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厦府办〔２０２２〕１８号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培育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各开发区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厦门市培育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行动方案»已经市政府研

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８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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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培育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行动方案

为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根据商务部等

１４部门«关于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工作的通知»(商消

费函〔２０２１〕３４４号)和«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

厦门建设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区的意见»等文件精神,结合厦门市

实际情况,制订本行动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

厦门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积极服务和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以

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为根本目

的,大力推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创建,促消费扩内需,培育新

兴消费热点,促进消费提质升级,优化提升消费环境,加快形成岛

湾一体、区域协同发展格局,更高水平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

际化城市.

二、发展目标

对标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以规划引导、市场主体、数字驱

动、示范引领为核心,突显中心地位、紧扣消费主题,着力推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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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加快优化城市功能品质,提升城市消费能级,不断增强消费

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全面提升厦门消费中心城市龙头地位,力争到２０２５年,全

市消费规模稳步提升、消费品质日益升级、消费模式创新发展、消

费环境显著改善,基本建成引领全省、辐射东南亚,具有厦门特色

的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消费规模稳步提升.广泛吸引和汇集国内外消费者,进

一步巩固和提升消费中心地位,扩展在全国及国际消费影响力.

消费性服务业规模进一步提升,未来几年,力争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速排名全国副省级城市前列.

———消费品质日益升级.消费集聚效应进一步增强,形成３

个以上具有区域影响力、标志性的消费商圈、特色街区、夜间经济

消费街区.培育一批１５分钟便民生活圈,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形

成一批康养、文创、家政、旅游、体育、会展等服务消费龙头企业.

消费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形成时尚消费展示发布中心和新兴消

费体验输出中心.

———消费模式创新发展.创新技术应用水平不断提升,线上

和线下、流通和生产、商品和服务消费不断融合发展,消费新业态、

新模式加快涌现.培育一批商旅文体联动项目,形成一批线上线

下结合的知名会展品牌,培育发展艺术品线上交易、健康服务、生

活服务、跨境电商等一批新消费平台.

———消费环境显著改善.消费者对城市消费综合环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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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规范经营等方面满意度明显提升.消费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

升,城市消费多语种标识进一步规范,跨境消费、口岸消费便利度

显著提升.

三、重点任务

(一)打造区域特色国际消费新地标

１．打造国际化地标商圈.推动落实厦门商业网点布局规划,

完善城市商业网点功能与布局.以万象城、中华城、SM、磐基名品

中心、宝龙一城等商业综合体为核心,依托大型商业设施集聚及交

通优势,积极引进国内外高端品牌,打造高能级、多功能的具有城

市知名度的核心地标商圈.积极发展五缘湾商圈、会展－观音山

商圈、两岸金融商业中心等新兴消费商圈,引导高质量品牌集聚,

形成集滨海、休闲、商务、金融、文化、购物为一体的岛内东部新城

区高端商业消费中心.推动莲坂商圈、前埔瑞景商圈等传统商圈

调整经营结构、丰富服务业态,加速向场景化、体验式、综合型消费

场所转型.(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资源规划局、市发改委、市建

设局、市交通局,各区政府)

２．培育区域化消费新中心.建设多层次特色化区域商圈,结

合城市有机更新,加快打造岛外新城商业新地标,发展集美IOI、

海沧阿罗海、同安阳光小镇、翔安汇景广场等一批岛外新型特色商

圈,推动SM 三四期、大悦城、首创奥特莱斯等商业综合体建设运

营.积极培育集美新城、马銮湾新城、同安新城、翔安新城等区域

特色商圈,完善配套、提升功能、集聚人气商气,形成区域消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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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长极.充分发挥轨道交通串联作用,推动城市商圈互联互通,

支持地铁枢纽站点 TOD综合开发,实现地铁上盖商业物业与轨

道交通无缝衔接.(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市商务局、市资源规划

局、市发改委、市建设局、市交通局,轨道集团)

