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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余年前的五口通商口岸，到改革开放最早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厦门始终是中国扩大对外开

放的“窗口”，在中国对外开放史上扮演重要角色。

厦门的国际范儿，往往让外省人忘记了他的闽南腔。1980 年，厦门经济特区的建立，为侨务工作的恢

复与发展赢得了时间和机遇。一大批华侨华人来到厦门特区的土地上投资、生活，开启了新时代的一幕。

1980 年元旦，厦门—香

港通航。时任市侨联主席颜

西岳率领市“通航代表团”往

香港开展联谊工作，打开了

与侨、港、澳、台联络的局面，

引进海外资金数十亿元，许

多侨港澳资企业落户厦门，

为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奠定

了良好基础。

1981 年，厦门市致公党

组织建立，张述、洪如萍、丘

涟滨等归侨知识分子带领致

公党党员，联系广大归侨侨

眷知识分子加入了改革开放

的快车道。

陈应登至今保存着三十

几年前的一份旧合同。1982

年初，祖籍福清的印尼华侨

陈应登与厦门市签订合同，

在湖里开办印华地砖厂。这

是厦门经济特区第一份外商

投资合同。侨商、外商投资厦

门的大幕由此开启。

当年的老花砖，在今天

的厦门“特区·1980”湖里创

意产业园里，仍能找到踪迹。

湖里区这个厦门经济特区的

发祥地，依稀可见 40 年前机

器轰鸣、热火朝天的工业区

的影子。

1980 年 10 月，国务院在

厦门岛北郊的湖里划出 2.5

平方公里设立经济特区。特

区设立之初，2.5 平方公里上

聚集了许多被经济特区政策

吸引来的企业，包括第一家

外商独资企业印华地砖厂、

香港投资企业厦门联桥有限

公司等，更孕育出一批像厦

华、厦新、金龙、宏声等品牌

企业，聚集形成工业厂区。

在公安部门的支持下，

厦门放宽审批归侨侨眷出境

探亲定居，一大批归侨侨眷

根据“来去自由”的原则获准

出国出境与亲友团聚。20 世

纪 80 年代初，移居香港的陈

成秀、李仲树、曾琦等许多港

澳同胞，怀着爱国爱乡热情

返回厦门参与经济特区建

设，并介绍了许多侨商、台商

到厦门投资兴业。政府落实

了归侨侨眷政策，归还了华

侨房屋，大大激发了海外侨

胞和港澳同胞捐资兴办公益

事业的热情。特区建设 40 年

来，仅厦门就接受华侨港澳

同胞捐赠五亿多元。

中国旅行社和厦门华侨

大厦历来是华侨华人之家，

经扩建装修、培训接待队伍，

改善接待条件、改进服务态

度、提高服务质量，迎来了世

界各地的侨胞，成为联络侨

港澳同胞的桥梁。

侨联开展免税商品交易

业务，为海外侨胞、港澳台同

胞回国回乡提供了方便。同

时，厦门市还关心支持竹坝、

天马华侨农场的建设（修建

五显至竹坝华侨农场的柏油

路）、集美侨校的复办及厦门

华侨中学的发展工作。《鹭风

报》恢复发行，向海内外华侨

华人、归侨侨眷宣传改革开

放的方针政策。侨办、侨联、

致公党开展“侨帮侨”活动，

采取政府救济与社会慈善事

业相结合，加大了对贫困归

侨的扶持。

德高望重的新加坡归侨

颜西岳，历任厦门市第四至

十一届侨联主席，发扬陈嘉

庚的爱国主义精神，积极联

络海内外侨胞，用毕生精力

为发展特区经济和社会公益

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区

设立之前，他就与其他同仁

一起，争取侨汇投资人民币

1200 多万元，投资厦门罐头

厂、瓷厂、橡胶厂、同安油厂

等，兴建了 100 多幢别墅式

华侨住宅。他还带头出钱出

力，倡导开办了侨星化工厂、

天马华侨农场、华侨亚热带

植物引种园、华侨印刷厂、华

侨机修厂和华侨中学、华侨

幼儿园、华侨托儿所等生产

企业和社会福利事业。

特区设立之后，颜西岳

兼任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发展

公司副董事长，鼓励一批有

财力的亲朋好友来厦投资。

同时，积极创办侨益电子元

件厂、侨利食品厂、侨泰实业

公司、新侨酒店等企业，解决

了许多归侨、侨眷子女的就

业问题，并推动侨联在厦门

最早推行“三来一补”业务。

恢复侨办后的首任主

任、菲律宾归侨柯栋梁，主动

支持、协助厦门侨联开展海

外联络、内联外引工作，并为

落实归侨知识分子政策，为

《鹭风报》的复刊、集美侨校

的复办、华侨大厦的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

久居厦门的人，都知道

特区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口

号，就是“以侨引侨，以侨引

台，以侨引外”。说到“三引”,不能不

提一位可敬老人———现年 93 岁的

香港汎年国际集团主席陈金烈先

生。1980 年，他首次率领香港同胞

回厦考察，不仅本人积极投身厦门

特区建设，还是一位热心牵线搭桥

的“红娘”。

1983 年，厦门特区开始基础建

设，引进外资举办企业成了当务之

急。陈金烈极力说服和动员香港康

力公司董事长柯俊文先生来厦门

投资办厂。为了促成此事，他放下

自己公司的事务，数度专程陪同柯

先生到内地考察，终于促成了香港

康力集团与厦门市合资成立了厦

门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厦门

华侨电子企业有限公司。

更为可贵的是，1989 年政治风

波过后，当许多人准备从内地撤资

的时候，陈金烈却从香港飞抵厦

门，毅然扩大和追加在厦门的房地

产投资项目，以自己的行动稳定海

外人士对大陆经济发展的信心。这

一年，他几乎月月都回厦门，引带

台商或外商到厦门投资。

1993 年，陈金烈又联合 94 位

闽籍人士共同成立“香港厦门联谊

总会”，带头捐出 100 万港元，并出

