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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议程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５日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１、审议《厦门经济特区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

监管条例（草案）》（一审）；

２、审议《厦门市物业管理若干规定（草案）》

（四审）；

３、审议《厦门经济特区台湾同胞投资保障条

例（修订草案）》（三审）；

４、审议《厦门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若干规

定（草案）》（二审）；

５、审议《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厦门

市劳动安全卫生条例〉等四部经济特区法规的决

定（草案）》；

６、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２０１０年１－７月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７、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２０１０年１－７月份

预算执行情况及全年预算变更草案的报告；

８、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公交岛内外一

体化工作情况的报告；

９、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

检查《厦门市节约能源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１０、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

于检查《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实施

情况的报告；

１１、人事任免事项；

１２、书面报告：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对检

查《厦门市港口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

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十八号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厦门市劳动安全卫生条例〉等四部经济特区法规的决

定》已由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６日通过，现予公

布，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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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厦门市劳动安全卫生条例》

等四部经济特区法规的决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６日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主任会议提请审议的《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厦门市劳动安全卫生条

例〉等四部经济特区法规的决定（草案）》。《厦门

市劳动安全卫生条例》、《厦门市禁毒条例》、《厦

门市禁止赌博条例》及《厦门市宗教活动场所管

理规定》等四部经济特区法规施行之后，国家颁布

了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因此，决定废止《厦门市

劳动安全卫生条例》、《厦门市禁毒条例》、《厦门

市禁止赌博条例》及《厦门市宗教活动场所管理

规定》等四部经济特区法规。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关于《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厦门市劳动安全卫生条例〉等四部经济

特区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５日在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郑庆勋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受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

委托，现在我就《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厦门市劳动安全卫生条例〉等四部经

济特区法规的的决定（草案）》说明如下：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８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将厦门经

济特区范围自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起扩大到全市行

政区域。为明确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之前市人大及

其常委会制定的目前仍然有效的经济特区法规适

用范围问题，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组织市人大各

专委会、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对所有经济特区法

规进行了清理，并征求了市政府及其部门的意见。

法制委对各方面反馈的意见进行了汇总整理和研

究，并提出初步处理方案，其中《厦门市劳动安全

卫生条例》、《厦门市禁毒条例》、《厦门市禁止赌

博条例》、《厦门市宗教活动场所管理规定》等四

部经济特区法规，拟建议予以废止。具体理由是：

一、关于《厦门市劳动安全卫生条例》

《厦门市劳动安全卫生条例》于１９９６年１１月

２１日由厦门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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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通过，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９日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

四十二次会议修正。随着厦门经济社会的发展，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能已经作出重要调整，条例

中原由劳动部门承担的职能已经划归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卫生部门。此

外，近年来，为加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和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国家和福建省相继颁布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福建省安全生产条

例》等上位法律法规，对有关问题做出了更为详细

的规定。

二、关于《厦门市禁止赌博条例》、《厦门市禁

毒条例》

《厦门市禁止赌博条例》于１９９６年８月９日

由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厦门

市禁毒条例》于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９日由市十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但随着 １９９７年 ３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订，以及２００５年８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２００７年１２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２００５年５月《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毒

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法律、司

法解释相继出台，上位法对赌博、毒品违法犯罪行

为的认定、相关法律责任以及处罚程序等，都做出

了新的更为详细的规定，两部条例已不能适应禁

赌、禁毒工作的实际需要。

三、关于《厦门市宗教活动场所管理规定》

《厦门市宗教活动场所管理规定》于２０００年

１月１３日由厦门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通过。２００５年３月１日实施的国务院

《宗教事务条例》作出了更新更全面的规范，内容

已全面覆盖了《厦门市宗教活动场所管理规定》。

此外，在征求意见中，市政府也同意废止这四

部法规。

鉴于上述理由，建议废止《厦门市劳动安全卫

生条例》、《厦门市禁毒条例》、《厦门市禁止赌博

条例》、《厦门市宗教活动场所管理规定》等四部

经济特区法规。

议案及以上说明妥否，请审议。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厦门市２０１０年１－７月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５日在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

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康　涛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市人大常委会汇报

我市２０１０年１－７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２０１０年１－７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常

委会的监督下，全市各级各部门以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齐心协力、主动作为，抢抓中央和省委省政

府支持厦门经济特区加快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

深入实施“岛内外一体化、二三产共推进、内外需

齐拓展、惠民生促和谐”战略，特区扩区等重大政

策获得突破，岛外新城建设全面启动，重大产业项

目招商取得进展，“五帮”企业的工作力度持续加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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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批新的增长点、财税点、就业点加快生成，巩