３．建设特色化消费文化街区.加快推动中山路高品位步行街

改造提升,通过加强规划布局、优化环境设施、提高商业质量、彰显

文化特色、建设智慧街区、完善街区管理机制,积极创建全国示范

步行街,把中山路打造成具有侨台、闽南特色的城市厅堂.加快中

山路片区、集美学村、同安老城钟楼商业片区等历史风貌区有机更

新及中山公园、深田片区、花鸟市场等老城老街有机更新,重点推

动闽南古镇、集美嘉庚文创旅游休闲街区、同安浦头风情小镇、翔

安大嶝等项目建设发展,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打造一批集休闲、娱

乐、购物、餐饮于一体的特色旅游休闲街区和极具闽南文化特色的

精品“网红”打卡胜地,争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责任单位:各区

政府,市商务局、市资源规划局、市发改委、市建设局、市文旅局)

４．发展便民化新型社区商业.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试

点,推进便利店、菜市场、早餐点等社区商业提质扩容,完善医疗、

养老、托幼、家政、维修、助餐等延伸便民服务,探索平台化集成创

新,推动智能设施广泛应用,到２０２５年初步建成一批布局合理、业

态齐全、功能完善、智慧便捷、规范有序、服务优质、商居和谐的城

市便民生活圈.结合城市更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居住社区

建设补短板行动及完整社区建设试点等工作,合理规划建设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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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服务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支持新建和改造一批新零售自助

服务站、书信报刊、文体教育、养老托幼、停车场、充电桩等社区生

活服务设施.(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建设局、市民政局、市资源

规划局、市发改委、市市场监管局、市文旅局、市教育局、市卫健委、

市体育局、市财政局,各区政府)

(二)构建多元融合消费资源聚集地

５．集聚优质市场主体.充分用好进博会、投洽会、金砖创新基

地等各类平台及我市丰富会展节会资源,有针对性嵌入招商功能,

鼓励世界５００强、国际国内知名商贸流通企业、中高端消费品牌跨

国企业、优质服务企业、大型电商平台在厦设立全球总部、区域总

部或成立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结算中心、运营中心,达到总部企业

标准的,按照总部经济政策予以支持.发挥大型国企在商贸流通

领域影响优势,围绕区域业务链、资金价值链及对外投资业务,大

力招引区域金融、保险、会计、咨询、法务等现代服务业总部及新兴

产业总部.(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会展局)、市招商办、市国资

委、市发改委、市文旅局、市财政局,各区政府,建发集团、国贸控

股、象屿集团)

６．拓展优质商品供给渠道.发挥厦门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优

势,推进自贸片区国际航运中心、中欧(厦门)班列、进口酒等重点

平台建设.推动象屿、海沧港等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高位谋划

建设空港综合保税区.深化«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CEP)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金砖国家经贸合作.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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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跨境电商进口,完善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拓展保税跨

境贸易电子商务(海关监管方式代码“１２１０”)进口业务,拓宽跨境

电商国际渠道.深入创建国家进口贸易创新示范区,用好进博会

等重大展会平台,拓展多元化进口来源地.鼓励企业扩大日用消

费品尤其是关系民生的商品进口,发挥口岸优势建设区域性进口

消费品集散中心.(责任单位:自贸委、市商务局、市口岸办、市发

改委、厦门海关、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各区政府)

７．培育本土制造品牌.做大做强中国品牌日,加快形成品牌

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扩大自主品牌消费.发挥厦门品牌

传统优势,重点培育和扶持一批“专精特新”品牌商品和具有高品

牌价值的商业企业,扩大“厦门品牌”在全国市场的影响力.加大

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厦门地理标志、驰名商标的保护力度,帮助创

新主体提升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能力,持续开展海外知识产权

维权援助活动.推动扩大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实施范围,

落实外贸自主品牌专项行动计划,引导企业积极创建自主品牌,拓

展内销市场网络.支持企业开展品牌培育活动,搭建自主品牌国

际化展销平台,提升国际市场的认知度,力争培育一批有国际影响

力的自主品牌出口示范企业.(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市场监管

局、市商务局、市工信局,各区政府)

８．增强老字号品牌竞争力.培育、保护和发展一批闽南文化

特色浓厚、品牌信誉度高、市场竞争力强的老字号品牌,对于老字

号中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鼓励企业申请相关部门非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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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保护扶持资金.支持老字号创新发展,推动老字号企业

开拓国际国内市场,持续开展“老字号嘉年华”“新国潮”等系列促

消费活动,增强老字号品牌市场竞争力.(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

文旅局,各区政府)

