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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我省着眼广大台胞需求，立足增进台胞福祉，发布首批15条政策措施

N新福建 新华社

27日，福建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福建省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一
场）。据介绍，中央《意见》出台后，福建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把握重大机遇，强化使命担当，谋深谋实各项工作，
努力打造两岸社会融合、经济融合、情感融合的示范样
板，着力构建福建全域融合发展新格局，全心全意为台湾
同胞行便利、增实惠、添福祉，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提供
先行示范。

近期，我省有关部门按照中央文件提出的要求，着眼
广大台胞需求，立足增进台胞福祉，研究制定了首批政策
措施，共有四个方面15条。

13.在海丝中央法务区厦门片区
设立大陆首个涉台海事纠纷解决中
心。重点针对船员权益、海商合同履
行、水上交通事故等方面纠纷，为台胞
台企提供海事法律咨询、公益法律宣
讲、解纷调处等“一站式”法律服务。

14. 提供台湾地区法律查明服
务。在“福建法院涉台司法服务网”专
门设置“台湾地区法律查明”模块，为台
胞台企提供查明服务。台胞台企可直
接向受诉法院提交查明申请，解决涉台
审判实务中台湾地区法律查明难题。

15.拓展台湾同胞参与福建法治
建设渠道。为台湾地区法科学生到福
建检察机关实习实训提供岗位，2024
年计划安排 50 人次。为台湾地区法
学界人士到福建两岸检察交流中心、
平潭涉台特色检察教育培训基地等
交流培训提供渠道，2024年计划安排
50人次。

8.福建省各地市为来闽就业创业的台湾青年提供一定期限的过渡免
费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目前，福州、厦门、平潭综合实验区等重点区域已
推出约2000套住房（含免租房、公共租赁房等），其他地市也将提供相应类
型住房。

9.扩大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技能资格范围。新增一批职业技能资
格采认项目，将电切削工、农产品食品检验员、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等 16
个台湾地区职业技能资格纳入直接采认范围，采认项目从现有 34个扩大
到50个。

10.将在闽台湾教师纳入福建省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引导台
湾教师同步提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在职称晋升、培训、评先评优等
方面倾斜。放宽台湾教师参评条件，在台企业工作经历时长不作硬性要
求，在台取得的相关职业教育或技术技能证书可作为认定依据。

11.深化闽台乡建乡创合作。每年安排奖补资金支持100个闽台乡建
乡创合作项目，推动更多台湾建筑师（含文创）团队参与福建乡村建设，取
得明显成效的合作项目第二年可再申请一次奖补。在此基础上，2024年起
每年安排省级财政奖补资金择优启动 3个样板县、13个样板集镇、13个样
板村创建，为台湾同胞参与福建乡村振兴提供支持。

12.平潭综合实验区开通台资企业注册业务“全程网办”。在平潭综合
实验区新设立的台资企业可参照内资企业注册“全程网办”做法，通过自主
申报、实名认证和电子签名等线上操作，最快3个小时内即可获批营业执照。

5.实行闽台融合发展重大项目“一清单、三优先”管
理。建立“一个清单”，即闽台融合发展重大项目清单，根
据实际情况，纳入各级重点项目或参照重点项目管理推
进。实施“三个优先”，即“审批优先、要素优先、资金优
先”，加大闽台融合发展重大项目保障力度，全力推进项
目实施。

6.推出“台农贷”线上办理升级版。面向在闽创业台
湾农民，由厦门银行开展“台农贷”线上办理。最快 15分
钟可审批通过。

7.金门、马祖地区的企业以及在福建登记注册的台
资企业可申报“福建老字号”。相关企业在台湾地区经营
时间可纳入品牌字号创立年限的计算范围。相关企业获
评“福建老字号”后，将优先参与福建省组织的老字号嘉
年华、品牌文化节及相关主题展会和促消费活动，优先推
荐参评“中华老字号”。

1.优化台胞出入境证件办理。在台胞台企较为集中
的160个公安派出所新增台胞证件办理业务，台胞可就近
办理。在全省公安出入境管理窗口增设 60个“台胞台企
专窗”，即来即办。

2.为台胞办理台湾居民居住证提供便利。将台湾居
民居住证办理时限由法定 20个工作日优化至 5个工作
日。拓展台湾居民居住证线上注册、实名认证的应用，为
在闽申领居住证台胞提供便利。

3.便利台胞在闽交通出行。65周岁及以上台胞可免
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在福州长乐机场、厦门高崎
机场、6个对台客运码头及所在地 5个道路客运站、人流
量较大的10个高速公路服务区等交通场所设立台胞服务
窗口，为台胞提供交通引导、出行咨询等服务。

4. 推出“全省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线上管理平
台”。在“品尚征信”“福建金服云”微信公众号等多渠道
设置申报入口，通过“闽政通”授权实名认证，让数据“多
跑路”，让台胞台企“少跑腿”，进一步创新对台征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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