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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1 月

厦门海关签发

1.6 万份 RCEP 证书
今年 1 月至 11 月，厦门海关共签发

RCEP 证书 16113 份，货值近 66 亿元，出

口企业凭证可在目的国享受关税减免约

6600 万元。

“今年以来，我们公司每周都会向海关

申请优惠原产地证书。以出口日本的货物

为例，凭着海关签发的 RCEP 原产地证

书，商品在日本的关税由 3.3%降到 2.7%，

一年可减让超 500 万元的关税。”厦门厦钨

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外贸部经理小

苏说，对于出口企业而言，相关产品可享

受关税减让等优惠待遇，关税负担大幅减

轻。

厦门海关积极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

提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水平，降低

制度性交易成本。在原产地业务领域，通

过“自助打印、邮寄签证、预约取证、一企一

策、智能审核”五位一体便捷惠企措施，打

造一流口岸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巩固出口

市场份额，壮大外贸发展新动能。

（陈璐 来源：厦门日报）

厦启动本外币合一
银行结算账户试点
以前开立不同币种账户，需要分别提

供材料，如果发生信息变更，还需逐户修

改。现在只需开立一个账户就可以完成多

币种资金管理，给企业经营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便利。12 月 12 日起，厦门市正式启动

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试点。

据了解，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

系试点统一本外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变

更、年检、撤销等业务规则，加强对账户的

全生命周期管理，强化账户监管和监测，

适当实现“资金管理”与“账户管理”分离，

有效提升本外币银行结算账户业务便利

性。可以说，通过开立本外币合一银行结

算账户对多币种资金进行集中统一管理，

增强了人民币账户和外币账户的协同管

理，极大便利市场主体自主使用和管理多

币种资金。特别是对于生产经营中涉及本

外币结算的企业来说，本次试点工作的落

地，节约了企业财务管理成本，提高了企

业跨境贸易结算效率，将有助于提升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水平。

目前工商银行厦门市分行、建设银行

厦门市分行、招商银行厦门分行、兴业银

行厦门分行和厦门银行 5 家银行 45 个营

业网点参加试点。

（吕洋 来源：厦门日报）

厦门保障涉疫药品

供应和价格稳定
12 月 13 日，在厦门市市场监管局指

导下，厦门市药学会、医疗器械协会、价格

协会、商业联合会等相关行业协会联合发

起倡议，号召全市各医药用品经营者及相

关单位共同向社会做出涉疫医疗药品用

品“保质量、保供应、稳价格”承诺。

倡议书发出当日，厦门已有 4家新型

冠状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生产企业、4 家

口罩生产企业、31 家药品零售连锁总部，

近 700 家单体零售药店签署承诺书，共辐

射门店近 1600 家。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部分药店售卖

“防疫大礼包”等问题，市场监管部门近期

加强规范指导，加大价格监督检查力度。

（陈泥 来源：厦门日报）

品牌潮·动

深耕运动时尚“厦门造”

百花齐放
“运动时尚”是厦门国际时

尚周的关键词。今年，共有80

个潮流品牌汇聚时尚周“MIX

PARK潮流运动时尚展”。展出

的商品除了传统的服饰鞋

帽，还涵盖可穿戴设备、健身

器材、户外运动装备等。

琳琅满目的展品实际上

也折射出消费需求的变

化———在全民健身和消费升

级的大背景下，运动时尚消

费呈现专业化的特点。

专业化之外，个性化依

然是消费者关注的焦点。在

本届时尚周运动品牌的秀

场，“国潮”元素是当仁不让

的主角。如特步旗下新厂牌

XTEP-XDNA 与“少林”IP

合作，传递文化自信。与此同

时，本届时尚周“小众运动”