(三)培育引领创新消费潮流新高地

９．构筑时尚消费风向标.大力发展首店经济,制定促进首店

发展政策措施,助力品牌首店落地和推广.鼓励全球性、国际化高

端知名商业品牌入驻厦门,设立品牌首店、旗舰店、体验店、在厦首

发新品,提升消费市场高端供给能力.做强一批新品发布专业平

台,支持举办新品集中发布的国际展会、商业节庆等活动.办好厦

门国际时尚周、厦门国际设计周等专业新品发布平台,促进时尚、

创意等文化产业新业态发展,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时尚产业集

聚平台.发挥自贸试验区“保税＋”优势,支持艺术品保税平台升

级、推动海丝艺术品中心保税仓项目建设,引进更多国际高端艺术

展览和保税拍卖.(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发改委、市文旅局、市

文发办、市财政局、自贸委,各区政府)

１０．打造区域促消费平台.挖掘特色消费节庆资源,打造具有

带动力和影响力的区域促消费平台,持续打响“厦门消费节”品牌.

定期举办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开展剧目展演、电影联展、文创

品展销、民俗体验等文旅消费活动.大力拓宽假日消费空间,鼓励

有条件的区发挥重点特色街区消费集聚作用,充分利用开放型公

共空间,开设节假日步行街、周末大集、休闲文体专区等常态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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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场所.优化景区与周边道路交通的衔接,在节假日期间加强交

通管理,增加公共交通运力、及时发布景区周边拥堵信息.(责任

单位:市商务局、市文旅局、市交通局、市公安局,各区政府)

１１．加快商业数字化转型.积极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发展智慧商圈、智慧街区,推动智慧

体育场馆、智慧书店建设.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垂直电商平台建设,

支持社交、直播、内容电商等电子商务新模式.培育推广一批厦门

网红产业带,推动我市优势特色产业、品牌企业、优质产品通过数

字化提高市场占有率.充分发挥海沧电商产业园、中达电商产业

园、跨境电商产业园等三家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引领作用,推荐

符合条件的电商园区申报国家电商示范基地,建设一批直播电商

产业集聚区.加快线上线下消费有机融合,大力发展“网上餐厅”

“直播＋”“云逛街”“云展览”“云体验”等消费新模式,支持传统零

售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消费创新引领,做大网红经济、数字

经济、丝路电商.(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工信局、市发改委、市体

育局、市文旅局,各区政府)

１２．创新升级信息消费.加快布局５G等新型基础设施,推动

信息基础设施提速升级,扩大信息消费覆盖面.支持大数据、物联

网技术在城市管理与便民服务领域的应用,提高居民生活信息消

费便利度.鼓励企业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电子产品智能化升

级,提升消费电子产品供给创新水平.办好厦门国际动漫节、海峡

工业设计大奖赛等,支持企业建设信息消费体验中心,运用虚拟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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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增强现实、交互娱乐等技术,丰富居民信息消费体验.推进动

漫游戏等数字娱乐、数字视听产业的转型升级,培育形成一批拥有

较大市场、较强实力的数字内容创新企业.(责任部门:市通信管

理局、市工信局、市文旅局,各区政府)

１３．繁荣发展夜间经济.突出闽、侨、台特色,围绕食、购、娱、

游、健、养等消费业态融合发展,打造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培育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深夜食堂餐饮区、特色精品夜市区等一

批综合夜间消费集聚区.鼓励各区深入挖掘闽台特色美食,打造

美食一条街.积极引进和打造夜间大型旅游演艺节目,鼓励支持

艺术团体推出优质音乐剧、舞台剧,提升夜间文化娱乐活动.进一

步完善夜间经济服务配套,完善大型多功能文体中心、综合性体育

场馆等夜间消费设施建设.支持各区在夜间消费集聚区试点临时

摆摊夜市.鼓励商圈和公共文化场所等延长夜间营业、服务时间.

