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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尘车间里

造电网“心脏”
挑高 15 米的无尘车间内，行车

伸出强有力的“手臂”将零部件吊装

至适宜高度，数名工人随即快速组

装。这是位于火炬高新区的许继(厦

门)智能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人

机配合的高度默契，助力产线跑出

“加速度”。

厦门许继主要生产高压开关设

备———这被誉为电网的“心脏”，为

千家万户的光明保驾护航。今年以

来，公司上下鼓足干劲，抢抓订单开

拓市场。

“今年一季度，公司订单量实现

两位数增长。”厦门许继董事长、总

经理刘世立说，不仅订单量增长明

显，公司利润也实现较大增幅。刘世

立对公司今年实现全年目标充满信

心，“按计划，今年将力争实现订货

8.5 亿元。”今年一季度，厦门许继保

持强劲的发展势头，订货同比增长

12%；营业收入增加 47.87%；利润同

比增长 536%。

厦门节约能源专项

资金开始申报
据厦门市工信局获悉，2022 年

度市级节约能源专项资金开始申

报，符合条件的项目可通过“i 厦门

服务平台”进行网上申报，或者向市

节能办提交申报资料。

专项扶持范围和扶持标准为，

支持锅炉节能改造、电机系统能效

提升、余热余压利用、绿色照明、能

量系统优化、综合能效提升等节能

工程。支持工业、建筑、交通以及公

共服务等领域实施节能改造的项

目，鼓励节能服务机构参与节能改

造工程。对实现年节能量 100 吨标

准煤(含)以上的项目，给予 500 元 /

吨标准煤的一次性补助。单个项目

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扶持资金不

超过项目投资额的 30%。新能源与

可再生能源项目，根据项目情况，可

以选择按上述节能量标准或按照不

超过投资额 10%的比例给予补助，

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申报项目应于 2019 年 1 月 1日

(含)以后开工，2021年 12月 31日(含)

以前竣工。开工日期以企业申报所提

交发票中最早开立的发票日期为准，

竣工日期以项目竣工验收通过的日

期为准。网上申报截止日期为5月 13

日，线下资料提交时间截至5月20日。

厦漳K1城际快线

恢复营运
4 月 20 日，据漳州开发区交通

运输部门消息，厦漳 K1 城际快线已

恢复营运。厦门大学漳州校区南区站

始发为 6:00，最晚班次为 21:45；海沧

车场站始发为 7:00，最晚班次 22:30。

目前为点对点发车，中途不停靠。

根据厦漳两地防疫要求，请乘

客在起讫点(厦大漳州校区南区站、

海沧车场站)提前等候，乘车前主动

出示身份证、八闽健康码 (绿码通

行)、行程码(带有 * 号人员暂不得乘

坐)、密接码，并全程佩戴口罩，配合

做好体温检测等防疫要求，查验合

格后方可乘坐。

□吴晓菁蔡绵绵

4 月 21 日，厦门自贸片区

迎来挂牌七周年的日子。以

“改革创新示范先行”为主题

的厦门自贸片区建设七周年

系列活动在厦门国际航运中

心拉开序幕。

今年以来，厦门自贸委深

入落实“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

展超越”，聚焦“提高效率、提

升效能、提增效益”，一季度交

出了亮眼答卷。厦门自贸片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厦门自

贸片区建设七周年系列活动

旨在深入宣传片区的创新举

措，全面展示厦门自贸片区

“先行先试、敢闯敢试”的进取

精神，梳理总结在招商引资、

外贸进出口、实际利用外资到

资、重点建设项目固投等方面

结下的累累硕果，以全新形象

再出发，立足新起点再立新

功，以一系列工作实效展示厦

门自贸片区“改革创新示范先

行”的强劲姿态。

七年前的 4月 21 日，厦门

自贸片区正式挂牌。这是释放

政策红利的重大调整，跃动的

开放创新因子催发了前所未

有的变革。一系列大胆试、大

胆闯、自主改的创新举措逐步

落实，一个个重点平台成为培

育新兴产业的优质“土壤”，一

项项改革任务通过制度创新

打通堵点、释放活力。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

强。对标对表新加坡等国际一

流，学习借鉴上海、深圳等国

内先进，厦门自贸片区全力推

进改革创新试验。截至 2022

年 4 月，厦门自贸片区累计推

出 508 项创新举措，其中有

111 项全国首创。“一照一码”

