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4 年度市级“十佳”营商环境创新举措名单
序

号
创新举措 单位名称 具体做法及成效

1

创新企业

公共信用

综合评价

机制

市市场监

管局、发

改委，市

信息中心

一是完善制度建设。出台《厦门市社会信用评价机制和

分级分类管理办法》，明确评价频次、等级设置，要求

建立健全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机制。二是建立评价体系。

发布《厦门市企业公共信用综合评价指引（试行）》，

注重数据来源可靠，注重评价结果与国家结果基本趋

同，在全国范围内首创提出“提升指引”，注重正向引

导企业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注重动态调整指标支持

企业健康发展。三是发布评价结果。依托市公共信用信

息平台，对全市超 45 万家经营主体开展 2024 年上半年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为各行业细化行业监管提供参考，

给企业信用赋能,促进营商环境优化。目前已在工程建

设、施工监理、旅行社、港航等 7个领域投入使用。

2

推动跨部

门数据共

享，提升惠

企政策“免

申即享”服

务

市数据管

理局、工

信局、财

政局

搭建厦门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平台，通过推动市场监

管、税务、统计、财政、社保、信用等跨部门数据共享，

为企业实现三大便捷——政策兑现“足不出户”、材料

准备“系统代劳”、扶持资金“自动兑付”。自平台上

线运行以来，累计上线政策 471 项，累计兑现资金 47.03

亿元，惠及企业 35906 家，其中 2024 年累计上线 80 项

政策，完成兑现政策 48 个，累计惠及企业数 2106 家，

累计拨付资金 5.83 亿元。

3

构建知产

司法保护

“三优”服

务机制，赋

能新质生

产力发展

市中级法

院

一是立足专业审判，优化“规则之治”。审结涉新技术

类案件 250 余件，9 个案例入选省级以上典型案例，涉

“小红书”数据侵权案入选全国法院 50 件典型案例，

为完善知产审判规则、治理规则提供“厦门样本”。二

是强化创新保护，优化“行业自治”。强化科技赋能，

一般专利类案件审理周期缩短至 40 天内。严厉打击恶

意侵权，已在 10 起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总计

判决千万余元。倡导诚信维权，2 起案件入选最高法院

知识产权法庭 100 件典型案例。三是推动协同治理，优

化“多元共治”。升级扩容全国首家知识产权司法协同

中心，多层次联动 7家单位的聚合力，全市知产诉讼案

件下降 26.84%，创新经验获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广。



序

号
创新举措 单位名称 具体做法及成效

4

搭建“集成

式办税云

枢纽”，打

通办税前

后台

市税务局

在同安区试点，立足税企交流不顺畅、事项审核流程复

杂等问题，在全国率先搭建“集成式办税云枢纽”。渠

道集成，将税费咨询、诉求响应、远程帮办等服务进行

归集，实现“一口收办”。即时服务，在管理科所等布

设远程帮办设备，以“内部联动”代替“群众跑动”，

实现纳税人“一键通达”税务各科室、各人员，变“非

即办”为“即时办”，有效降低纳税人办税缴费成本。

相关经验做法获税务总局肯定，在《春风行动动态》刊

发，面向全国复制推广，新华网、《中国税务报》等重

点媒体报道。入厅流量同比下降 37.46%，节约人力资源

近 30%，联动市区两级解决疑难复杂事项超 110 件，累

计服务纳税人超 25 万人次，发票额度调整等高频税费

审批事项提速超 30%。

5

建立“一码

关联”自然

资源全生

命周期管

理模式

市资源规

划局，市

规划数字

中心、测

绘信息中

心、不动

产登记中

心

运用自然资源码作为宗地的空间身份证，关联土地全生

命周期信息，包括用地预审与选址、土地供应与用地规

划许可、工程规划许可、竣工验收、不动产权籍调查、

不动产登记、批后监管、综合测绘等阶段，打破各环节

系统和数据壁垒，实现各项审批结果等材料“一键共

享”，支撑交地即交证、交房即交证、竣工即交证高效

办理，避免企业重复提交材料，减少了企业往返多部门

奔波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也提高了基层工作人员的

审批效率，减轻工作负担。

6

出台首个

集装箱式

锂电池储

能系统海

上运输安

全指南

自贸委，

厦门海事

局，厦门

港口局