优化调整夜间公交线路和运营班次.(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文

旅局、市建设局、市资源规划局、市发改委、市交通局、市体育局,各

区政府)

(四)发展高质量服务消费供给体系

１４．文旅消费.加快推进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建设,

以“文化＋”“旅游＋”为引领,推动文化和旅游消费提质扩容.推

进建设东坪山生态旅游区、环东海域滨海浪漫线、厦门西海湾邮轮

城等文旅项目,丰富文化旅游产品.强化惠和影雕、古龙传统酱

油、漆线雕、鼓浪屿馅饼等闽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传承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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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利用,鼓励旅游景区引入木偶戏、南音等非遗项目表演及闽南文

化内容展示,推动“非遗＋旅游”融合发展.办好中国金鸡百花电

影节,“以节促产”“以节促消”带动全市影视产业及消费产业聚集

发展.做强邮轮旅游,依托“船、港、城”三位一体发展优势,打造

“港城融合、港旅融合”的国际邮轮母港和访问港,加快“海上世界”

项目建设,积极引进国际邮轮公司总部落户.推出文旅演艺精品

项目,鼓励全市传统演出场所和公共文化服务场所进行设施改造

提升,合理配套餐饮区、观众休息区、文创产品展示售卖区、书店

等.(责任单位:市文旅局、市文发办、厦门港口局、自贸委,各区政

府)

１５．会展消费.做大做强投洽会、石材展、文博会、佛事用品

展、工博会、国际海洋周、游艇展等现有品牌展会,积极拓展境内外

优质资源,加大力度培育和引进境内外品牌展会项目,构建会展全

球资源网络.加大对国际专业会议的招揽力度,培养一批具备竞

标国际会议实力和经验的厦门本土会展企业,建设国际知名会议

目的地.培育厦门国际会展周,打造自主IP的国际营销和会展项

目对接平台.高起点推进新会展中心建设,加快形成会展产业集

聚区.推动展览、会议、节庆、演艺、赛事协同发展,加强与文化、旅

游、体育等产业联动,推行城市整合营销,不断提升城市国际知名

度.(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会展局)、市文旅局,各区政府)

１６．体育消费.推进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建设,以承办

２０２３年亚洲杯足球赛为契机,加强与国际体育组织的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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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引进国际高端品牌赛事,持续扩大厦门马拉松赛、铁人三项赛

等品牌赛事的国际影响力,培育和引进规格更高的沙滩排球、帆

船、高尔夫球、拳击等国际赛事.充分发挥“中国围棋之乡”的优

势,鼓励围棋等中国传统体育项目跨区域发展.加快发展体育竞

赛表演业,完善国际品牌赛事、自主品牌赛事、体育职业赛事、特色

品牌赛事、全民健身系列品牌赛事的赛事体系,支持体育社会组织

兴办国内外品牌赛事、社会资本投资创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体

育竞赛表演品牌,打造区域性体育赛事中心城市.(责任单位:市

体育局,各区政府)

１７．健康消费.加快建设高水平健康之城,深化“三医”联动改

革,加快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

衡分布.加快推进新型医疗技术与设备应用,提升远程医疗服务

能力.适应“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方向,打造智能导诊、全域预

约等服务示范工程,完善远程医疗技术在分级诊疗过程中的应用

场景,健全互联网诊疗收费政策,逐步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诊疗服

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鼓励台湾地区服

务提供者在厦门设立符合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推动医疗美容消

费,将二级以上医疗美容医院加入美丽厦门智慧健康公众号,方便

市民预约就诊.(责任单位:市卫健委,各区政府)

１８．养老消费.合理布局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设施.加快推

进高端养老项目建设落地.推动医养结合发展,鼓励“嵌入式”养

老服务机构内设医疗机构或与医疗卫生机构同址建设,加强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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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医需求与医疗资源的精准对接.支持社会资本整合改造闲置

社会资源发展养老服务,多渠道增加养老服务有效供给.充分发

挥小区物业企业贴身式、全天候、长期化服务居民的优势,为社区

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加大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力度,加快推进

社区助老员服务,鼓励专业化服务机构与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为

老年人提供服务.(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各区政府)

１９．家政消费.推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大力培育家政服务

龙头企业,打响家政服务“厦门品牌”.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开发推

行家政服务机构职业责任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家政服务保险

产品,支持家政企业做好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打造一批高品质

专业细分龙头企业,推进“互联网＋家政”,推动家政龙头企业搭建

跨区域、覆盖全国的信息交流平台和呼叫服务中心,形成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家庭服务公共平台.健全家政公共服务信用体系,依