等 30 个改革试点经验被国务

院发文向全国复制推广；国际

贸易“单一窗口”等 5 个典型

案例成为全国自贸试验区“最

佳实践案例”；口岸降费提效

促便利集成化改革、打造重点

平台推进产业集聚、厦门航空

电子货运平台建设等经验做

法先后向全国推介……“厦门

经验”持续领跑，“试验田”成

为“高产田”，改革红利加速释

放，“苗圃”效应不断凸显。

向开放要活力，以改革促

发展。聚焦并解决改革的难点

痛点，厦门自贸片区不遗余

力，把散布式创新举措转化为

能够解决深层次问题的集成

化政策措施，集聚运用到重点

平台建设之中，航空维修、融

资租赁、跨境电商、进口酒等

14 个高质量发展重点平台拔

节生长。如今的厦门，已经成

为全国最大二手飞机融资租

赁集聚区、全国最大毛燕进口

口岸、全国第二大进口酒口

岸、全国重要航空维修基地

……

投资贸易便利化是吸引

企业前来落户的最重要的砝

码。厦门自贸片区全面实施与

国际接轨的“外资准入前国民

待遇 +负面清单 +备案”管理

新体制，降低和取消准入条

件、控股比例等外商投资限

制，进一步提高开放度和透明

度。七年来，厦门自贸片区累

计新增企业约 4.7 万家 (含外

资 2149 家)、注册资本 7021.8

亿元，企业数为挂牌前的 6

倍。根据第三方评估，厦门营

商环境排名从挂牌时的第 61

位提升到 2020 年的第 15 位，

较挂牌前上升 46 位，成为全

国营商环境标杆城市。

更大力度转变政府职能，

更广领域激发市场活力，更大

范围释放改革红利。实实在在

的数据是最好的佐证。从 2015

年至 2021 年，厦门自贸片区

GDP从 385.28亿元增至 880.41

亿元，增长到约 2.3 倍；特殊监

管区进出口额从 489.8 亿元增

至 1479.69 亿元，增长到约 3

倍；财政收入从 60.21 亿元增

至 131.28 亿元，增长到约 2.2

倍。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

始流。厦门自贸片区，这片优

势独特的改革开放“试验田”，

正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奏响改

革开放新的强音。鹭江之滨，

一幅厦门与世界深度交融、开

放共赢的生动图景正在加快

绘就。

“双平台”有机融合

夯实“自贸大脑”
即将上线的“厦门自贸片

区数字空间平台”与“厦门自

贸片区企业综合信息基础平

台”将实现有机融合，进一步

夯实“自贸大脑”底座，拓展更

多数字应用场景。

据了解，厦门自贸片区数

字空间平台，通过共享时空数

据和可视化支撑能力，将自贸

片区内的建筑、道路、绿化、市

政设施等以实景三维模型的

方式呈现，未来将在智慧招

商、智慧工地、智慧市政、智慧

交通等方面开发应用场景。而

厦门自贸片区企业综合信息

基础平台，则聚焦企业服务、

产业发展、区域治理的数字

化，汇聚片区 5 万多家市场主

体法人、电子证照、信用、税务

等各类信息，未来将拓展更多

数字应用场景。

释放“多区叠加”政策红利

招商引资快马加鞭
厦门自贸片区建设七周

年招商引资重点项目签约仪

式同样令人关注。近段时间以

来，厦门自贸片区加快打造数

字自贸区，综合保税区和海丝

中央法务区自贸先行区，充分

释放“多区叠加”的政策红利，

营商环境日益优化，招商引资

快马加鞭。

据介绍，届时将有一批涉

及国际贸易、集成电路、新能

源、平台经济、电商直播、供应

链等领域的世界 500 强、央

企、跨国企业等现场签约，与

自贸片区共同回顾不平凡建

设历程的同时，携手开启发展

新篇章。 （《厦门日报》）

□崔璞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在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

中指出，俄乌战争的爆发让全

球经济前景严重受挫，尤其是

在新冠疫情危机仍在蔓延之

际。

即便在战争爆发前，为应对

疫情期间供需失衡和政策刺激

引发的通胀飙升，许多国家纷

纷收紧货币政策。而中国最新

的疫情或导致全球供应链出现

新的瓶颈。

在这一背景下，除了人道主

义冲击外，战争还将放缓经济

增长，加剧通货膨胀，导致整体

经济风险急剧上升，以及政策

权衡变得更具挑战性。

在其最新展望中，IMF 预

计，今明两年全球经济都将增

长 3.6%，相比该机构 1 月时的

预期分别下调了 0.8 和 0.2 个百

分点。这反映出俄乌战争以及

随后西方国家对俄制裁所造成

的直接影响，预计俄乌两国经

济都将遭遇严重萎缩。

IMF指出，俄乌战争的影响

就像地震波一样，将通过商品

市场、贸易和金融联系传播得

更远更广。俄罗斯是石油、天然

气和金属的主要供应国，此外

俄乌两国都是小麦、玉米等农

作物大宗商品的主要供应国。

这些商品的供应减少将导

致其价格急剧上涨。欧洲、高加

索地区、中亚、中东、北非和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大宗商品

进口商受到的影响将最大。但

食品和燃料价格的飙升将伤害

到全球低收入家庭，其中包括

美洲和亚洲其它地区。

在导致经济放缓的同时，俄

乌战争还将抬高通胀风险。对

许多国家而言，通胀已变成一

个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即便在

战争爆发前，通胀就开始因大

宗商品价格飙升以及供需失衡

而大幅攀升，美联储等多国中

央银行已经着手收紧货币政

策。战争相关的中断放大了这

一压力。

IMF 指出，相比此前的预

计，通胀还将在高位持续更长

时间。该机构预计，发达经济体

今年的通胀水平将在 5.7%，新

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

将在 8.7%，比 1 月时的预期分

别高出 1.8 和 2.8 个百分点。

高通胀促使决策者采取更

积极的紧缩措施，而食品和燃

料价格的上涨则可能明显加大

贫困国家的社会动荡前景。

财政方面，许多国家的政策

空间已经因疫情而收窄，IMF

预计各国撤消特别财政措施的

进程将继续。此外，大宗商品价

格的飙升，以及全球利率上涨，

将进一步挤压财政空间，尤其

是对依赖石油和食品进口的新

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而

言。

IMF指出，在这种困难环境

下，国家层面的政策和多边努

力将发挥重要作用。中央银行

将需要果断地调整政策，以确

保中长期通胀预期保持稳定。

一些经济体将需要加大努力，

维护财政平衡。但最紧迫的任

务是结束战争。（《界面财经》）

环球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