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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福 建

投资便利 老台企迎来新机遇

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郑德汐
在闽工作生活至今已经26年，作为较早赴大
陆投资的台商，郑德汐近两年又迎来新的投
资机遇。

“台湾是国际货物空运转海运的重要枢
纽，闽台间的地缘优势可大大降低台湾中转
国际货物的时间成本和费用。”郑德汐举例
说，国际货物从台湾桃园机场转运到福建自
贸区，要比此前其他路线的转运费用少两三
成，时间更是控制在24小时之内。

郑德汐表示，过去受制于各种因素，台
湾转运大陆的国际货物往往绕开福建走。在
福建自贸区成立之后，通关便利化等相关政

策措施的施行，使得闽台地缘优势开始显
现。食品贸易原是郑德汐的主营业务，如今
借助自贸区优势，郑德汐在福州自贸片区投
资发展物流业，去年公司物流业务增长逾三
成。

深化两岸经济合作是福建自贸区最大特
色和主要使命，特别是在投资贸易便利化方
面，形成对台资企业独特的吸引力。

据福建省商务厅有关负责人介绍，福建
自贸区先后推出 30 多项对台贸易便利化措
施，其中简化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
FA） 原产地证书提交手续等创新举措，被海
关总署复制推广到其他自贸区；福建自贸区
还率先采信台湾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认证结
果，对台湾食品实施快速验放模式，对台湾
水果“先验放后报关、先上架后抽检”，对台

湾水产品免于提供台湾官方检测证书。商务
部研究院认为，这是目前最便利的台湾产品
通关模式。

准入开放 新台企抢占新市场

台湾长隆是首家进驻福建自贸区从事人
力资源及职业教育的企业，从去年 9 月落户
以来，已为各类企业推荐60位就业人才 （其
中台湾人才 40 余人），为福建省内相关院校
的37位教师提供了专业职业技能教育培训。

“台湾在职业教育方面有一定优势，而大
陆对职业技能人才需求十分旺盛。”长隆人力
资源有限公司总监徐豪成说，公司很早就关
注大陆职业教育培训市场，自贸区相关政策
放开后，他们马上就来申请注册。“未来我们
希望能够建立以福建自贸区为核心，辐射整
个大陆的职业技能培训网。”徐豪成说。

自去年 4 月福建自贸区设立以来，对台
开放领域不断拓宽，吸引众多新台企抢占先
机。目前，自贸区开放已拓展到医疗、教
育、建筑、设计、旅游、人力资源、电子商
务等领域，截至今年 8 月底，新增台资企业
1182家，合同台资金额31.51亿美元。

拥有台资背景的驴妈妈 （福州） 国际旅
行社，自今年 3 月运营以来，已接待闽籍游
客赴台旅游4000余人。董事长简新锋说，在
自贸区注册即可享受先行先试政策，抢先进
入台湾旅游市场。

福建自贸区还大力发展对台离岸金融业
务，厦门片区以跨海峡人民币清算为突破
口，设计了“两岸货币合作平台”发展路线
图；福建自贸区还在全国首创设立了两岸征
信查询系统。

往来便捷 打造台胞第二家园

作为对台窗口，福建自贸区深层次对台
合作还需要更加便捷的往来新通道。为此，
自贸区围绕两岸人员往来便利化推出一系列
创新举措。

福建自贸区率先实施台湾居民入境免签
注和试点签发电子台胞证政策；台车入闽启
动实施并进入常态化，台湾入闽机动车只需
1 个工作日，即可办好机动车临时号牌、行
驶证和临时驾驶许可……

平潭 101 商城是福建自贸区首批落地的
台企之一，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金继先表示，
入境免签注、台车入闽、台胞贷款购房……
一年多来，台胞在自贸区生活的便利化真是
不可同日而语。

“台车通过平潭澳前码头直接办理入关手
续，前后总共可停留6个月，省内畅行无阻，

这对台商来说，确实是很大的便利。”金继先表
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大陆，自贸区已成为第
二个家。今年，他还加入平潭两岸职工交流中
心做志愿者，为台胞做好服务对接工作。

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平潭两岸职工
交流中心已接待前来考察的台胞300余人次。

为吸引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创业就业，
福建自贸区还分别在福州、厦门和平潭 3 个
片区搭建两岸青创基地等就业创业平台。福
州片区台湾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投入运营仅 3
个月已爆满，引进台资企业88家。在青创基
地，台湾青年创业者可以个体工商户或公司
形式进驻，并将获得开办补助、住房补贴、
租金补贴、贷款担保补贴等支持。

“这里的自贸区建设得相当漂亮，等三甲
医院和国际化学校再配套完善，这里就更加
国际化，更有吸引力啦。”台商丁原杰对福建
自贸区的未来充满期待。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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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自贸区对台合作优势明显福建自贸区对台合作优势明显
康淼 邰晓安 刘姝君

围绕深化两岸经济合作战略定位，福建自贸区

发挥对台优势，不断创新两岸合作机制，在推动两

岸货物、服务、资金、人员等各类要素自由流动方

面先行先试，对台合作新窗口作用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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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打造国际化
创新型品质城市
晋江打造国际化晋江打造国际化
创新型品质城市创新型品质城市

2016 年以来，
传统制造业基地福
建 省 晋 江 市 抓 住

“海丝”核心区建设
发展机遇，以创新
转型、跨越发展为
主线，通过形式多
样的创新创业大赛
和一揽子吸引人才
的优惠政策，不断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
创 业 的 活 力 和 激
情 ， 推 进 大 众 创