托商务部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实现家政企业和从业人员信用

信息“可追溯、可查询、可评价”,推动我市家政民生领域规范有序

健康发展.鼓励家政企业实现家政服务品牌化、家政运营电商化,

以厦门为总部基地辐射全国.(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发改委、厦

门银保监局,各区政府)

２０．教育培训托幼消费.优化全市民办学校布局,探索提升教

育现代化水平的有效方式,支持社会力量依法举办民办教育,鼓励

企业依法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的民办学校.开发研学旅行消

费,将研学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促进研学旅行和学校课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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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融合.鼓励支持社会资本开办托育机构,引导优秀的托育机构

参与托育服务项目建设,探索连锁化运营,创立托育品牌.(责任

单位:市教育局、市卫健委、市文旅局,各区政府)

(五)营造舒适友好国际消费新环境

２１．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提升 A级景区、餐饮住宿、购物娱

乐、机场车站等场所多语种服务水平.在机场、码头、车站、酒店、

游客咨询中心等重点窗口设置和配备多语种交通指示牌、安全警

示牌、交通地图、旅游推介手册等.加快实现商圈、景区(点)、机

场、车站、宾馆等主要消费场所免费 WIFI和云闪付受理全覆盖.

推动便利化服务设施改造,完善无障碍设施、母婴设施、医疗设施

的配置.提高国际信用卡支付便利度,增加社会外币代兑服务点.

扩大外币银行卡的使用范围,在主要 A级景区、宾馆饭店、便利超

市、商贸中心、特色街区等消费场所逐步实现外币银行卡刷卡消费

和国际移动手机支付.(责任单位:市文旅局、市通信管理局、市工

信局、市商务局、市卫健委、市建设局、市市政园林局、市民政局、市

金融监管局、市外办,人行厦门市中心支行、厦门银保监局,各区政

府)

２２．完善便捷高效交通网络.加快推进公共交通枢纽建设,建

立完善抵离便捷、接驳高效的立体交通网络.全面提升厦门机场

综合保障能力,畅通国内外旅客抵离通道.优化机场、火车站、汽

车客运站等交通枢纽与重点商圈、商业街区、标志性景点等消费载

体的交通对接,促进大型商业设施、大型体育场馆、文化场所、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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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等与市政交通互联互通.优化商业街区、旅游景点等区域停

车设施布局,动态设置道路分时停车泊位.加快岛内环岛滨海步

道、岛外滨海浪漫线等健康步道系统建设,完善自行车专用道等骑

行通道网络,构建地铁、公交、慢行一体衔接的公共交通体系,丰富

游客休闲旅游多元体验.(责任单位:市交通局、市发改委、市市政

园林局、市建设局、市商务局、市文旅局、市体育局,各区政府)

２３．健全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深化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工

作,鼓励供应链核心企业、金融企业、物流企业、科技公司建设基于

货物供应链服务的数字服务平台,通过数字化赋能提升商贸物流

产业链资源整合能力,培育一批特色供应链平台型企业,将厦门打

造成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标杆城市.推动商品市场创新发展,

优化升级商品市场,培育一批商品经营特色突出、产业链供应链服

务功能强大、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全国商品市场示范基地.推进

高效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完善城乡一体、高效协同的商贸物流配送

体系.优化社区物流配送网点布局,加快推进末端配送设施建设.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自贸委、市交通局、市公安局、市发改委,各

区政府)

２４．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对标国际一流水准,贯彻落实

«厦门经济特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大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的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审批流程和环节,推动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全面推行“一网通办”“全程网办”,提高“秒

批秒办”和“免申即享”事项比重.增强主动服务意识,畅通政企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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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渠道,弘扬企业家精神,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责任单位:

市发改委(市营商办)、市审批管理局、市工信局(市大数据局)、市

民营办(市工商联),各区政府)