任第一任理事长。近 20 年来，香港

厦门联谊总会在厦门与香港之间

架起了一座“金桥梁”，在陈金烈等

许多热心人的带动下，大批港商、

侨商、外商纷至沓来，形成了一波

又一波投资厦门特区的热潮。

不仅如此，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

同胞在特区建设中还创造了诸多

“第一”：除了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印华地砖厂、第一家“三来一补”企

业集美制衣厂外，还有全国第一家

中外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

第一家获准在厦门特区设立的外资

金融机构———新加坡大华银行厦门

分行；第一家海外合作经营企

业———厦门鹭江宾馆；第一家以旅

游运输业为主的外商合资企业———

厦门民谊有限公司；第一家开通香

港与厦门海上运输业的“集美号”“鼓

浪屿号”轮船；第一家双语教学的国

际学校———岷厦国际学校……

这诸多“第一”，都是 40 年来

海外华商和港澳同胞热心投资厦

门的真实写照，是他们与祖国携手

同心同德、携手共进的闪亮注脚。

40 年来，厦门从“以侨引侨”

到“以侨引台”“以侨引外”，从中外

合资到外商独资，从拼土地、拼优

惠到国际化营商环境步步提升，从

封闭的海防小城到以开放的胸怀

拥抱世界。

制造业是厦门市利用外资的

重点。日本电气硝子、丰田通商、美

国戴尔、香港太古飞机维修等一批

重大外资项目注入，厦门已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钨制品生产出口基地、

中国主要电脑出口基地、液晶面板

出口基地、中国最大的一站式航空

维修基地。

2019 年，厦门港集装箱吞吐量

完成 1112.22 万标箱，成为全球第

十四大港。

2020年 1至 7月，厦门市外贸

进出口 3700.8 亿元人民币，占据福

建省一半。“丝路海运”“中欧班列”双

翼齐飞，跑出厦门发展“加速度”。

2018 年以来，以“丝路海运”命

名的航线合作平台在福建厦门启

动运营，助力厦门打造“海丝”枢纽

城市。如今已连接厦门港与日本、

韩国、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

坡、印尼和菲律宾的主要港口。

与“丝路海运”相呼应的是不断

跑出“加速度”的国际班列业务。台

湾、香港地区以及泰国、越南、日本、

印尼、印度等周边国家货物通过“海

运+铁路”运输方式，借道厦门完成

过境运输，使得原本需要三四十天

的运输时间压缩在 20天内。

40年后，沿着“一带一路”“走出

去”成为厦门企业投资新常态。象屿

集团在印尼东南苏拉威西省投建的

不锈钢冶炼一体化项目已有部分产

区投产，这是厦门创办经济特区以

来，对外投资项目规模之最。

有山有海有都市感的厦门，是

资本角逐的天堂，也是对年轻人十

分友善的创业热土。当年的经济特

区发祥地湖里区，如今聚集了文

创、影视、电竞等新兴产业集群。截

至 2020 年 7 月，“特区·1980”7 个

已投入运营园区实现营收约 14.8

亿元人民币。

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一家亲。

在这里，大陆首个地方“惠台 60

条”出台，《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

协议》率先落实，两岸交流合作综

合配套改革深入实施，两岸区域性

金融服务中心、对台贸易中心、国

际航运中心加快建设。

厦门不断完善吸引台湾青年就

业创业政策机制和服务台胞台商制

度体系，创新设立台胞服务中心、台

胞驿站、台商之家、两岸青年创业基

地等涉台服务机构，在大陆率先形

成涉台司法服务“一条龙”机制。

目前厦门已有 30 个两岸青年

创业基地，累计入驻台湾团队 500

多个，其中，厦门两岸青年创业创

新创客基地等 7 个基地获批国台

办“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

（示范点）”。

与此同时，两岸首家合资证券

公司“金圆统一证券”、首家合资消

费金融公司“金美信金融”、首家台

资保险机构“富邦财险”等纷纷在

此落户；厦门率先开展的对台跨境

人民币贷款业务，占了大陆业务总

量八成五之多。

在中国对外开放不断向纵深

发展、特区优势趋于弱化之际，自

2015 年起，厦门在全国率先启动国

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营商环境水

平从 2014 年相当于全球经济体第

61 位提升到 2019 年的 25 位。

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挂

牌 5 年来，累计推出 416 项创新举

措，其中全国首创 82 项，27 项厦门

经验在全国推广，占全国 1/4；在服

务贸易方面，今年 8 月，厦门获批

全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城市。

对于解决民生问题的探索，厦

门也一直在路上。纵观特区 40 年

发展轨迹，不难发现，厦门一向都

是中国各领域先行先试的“试验

田”。这座美丽海滨之城，正凝聚侨

心侨力，同时发挥海峡两岸一家亲

的优势，持续不懈进行探索实践，

闯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成功之

路。

（综合自中国新闻社报道、福建

政协文章、王起鹍文章）

华侨签下厦门经济特区第一份

外商投资合同

侨领爱乡情

四十不惑，特区正当年

1981年颜西岳主席参加厦门－香港通航代表团赴港，与香港体

育会会长林诚志（右）在船上

1980年陈金烈回到厦门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