业、万众创新，全力打造国际化创
新型品质城市。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①近日，在晋江
创客大街，几名学生
在准备首届海峡杯

（晋江） 创新创业大
赛材料。

②选手在创新创
业大赛上就项目进行
路演。

③两名学生在晋
江市海西创客学院探
讨项目。

出身普通农村家庭，没有魔术基础；大学的专
业是国际航运管理，和魔术没有半点关系……24岁
的福建惠安小伙李志福，在短短5年时间内，跻身国
内一流魔术师行列，并在魔术道路上接连斩获大奖。

走出今天的魔术之路，李志福靠的是一点天赋
和无数次的刻苦练习。

李志福的家在惠安县净峰镇墩南村后康自然村，
父母都是普通农民。父亲李新仁说，志福在家排行老
幺，念小学和中学时，就经常参加学校文娱表演。不
过，在上大学之前，他没有系统地接触过魔术。李志福
说，出于兴趣，高中时，他开始接触一些简单的魔术。

2011 年，他进入福州一所大学的国际航运管理
专业学习，大一时加入了学校的魔术协会。一次上台
表演，台下掌声不断，这给了他极大的信心。随后，他
利用课余时间苦练魔术，上台表演魔术的次数越来越
多，技巧也越来越成熟。大学期间，他受邀参加在福州
举行的魔术邀请赛、安溪魔术节等，均获得不俗的成
绩。很快，他在福建省魔术圈就小有名气。

没有魔术基础的李志福，在加入大学魔术协会
期间，幸运地得到前辈的指导，因此进步显著。不
过，幸运的背后，还有他艰辛的付出。那时，他无
数次把自己关在租住的小黑屋里训练，一个简单的
表演，有时就得练上数百上千次。

李志福说，自己喜欢钻研，一个简单的魔术，
他都会考虑加上特别的元素。为此，他除了学习一些
大师的表演外，更多的是进行创新。2015年，李志福将
原创魔术《福鸽传奇》带到国际魔术大赛上，与国际大
师同场竞技，最终，杀出重围，获得金奖。

不久前，在广州举行的国际魔术师协会中国魔术
大会上，李志福凭借创新作品《福鸽传奇》，斩获铜奖。
虽然变鸽子是传统节目，但李志福的创新赋予了它新
的活力，让观众眼前一亮，也俘获了评委的心。

近年来，李志福获得多项含金量较高的魔术大奖，但对于未来，李
志福有自己的梦想。“有机会想挑战世界魔术大赛，它是世界魔术界的

‘奥运会’。我相信每个魔术师都会憧憬有一天可以去走一遭。”李志福
说，他想与国际魔术大咖多接触、多学习，不断提升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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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福州电（钟欣） 福建交易场所清算
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福建清算中
心”） 近日在福州开业。

据了解，福建清算中心是经福建省政府批
准设立的、为福建省各类交易场所提供登记清
算服务的专业金融服务机构，经营范围包括为
交易场所提供交易品种、投资者信息、交易合

约、票据、仓单等各类信息登记
服务；为交易场所提供清算结
算、资金管理及相关综合服务；
以及上述相关业务的咨询、培
训、信息技术等综合服务。

截至目前，福建清算中心已与福建海峡
文化产权交易所、海丝商品交易中心、海峡联
合商品交易中心等十余家交易场所完成业务
合作协议签约，启动了相关交易场所交易系
统与集中清算系统的对接改造开发工作，与
建行、工行、民生、华夏、浦发等多家商业银行
签署系统及业务对接合作协议。

本报福州电 （吴军） 继“两马”（马尾
—马祖） 航线之后，福州近日开通了第二条
海峡两岸红十字人道绿色救助通道——黄岐
—马祖航线。

开通当天，福州连江县黄岐镇中心卫生
院被冠名为“福州市连江红十字医院”。福
州市红十字会表示，以连江红十字医院为依

托，开通福州第二条海峡两岸红
十字人道绿色救助通道，以期为
更多急危险重的两岸伤病患者提

供更为便捷的应急救助服务。冠名红十字医
院后，黄岐卫生院将重点加强应急救护能力
建设，承担更多的人道救援义务，在救灾、
救护、救助和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和
遗体器官捐献，尤其在海峡两岸人道救援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资料显示，近两年来，该院
已经救护两岸急危险重伤病人员近百人次。

服务当地实体经济发展

“福建清算中心”对外营业
服务当地实体经济发展

“福建清算中心”对外营业
本报福州电（林侃） 日前，福建省经信委制定并印发

《福建省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十三五”期间，
该省将以实施制造业绿色化改造、推进资源循环利用绿色
发展、加快绿色制造技术产业化、开展绿色制造示范试
点、提升绿色服务水平等为重点任务，力争到2020年，绿
色制造水平明显提升，绿色制造体系初步建立。

方案提出，到 2020年，福建省制造业物耗、能耗、污
染物和碳排放强度要有显著下降，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排
放强度比 2015年下降 2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85%以上；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30%，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到65立方米/万
元，石化、钢铁、水泥、火电等重点行业，能效达到国内
先进水平；节能环保产业快速增长，到2020年，节能环保
产业力争实现增加
值 700 亿元，“十
三五”期间年均增
长 15%；绿色制造
能力稳步提高，一
大批绿色制造关键
共性技术实现产业
化应用，形成一批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骨干企业。

福建明确绿色制造发展目标

榕开通第二条两岸救助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