２５．优化提升市场消费环境.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完善

商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公示制度,实行经营者产品和服务标准自

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严格落实经营者三包制度和缺陷消费品

召回制度.推进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建设.强化网络交易平台责

任,加强网络订餐、外卖配送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检查处理餐饮食

品安全问题.加强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完善厦门市重要产品

追溯统一平台,实现跨部门、跨环节的追溯信息互联互通统一通

道.加快建设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消费诚信体系,建立完善厦门

市公共信用信息大数据库,推广“i厦门”等公共服务 APP,为公众

提供信用信息“一站式”查询和消费预警提示服务.(责任单位:市

市场监管局、市工信局、市发改委、市商务局、市卫健委,各区政府)

(六)完善自由便利消费促进新机制

２６．促进入境旅游消费.继续用足用好公安部深化支持福建

自贸区创新发展出入境政策、国家移民管理局１２项移民与出入境

便利政策、厦门空海港口岸外国人１４４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等,便利

外籍人员的入出境和停居留,打造吸引境外游客的旅游消费目的

地.加大过境免签政策的宣传推广,开发一批适应外国游客需求

的旅游线路、目的地、旅游演艺及特色商品.将“外国人１４４小时

过境免签畅游卡”内容拓展至文化消费领域.(责任单位:市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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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市公安局,各区政府)

２７．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落实在厦台湾同胞享受市民同等文

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与消费优惠待遇.落实经厦门口岸赴台湾(含

金门、澎湖)旅游组团奖励、厦台双向旅游节事活动奖励等措施.

推动成立厦金澎旅游联盟,持续打响“来厦门游金门玩澎湖”

旅游品牌.推进金门“海外仓”常态化发展,打造厦金跨境电商货

物集散分拨中心.推动台湾货物经金门中转,打造金门成为厦台

货物中转集散中心,做大厦金直航贸易规模.推动大嶝对台小额

商品交易市场转型升级,推动更多商品品种进入市场销售,支持建

设跨境电商供应链服务.进一步提升海峡论坛、文博会等交流活

动实效,促进两岸融合发展.(责任单位:市台港澳办、市文旅局、

市商务局(市会展局)、厦门海关,自贸委)

２８．加快发展免退税经济.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在五通客运码

头、邮轮码头等重点口岸开设免税店,支持在机场口岸免税店为市

内免税店设立离境提货点.支持在厦门邮轮母港片区开发建设集

离境退税购物、邮轮文化、邮轮体验和餐饮娱乐为一体的邮轮综合

体.支持设立离境退税商店,鼓励开发适销对路商品,优化购物离

境退税服务.扩大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便捷支付”实施范围、

优化退税流程.鼓励重点商圈、机场、宾馆酒店内商场和旅游景区

商业网点开设退税商店.在机场、港口等入境口岸,重点商圈、会

展场馆等,加大免税店和退税商店推介支持力度.(责任单位:市

财政局、市税务局、厦门海关、市口岸办、市商务局、市文旅局、自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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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各区政府)

２９．优化口岸通关环境.积极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标准

版,争取标准版新项目在厦门试点.进一步丰富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本地特色功能,延伸海港、空港、物流、金融、税务、政务等服务,

打造数字口岸平台,建好口岸公共信息服务生态圈.持续推进口

岸提效降费.落实好２４小时直接过境旅客以及随原入境航班出

境且不离开口岸限定区域的机组人员免办边检手续等措施,提升

机场口岸７×２４小时通关效率.(责任单位:自贸委,市口岸办、边

检总站)

３０．加大金融支持消费力度.鼓励金融机构通过渠道创新、大

数据营销和产品服务创新等,不断创新消费信贷产品和服务.鼓

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新消费领域金融支持力度,对居民购买新能源

汽车、绿色智能家电、智能家居、节水器具等绿色智能产品提供信

贷支持,促进绿色智能消费,推动消费升级.积极运用金融科技,

改进服务方式,优化审批管理流程,有效控制风险.(责任单位:人

行厦门市中心支行、厦门银保监局)

四、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成立培育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工作领导小

组,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市政府分管领导任常务副组长,

加强部门协调、市区联动,统筹规划和协调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培育创建工作.市商务局牵头协调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落实督导等日常工作.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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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各区政府要提高站位,制定专项工作落实方案和具体配套举

措,做好任务清单细化,常态化推进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责任单

位:市商务局、市发改委、市建设局、各相关部门,各区政府)