厦门海事局、自贸委、厦门港口局联合出台《厦门港集

装箱式锂电池储能系统海上安全运输指南》，是全国首

个针对集装箱式锂电池储能系统的海上安全运输指南，

为出口锂电池储能集装箱的生产、销售、运输各环节提

供了有效的指导。一是梳理海运储能集装箱各环节技术

要求，实现储能集装箱海上运输全链条安全责任清单式

管理。二是创造性提出储能集装箱符合性认证检验的方

式，提升锂电池组产品“装箱”效率。三是推进储能集

装箱海上安全运输标准和储能集装箱产品生产技术标

准的衔接。新指南规范集装箱式锂电池货物海运出口流

程，提升海运出口效率，有力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

套，为全省乃至全国日益增长的储能集装箱海运出口需

求提供更加安全、便捷、高效的服务。累计完成 40 个

航次、1400 台储能集装箱安全海运出口，累计货值超

60 亿人民币。



序

号
创新举措 单位名称 具体做法及成效

7

在全国率

先探索对

台职业资

格采认立

法工作

市人社局

创新台湾地区人才认定机制，推动“开展台湾地区职业

资格采认”改革任务落地落实，按照“分类有序、先易

后难、分布实施”原则，实施 80 项台湾职业资格采认

清单，累计向符合条件的195名台湾同胞发放采认证书。

在全国率先探索对台职业资格采认立法，草案已经过市

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草案采用“小切口”立法，全文

仅 11 条，以服务和保障台胞为宗旨，将职业资格和职

业技能纳入采认范围，对台湾地区职业资格采认作出系

统性规定，包括采认目录、动态调整、采认证书、职业

待遇、便捷服务等内容。

8

多措并举，

提升专精

特新企业

创新实力

市 科 技

局、工信

局

印发《厦门市支持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

施》，包含夯基础、强创新等 6 方面，15 条措施，40

余项具体政策。一是夯基础，从持续培训代表新质生产

力的专精特新企业，和不断挖掘专精特新“小巨人”后

备企业两方面，做好精准培育工作。二是强创新，鼓励

企业不断实施技术改造，利用政策性贷款，改造补助等

专项措施，鼓励企业改造升级，加强与高校、研发机构

的联合创新力度。三是提质效，加强知识产权服务，鼓

励企业强品牌；开展数字化赋能行动，帮助企业降本增

效。四是保要素，通过保障供地、场所、人才等发展要

素，解决企业后顾之忧。五是畅渠道，从引入产业基金、

降低融资成本等实打实的政策，加大对企业的融资支

持。六是拓市场，运用活动补助、产品“出海”保障、

保险补贴等政策工具，助力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9

绿智结合

科技，赋能

智慧监管

市生态环

境局

一是创新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数字赋能。全国首创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应用系统，融合国土空间、生态环境等 207

个图层和 10.8 万条准入条件，辅助企业自主研判选址，

累计减少无效投资 8.4 亿元。二是数字技术助力生态环

境智慧执法。设立空气质量微站，推行走航监测、管道

机器人、在线监控、用电监控、卫星遥感等非现场执法，

依托全国首个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实现“预警、核实、

查处”实时监管。创新“智慧环保+高德工作地图”应

用系统被评为厦门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优秀创新成

果。



序

号
创新举措 单位名称 具体做法及成效

10

打造绿色

智慧港口

“厦门模

板”

市 交 通

局、厦门

港口局

一是规划引领，制定出台《厦门港低碳发展行动方案》

《厦门港智慧港口高质量发展规划》；二是数字赋能，

建成全国首个自动化码头、完成国内首个传统集装箱码

头全智能化改造；三是绿色转型，建造国内首艘纯电海

上旅游客船、国内首艘串联式柴电混合动力拖轮，推动

码头轮胎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RTG）“油改电”工程、

集装箱卡车“油改气”工程，全面推广应用船舶水污染

物电子联单系统。港内集卡“油改电”节能率达 80%以

上，实现厦门市集装箱码头“亚太绿色港口”称号全覆

盖。厦门港智慧码头项目入围交通运输部智慧港口示范

工程、全国智慧港口创新发展与实践案例。

（备注：按福建省营商环境检测督导指标体系先后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