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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傅曦颖 通讯

员 董韵绮）昨日，厦门市工信局

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5年厦

门市中小企业服务月（以下简称

“服务月”）活动安排，会后举行了

启动仪式。

作为厦门市服务中小企业发

展的“金字招牌”，今年的服务月

以“一起益企，智创未来”为主题，

将在一个月内围绕我市产业发展

特色和中小企业实际需求，聚焦

“四链”融合，集中提供专业化、精

准化服务，陆续推出主题活动超

70场，内容涉及政策宣贯、市场开

拓、投融资服务、数字化赋能等十

大模块，以政府引导、机构协同、

企业参与的服务格局，全方位赋

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厦门市工信局副局长赵石磊

介绍，今年创新推出“企业出海专

题研修班”“国际贸易新规则研讨

会”等6场国际市场开拓活动，以

及9场数字化转型专题活动，推动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企业转型

升级。

依托“慧企云”平台，服务月

期间推出AI政策服务助手“慧企

小精灵”，实现惠企政策秒懂易

查、精准匹配；同时，进一步升级

“需求直报码”功能，打通福建省

政企直通车、厦门12345等平台

接口，对企业扫码上报的诉求最

快当天可响应，切实提升企业的

获得感。

启动仪式现场举行了优质中

小企业产融对接签约仪式，8家优

质中小企业与相关银行现场签

约，签约金额达6.2亿元，引导金

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

为做大做强厦门现代化产业体系

增添强劲动能。厦门万安智能有

限公司是签约企业之一，公司副

总经理吴美丽表示：“这次签约满

足了企业扩产资金需求，增强了

我们加快智能制造布局的信心。”