(二)政策保障.市直各有关部门、各区全力参与、共同推进培

育创建工作,形成“全市一盘棋”工作格局,要用好市政基础设施配

套费等建设资金,加大对消费商圈、特色街区、夜间经济消费街区

内市政配套设施的支持力度.用好各类产业发展资金,加大对消

费性服务业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和重大活动的投资支持力度.加

大财政扶持、金融支持、土地保障等方面对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的倾斜.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创建.(责任

单位:市财政局、市商务局、市发改委、市资源规划局、各相关部门,

各区政府)

(三)空间保障.加强城市空间规划与重点商业发展片区、商

业网点规划衔接,优先保障大型商业中心、特色商业中心、新型商

业中心的用地空间,将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统筹推进消费中心城市、城乡商业流通设施建设,实现与城市更

新、城市功能提升、产业转型升级相融合,整合和集约使用现有土

地资源.(责任单位:市资源规划局、市发改委、市商务局、市建设

局、市交通局、市文旅局,各区政府)

(四)宣传推广.着力提升厦门消费中心城市形象,加大对培

育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宣传力度,对所需宣传经费予以足额

保障.多渠道、多层次加强宣传推广,充分提高社会组织、高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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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研究机构、新闻媒体等参与度,激发广大市民、社会力量和民间

智慧参与到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中来.将培育创建工作纳入城

市整体宣传计划,整合城市文娱旅游商业消费资源,开展整体营销

宣传,开通多语种宣传网络平台,举办丰富文化内涵的文艺活动,

进一步吸引国际国内客流,推动厦门消费走出去.(责任单位:市

委宣传部、市商务局、市文旅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各相关部门,

各区政府)

附件:厦门市培育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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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厦门市培育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工作领导小组

一、组织架构

组　　　长:黄文辉　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

常务副组长:黄晓舟　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副　组　长:苏国辉　市政府副秘书长

陈　敏　市商务局局长、市口岸办主任

孙建辉　市发改委主任

黄碧珊　市文旅局局长

成　　　员:郑巨刚　厦门海关关长

涂　林　厦门边检总站总站长

张曙东　厦门市税务局局长

王彦青　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行长

曾　晖　厦门银保监局局长

洪晓旻　厦门市通信管理局局长

陈通汕　思明区政府区长

黄　颖　湖里区政府区长

胡旭彬　集美区政府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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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建阳　海沧区政府区长

陈高润　同安区政府区长

李　毅　翔安区政府区长

何东宁　自贸片区管委会主任

上官军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刘金柱　市委台港澳办主任

陈　珍　市教育局局长

周桂良　市工信局局长

邓海鹰　市公安局副局长

洪全艺　市民政局局长

林志成　市财政局局长

柯玉宗　市资源规划局局长

李德才　市建设局局长

李宗泽　市交通局局长

姚冠华　市卫健委主任

张　权　市外办主任

王跃平　市国资委主任

许国华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

阮敦梁　市体育局局长

蔡伟中　市市政园林局局长

夏长文　厦门港口局局长

朱庆华　市金融监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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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朱及　市审批管理局局长

陈永东　市工商联党组书记

陈颢颖　市商务局副局长、市会展局局长

王　沁　建发集团总经理

郭聪明　国贸控股总经理

程正明　轨道集团总经理

陈　方　象屿集团总裁

二、主要职责

领导小组统筹规划和协调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创建工

作,研究解决培育创建工作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督促指导各成员

单位工作落实情况.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商务局,负责培育创建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工作重大事项的统筹协调,督促落实领导小组议定事项,市商

务局陈敏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市商务局张凤清同志兼任办公室

副主任.

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沟通配合和协调联动,认真

落实行动方案工作任务和领导小组议定事项,形成工作合力,共同

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创建工作.

三、工作机制

(一)工作例会制度.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

定期召开会议,听取成员单位工作情况汇报,及时协调解决培育创

建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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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统筹机制.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汇总各区、各有关

部门培育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重点消费项目,形成滚动推进动

态管理机制.

(三)定期报送制度.各成员单位要对照行动方案要求,积极

推进培育创建工作,定期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工作任务及重点

消费项目进展情况.

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组成人员随各单位人事变动自动变更,不

另行发文调整.该项工作结束后,领导小组自行撤销.领导小组

因工作需要印发有关文件由市商务局代章.

　有关单位: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３月２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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