。其中岛内有36个停车

场，2022个车位；岛外有34个停

车场，8426个车位。

我市P+R注册用户已突破

3.5万名，工作日换乘登记次数约

1300车次/日，相较2024年3月

增长超100%，实现了翻一番的目

标；每年换乘总量约20万车次，

预估转化公共交通客流超60万

人次。

据介绍，下一步市交通运输

局将推动P+R与地铁规划建设

同步实施，拟牵头轨道集团等单

位，利用地铁4号线、3号线机场

段高架线路桥下用地，同步建设

8处 P+R停车场，约 2000 个车

位；同时拟会同相关部门将P+R

停车场作为地铁沿线基础配套

设施，纳入后续地铁线路建设规

划；此外，研究提供P+R停车配

套服务，结合岛内外文旅消费需

求，不断完善P+R运营模式，研

究布局行李寄存、充电等周边产

品和服务。

我市已有P+R停车场70个
注册用户已突破3.5万名，每年换乘总量约20万车次

晨报记者叶子申

近日，厦门三个产业项目封

顶，围绕临空经济、低空经济等开

展布局，引发社会聚焦。记者走

访获悉，当前，厦门正全力构建

“4+4+6”现代化产业体系，将商

业航天、空天信息、低空经济等新

兴产业作为培育重点，加速释放

新质生产力。

一批新产业项目有进展
低空是指距地面垂直高度

1000米以内的空域，以无人机、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汽车等为

载体的低空经济，正重塑交通、物

流等领域的经济形态。目前厦门

已汇聚超2000家无人机相关企

业，形成了覆盖研发、生产、销售

及服务的完整产业链。工信部赛

迪研究院数据显示，在我国低空

经济企业资源集聚Top50城市

中，厦门成功跻身前30。

近期，厦门一批低空经济相

关产业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5

月29日，厦门临空经济片区的翔

业航空培训基地与厦门空港综合

保税区一期国际科创中心同日封

顶，预计2026年竣工投用。前者

建成后将为航空产业企业提供一

站式服务，后者将吸引航空制造、

物流等高端产业资源集聚；此外，

厦门中闽世纪工业园扩建项目各

栋主体建筑也顺利封顶，未来这

里将打造成为涵盖飞行器研发制

造、飞行服务等核心领域的产业

集群。

而在5月30日，中科星图东

南总部宣布正式落地厦门软件园

三期，将着力打造集装备制造、科

技创新和产业培育于一体的总部

型企业。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许光銮表示，企业将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在“技术攻坚、生

态共建、场景赋能”等方面深化

与厦门的合作，推动厦门空天产

业迈向新高度。

多家厦企发力低空经济
在企业层面，众多厦门企业

在低空经济领域积极发力。不久

前，厦门腾希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研 发 的“Dragonfly- Ev200”

50%缩比eVTOL验证机试飞成

功。这款针对未来城市空中交通

研制的机型，能将2小时的车程

缩短至20分钟左右。腾希航空

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计划年内

推出全尺寸样机。

厦门首能科技有限公司也取

得突破，其自主研发的4.5伏耐

高压锂离子电池电解液于去年底

获得厦门市高新科技成果转化认

证，为低空飞行提供更高性能的

动力支持。

不久前揭牌的厦门路桥百城

低空产业运营基地，依托集美区

航空航天产业园，打造集无人机

培训、研学、组装、试飞等功能于

一体的产学研基地。厦门路桥百

城公司董事长叶代成说，该基地

将成为特区服务低空经济补链强

链、助力厦门逐梦低空经济的“人

才摇篮”。

而在上个月，厦门福翔航空

技术有限公司与厦门软件职业技

术学院达成校企合作，“无人机产

教融合实训基地”与“无人机教培

基地”正式揭牌，共筑低空经济人

才新高地。

适配的空域和跑道是低空

经济发展的关键。记者从翔业

集团旗下的厦门航空工业公司

获悉，近期，该公司以厦门航空

产业园为依托，顺利推进厦门市

首个低空空域——“翔南低空飞

行试点”空域获批；同时，公司积

极配合推动在航空产业园周边

落地长约 328 米、宽 13米的低

空飞行测试跑道，以及占地面积

约1.5万平方米的试飞场。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将有效解决

厦门市低空空域申请难、数量少

的问题，为低空企业提供宝贵的

试验场地。

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近

日，厦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仅

用 2 小时就完成了一例跨洋

“远程见证”，为旅居美国的蔡

先生办理好了位于厦门的不动

产登记手续，这是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成功办理的首例“云窗

口”跨境不动产登记业务。

厦门是著名的侨乡，许多

侨胞在厦门购有不动产。按

照以往政策，如要对不动产进

行登记、交易，需本人携带相

关证明材料到窗口办理。一

些侨胞长期旅居海外，如此往

返不仅耗时，还要承担高昂的

差旅费用。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厦门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全面推出

“云窗口”服务模式，优化升级

存量房转移登记业务流程，推

动全流程线上办理；此外，系统

还进一步优化升级“税费同缴”

模式，申请人可通过“厦门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微信公众号、

“电子税务局”App等平台办

理。

项目集群落地，产业生态成型

厦门低空经济加速“起飞” 不动产登记
跨洋也可轻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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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