此外，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宣

讲环节，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现

场解读《厦门市进一步推动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聚焦场

景开放、算力补贴、生态构建等重

点方向，为企业送上“政策大礼

包”。人民银行厦门市分行相关

负责人介绍全国中小微企业资金

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探索以“数

据增信”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题。市人社局发布“i就业”平台

2.0版本及系列用工补助政策，针

对企业招工难、用工成本高等问

题，提供实用便捷的用工服务，助

力企业降本增效。

据悉，厦门市中小企业服务

月活动已连续举办18年，累计举

办活动超1000场，服务企业超百

万家次，逐步发展为集展览展示、

对接洽谈、培训辅导于一体的综

合性服务平台。近年来活动规模

持续扩大，服务企业数量从2019

年的6800家跃升至2024年的近8

万家，参与人数突破150万人次。

2025年厦门市中小企业服务月正式启动

70多场活动赋能中小企业发展

晨报讯（记者 彭怡郡 通讯
员张潇翎）为促进内外贸融合发

展，支持外贸经营主体拓展国内

市场，厦门市市场监管局制定发

布了《关于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

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

措施》），这是全国市场监管系统

首个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综

合措施。昨日，市市场监管局召

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

情况。

为增强政策针对性，市市场

监管局精准梳理了全市230家重

点制造业外贸企业名单，掌握企

业共性问题。9条措施既着力破

除内外贸规则藩篱，更注重培育

企业核心竞争力，优化企业转型

发展环境，形成创新指导、金融支

持、市场拓展、风险防范的全链条

服务闭环。

这些措施如何为企业疏纡解

困？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钟向阳

表示，以厦门出口量大的电子通

信设备、新能源新材料、电气机

械、食品包装材料等产品为例，这

些产品从国际市场转向国内市

场，普遍面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三同”认证或者CCC认证的

办理，以及质量提升、标准比对、

产品竞争力、知识产权保护等问

题。为此，依托《若干措施》，市市

场监管局构建了“全链条提速+

精准化帮扶+智能化监管”的服

务体系，开辟绿色通道，加快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等办理进度，缩

短检验检测认证周期，降低制度

性交易成本，助推企业产品更快

走向国内市场。市市场监管局还

提供“一站式”服务，根据企业需

求，组织专家从证前指导、现场审

查、证后监管等各环节给予企业

专业指导。

为确保《若干措施》出台后

“直达企业、快享尽享”，各区市场

监管局配备了共56名服务专员，

他们将及时受理企业诉求，为企

业提供专属服务，建立“一企一

策”服务档案，动态跟踪企业需求

解决进度，确保企业诉求得到及

时解决。

此外，市市场监管局还将多

渠道、全方位做好政策宣贯工作，

发布政策图解及办理指南，举办

分行业的政策宣贯会及“企业接

待日”等活动，推动《若干措施》落

地见效。

晨报讯（记者 雷妤）6月4日

至5日，2025CAPSE年度峰会在

厦门举行。作为民航领域的重要

盛会，本次峰会吸引了超200位行

业人士参与，近100家单位参会。

本届峰会设置了参观厦门机

场标杆现场、路测交通闭门会、六

大主题板块演讲等环节。峰会

上，厦门企业斩获多项殊荣，厦门

高崎国际机场获得“质量提升先

锋奖”“民航创新先锋奖”“2024

年度截载时间最佳机场（2000—

4000万级）”“2024年度最佳机

场”等四项大奖。厦门航空获得

“2014年度民航服务评测最佳航

空公司”“2024年境内最具价值

中国航空公司品牌”等大奖。

据悉，CAPSE航空服务奖

2014年设立，如今已成为民航领

域最具公信力的奖项之一。

2024年的评选基于CAPSE旅客

点评大数据平台，覆盖246家航

司、304714个航班，全年收集

147.9万份旅客真实点评问卷。

9条举措助外贸企业拓内销

厦门机场厦门航空获民航大奖

晨报讯（记者 王温萍）近
日，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示2025年城市更新行动评审

结果，厦门在内的20个城市入

围，可获得中央财政计划补助。

其余19个城市分别是北

京、天津、唐山、包头、大连、哈

尔滨、苏州、温州、芜湖、济南、

郑州、宜昌、长沙、广州、海口、

宜宾、兰州、西宁、乌鲁木齐。

中央财政按区域对实施

城市更新行动的城市给予定

额补助。其中，东部地区每个

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8亿元、

中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

不超过10亿元、西部地区每个

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2亿元、

直辖市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

超过12亿元。

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城市更

新样板项目建设和机制建设两

个方向。城市更新重点样板项

目包括四类：一是城市供排水、

燃气、供热等城市地下管网更

新改造和经济集约型综合管廊

建设；二是城市生活污水处理

“厂网一体”、城市生活污水管

网全覆盖样板区建设等；三是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建筑垃圾

治理、综合杆箱、危旧桥梁、机

械停车设施等市政基础设施提

升改造；四是历史文化街区、老

旧片区、绿地开放共享等既有

片区更新改造，注重文化、旅

游、餐饮、休闲娱乐等一体打

造，加强消费型基础设施建

设。城市更新机制建设包括三

类：一是项目储备和生成机制；

二是资金安排和筹措机制；三

是用地保障和审批机制。中央

资金可用于上述三类机制建立

过程中的相关支出。

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为

深入实施科技创新引领工程，

用好政府投资基金、培育耐心

资本，支持“4+4+6”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近日，厦门市政府

印发《厦门市运用政府投资基

金赋能产业链发展的若干措

施》（以下简称《措施》）。

《措施》提出，升级产业链

创新基金50亿元，聚焦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未来

产业赛道，通过市场化遴选优

质机构共同开展产业链链式投

资，对合作机构实施绩效赛马。

科创风投基金同样升级至

50亿元，专门用于支持投早投

小投科技，直投种子初创企业

规模占比不低于30%，政府出

资比例最高可达70%，参股基

金存续期上限放宽至12年，按

约定方式退出可免评估、免

挂牌。

此外，新设并购基金50亿

元，支持企业开展并购或上市，

对单个专项投资平台政府出资

比例最高可达50%。

企业风险投资（CVC）基金

将支持龙头产业、上市公司等

企业，聚焦新能源、新材料、半

导体、消费健康等领域，开展产

业链强链补链延链，政府出资

比例最高可达50%。

市场监管部门为外贸企业拓展国内市场提供专业指导。

厦门将设并购基金50亿元

2025年城市更新行动评审结果公示

厦门等20个城市入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