的“浓度”也更高。主办方不

仅连续第二年举办板式网球

比赛，还配套举办腰旗橄榄

球趣味赛、浆板体验等。

无论是专业化，还是个性

化，都指向一个趋势，运动时

尚行业愈加细分，品牌竞相涌

现。而随着新赛道的开辟，“厦

门造”运动时尚企业频频发

力，研发和市场并重，呈现“百

花齐放”的良好态势。

例如，亮相本届时尚周

的厦门品牌“秋野地”持续

推进户外运动装备产品的

更新迭代，已跻身业内头部

梯队；在厦门设有生产基地

的“金史密斯”是小米生态

链企业，公司打造的“轻健

身走步机”等产品颇受消费

者欢迎；厦企准者体育凭借

多项运动科技专利和新潮

时尚的设计，成为备受关注

的新锐体育运动品牌；厦企

数智引力创新利用 AI 等新

一代技术，打造智能健身镜

品牌“IMBODY”，使镜子变

身“家庭健身管家”……根据

今年认定的新一届“福建省

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国际知名

品牌”名单，厦门市上榜的

14 个品牌中，有三个品牌与

运动时尚有关，分别来自奥

佳华、康乐佳和秋野地。

“百花齐放”的背后，是

厦门厚植产业沃土，拥有良

好的产业基础。依托港口和

制造的叠加优势，厦门已成

为亚洲最大的运动健身器材

和按摩器具生产出口基地，

以及中国运动鞋服、帆船、运

动眼镜和户外用品的主要生

产出口基地。安踏、特步、匹

克、361°等一批在国际上叫

得响的运动品牌在厦门设立

总部，奥佳华、钢宇等为代表

的厦门健身器械制造企业大

力拓展海外市场，提升品牌

影响力。近年来，安踏、特步

等还通过海外收购，发力高

端市场和国际市场。

人才潮·涌

优势独特扶持给力

厦门原创设计师不断涌现
作为时尚表达的先锋，

设计师是时尚产业人才链的

核心。厦门国际时尚周发挥

资源优势，为原创设计师搭

台、赋能。

亮相本届时尚周的“入

时”是一个配饰品牌。它背后

是面向原创时尚配饰设计师

的综合性服务平台，脱胎于

由建发星光携手中国服装设

计师协会联合发起、主办的

中国国际配饰设计大赛。

“通过举办大赛，我们发

掘了一批优秀设计师，同时

也发现独立设计师普遍存在

渠道对接难的痛点。”据相关

负责人张盛涵介绍，平台意

在通过全链条服务，帮助原

创设计师对接供应链和销售

渠道，“让设计更有价值，助

力设计师商业化成长。”目

前，“入时”已与 33 位设计师

签约，拥有 2 家线下时尚配

饰体验空间，1 家合作渠道

店。

厦门本土优秀设计师、

厦门理工学院副教授陈宇则

将时尚周喻为一个设计教育

的“实践场”，“这不仅是对设

计人才的培养，也是对时尚

产业的传承。”陈宇说。

在陈宇看来，以厦门国

际时尚周为代表，厦门为设

计师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土

壤。一方面，厦门通过政策、

资金、载体支持，孵化培育本

土设计师及原创品牌，另一

方面，厦门的时尚产业及设

计教育资源已具有一定基

础。

事实上，厦门在 2015 年

就印发了《厦门市加快服装

设计行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在人才培养引进、打造独立

品牌、调动社会力量等方面

进行奖励扶持。2020 年，厦

门市又对政策进行修订，加

大扶持范围，提高扶持力度，

并继续实施五年。新政重点

扶持本土服装设计师、原创

设计师服装品牌，引进高层

次设计人才等。

作为政策的受益者，陈

宇感触颇深，“近年来，有越

来越多的厦门设计师跻身头

部，尤其是独立设计师在业

界颇具影响力。这些设计师

代表着厦门时尚产业的未

来，也是厦门服装产业向时

尚产业转型的重要支撑。希

望厦门能持续通过政策激励

引导，推动更多时尚设计人

才项目开花结果。”陈宇说。

产业潮·智

本土企业拼科技

从制造转向“智造”
本届时尚周，时尚与科

技融合的特点进一步凸显。

而在生产制造、物流等消费

者“看不到”的环节，厦门时

尚企业也开始“拼科技”，利

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进行转

型。

“今年‘双十一’，我们圆

满完成所有订单，打好这场

物流大战的法宝就是智能数

字供应链。”欣贺股份商品

总监潘婷婷介绍，公司新建

了智能化仓储物流中心，并

大量应用机器人作业。同时，

公司自主创新设计的双层 U

型输送线工作站，集“料箱出

库、订单分拣、料箱入库”多

种功能于一体，极大提升了

工作效率。

潘婷婷说，面对快速变

化的市场需求，服装企业需

要快速反应，通过快速生产、

快速设计来推出更多款式。

但消费端“个性化”和“碎片

化”的需求也为供应链管理

带来了更大压力，智能化的

解决方案恰是破解上述痛点

的关键。

厦门 本 土女 装品 牌

MSLAN 也迈出了数字化转

型的步伐。公司总经理陈江

福说，尽管对中小企业来说，

数字化转型成本高、投入大，

但新形势下，数字化是必由

之路。他表示，服装企业要善

于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

术，通过柔性供应链，串联起

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

环节，推动企业向价值链的

高端延伸。

从制造转向“智造”是科

技赋能时尚产业的一个缩影。

业界普遍认为，科技已成为时

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

动力，要充分利用厦门在数字

经济领域的优势，开拓更多

“时尚+科技”新场景。

值得一提的是，在厦门，

已有不少科技企业发挥自身

技术优势，为时尚行业输出

数字化解决方案。例如，

RFID（射频识别）技术领军

企业信达物联的产品广泛应

用于鞋服供应链及零售端管

理，通过在鞋服内植入RFID

电子标签，相当于使鞋服有

了“身份证”，可帮助企业高

效处理分拣、出入库、盘点、

结算等问题。美图公司基于

在影像领域长期的技术积

累，已为众多知名品牌提供

AR 虚拟试妆服务及新零售

解决方案，消费者只需面对

摄像头，便能看到自己上妆

后的样子，优化了线上购物

体验。

（林露虹 蔡绵绵 来源：

厦门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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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厦门产业发展密码

2022 厦门国际时尚周于近期落下

帷幕。本届时尚周以“融合·未来”为主

题，共联动近百家潮流运动品牌，举办

超 15 场线下系列活动，线上多平台实

时直播。

时尚瞬息万变，每年的时尚周也推

陈出新。今年，时尚周更是首度将时尚

展搬到户外，并联合多个时尚地标举办

系列创意活动。

变的是形式、内容，不变的是目标、

初心。对于市民来说，时尚周展现了新潮

的生活方式，也在潜移默化中营造了时

尚氛围，增添城市人文底蕴；对于产业端

来说，它服务厦门设计、厦门品牌，搭建起

连接消费者、商业资源和资本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