固和扩大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各项成果，扭转

了去年同期经济低位运行、工业和投资大幅下滑

的低迷形势，主要经济指标实现了持续、高速增

长，经济社会呈现了又好又快发展的良好态势。１

－７月地区生产总值１０５０亿元，增长１６．７％。

各主要指标计划执行情况总体良好，其中，增

幅高于年度预期目标的指标有９项：即地区生产

总值、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含进口、出

口）、地方级财政收入、实际利用外资、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控制在预期目标

内的有１项，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从主要行业和领域１－７月运行情况看：

（一）工业生产高位运行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１９８２亿元，增长 ３７．

９％。企业大面积增产，１７３家重点企业有１３７家

实现增产，６８家累计增产超亿元。４２４家高新技

术企业增势良好，产值６３８．７亿元，增长５０．２％。

经济效益大幅提高，工业企业利润增长５８．９％，

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１９２．５。企业产销衔接良

好，产销率达 ９９．４％。要素需求持续增加，累计

工业用电增长２５．８％。

（二）服务业平稳增长

第三产业增加值４７２．９亿元，增长９．２％。从

主要行业看：

商贸业保持旺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９６

亿元，增长２３．７％。其中７月当月５３．３亿元，连

续７个月单月增幅超过２０％。限额以上企业零

售额２６４亿元，增长３１．４％。消费热点突出，汽车

类和家电类零售额分别增长４７．９％和４０．９％。

港口物流持续向好。港口货物吞吐量 ７１３９

万吨，增长１７．８％。集装箱吞吐量３２５万标箱，增

长２８．５％。旅客吞吐量 ７５３万人次，增长 ２０．

８％；货邮吞吐量１３．７万吨，增长２８．５％。

旅游会展业增速加快。接待国内外旅客

１６２０万人次，增长约１９％；旅游总收入２００亿元，

增长约１６％。举办各类展览 ８０场，展览面积增

长４９．９％。举办各类会议７１７场，会议总人数增

长１１．５％。

文化创意产业稳步发展。中国移动手机动漫

平台、中国电信动漫平台落户厦门。启动鼓浪屿

艺术岛、龙山文化创意产业园等产业园区的前期

策划。成功举办第三届海峡两岸文博会，展览面

积增长４５．５％，签约金额增长１３．７％。

商务营运中心建设和招商进度加快。观音山

营运中心引进企业３３０多家，启动区一期全部交

付使用。五缘湾营运中心引进企业１７８家。杏林

湾营运中心全面开工，新站营运中心完成招商任

务。

金融业增势良好。银行业利润４０亿元，增长

９．５％。不良贷款率０．９７％，好于全国全省水平。

保险业保费收入４７．４亿元，增长３１．９％。５家企

业境内上市，首发融资２５．５亿元。

软件和服务外包等新兴服务业发展迅速。软

件业产值超过１３０亿元，增长３０％以上。软件园

二期企业销售额增长 ４３．５％。登记服务外包合

同金额１．３亿美元，增长２．３倍。

（三）“三农”工作稳步推进

农副产品与食品加工产业集群产值增长１５．

８％。农民人均现金收入６０３７元，增长９．１％，增

幅同比提高２个百分点。加快推进新圩和汀溪小

城镇综合改革建设试点镇建设，启动道路交通和

旧镇区改造等项目２９个，计划投资１１．４亿元。

（四）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高增速

完成投资５１４．６亿元，增长３８．３％。其中，制

造业投资快速增长，完成投资８４．８亿元，增长３８．

４％。新城建设全面启动，四个新城７１平方公里

核心区规划完成，开工项目２８个，总投资２４８亿

元；岛外四区完成投资３０２亿元，增长４５．３％。启

动岛内提升项目６２个，总投资７５１亿元。西郭等

旧城旧村改造、万达城市综合体和东部商务区建

设加快推进。１７９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１７３．５亿

元。翔安隧道、福厦高铁、厦门火车新站主站房等

项目竣工，龙厦铁路厦门段、厦漳跨海大桥等重大

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厦大翔安校区等项目陆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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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五）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

外贸进出口强劲复苏。进出口总额３１８．９亿

美元，增长３５．６％。其中出口２００．４亿美元，增长

３２．５％；进口１１８．４亿美元，增长４１．２％。美国、

欧盟等主要市场出口分别增长５１％和２９．７％；新

兴市场不断拓展，出口比重达到１６．３％。

利用外资形势平稳。合同利用外资１８亿美

元（历史可比口径），增长８９．１％。实际利用外资

１５．９亿美元，增长３．５％。外资企业增资活跃，增

资项目合同金额增长１．５倍。服务业合同金额增

长１．２倍，占合同利用外资总额的６４．２％。

对台交流合作更加紧密。新批台资项目合同

金额２．１亿美元，增长６２．８％。对台直航出入境

人次增长５．６倍，经厦门口岸赴台湾本岛游客增

长１．３倍；“中远之星”开辟厦门至高雄客滚船直

航航线，厦门航点成为两岸货运直航包机航点，增

加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班，厦金航线实现行李双

向托运。成功举办第二届海峡论坛、两岸龙舟赛、

厦金海峡横渡等活动。

（六）财政金融运行稳健

财政总收入３１６．５亿元，增长１８．１％。其中

地方级财政收入１６５．２亿元，增长１７．７％。主要

税种增幅均超过２０％。至７月末，全市中外资金

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３３６２亿元，增长２２．

５％。

（七）民生事业平稳发展

收入物价保持平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１７４５３元，增长 １２．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ＣＰＩ）１０２．８％，控制在预期目标以内。

就业形势稳步回升。截至６月末，全市城镇

登记失业率３．６％，比上年末下降０．４个百分点。

全市就业登记在岗职工１１９．３万人，比上年末增

加８．３万人。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１．０４

万人，审核发放灵活就业社保补贴６０４９万元。

社会事业发展加快。免除和补助学生各类教

育费用１亿元，受惠学生超过２０万人。市、区投

入２．３亿元加固中小学校舍２０１幢；９６４所中小

学、幼儿园全部配备保安人员。仙岳医院扩建、第

一医院门急诊综合楼工程加快推进。基本健全

区、镇、村三级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网络，全

面完成社区卫生（医疗）服务中心改造任务。保

障性住房工作顺利推进，累计分配３２４１户。出台

城乡一体化的医疗和养老保险新制度，实现两个

保险制度城乡全覆盖，医保参保人每人每年可享

受５００元免费基本药物，６０岁以上老人无需缴费

直接可以享受每月２００元基础养老金。征地人员

养老保险新增参保４３４７人，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人均月增１８０元，发放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

员自付医疗费困难补助４０９万元。

（八）各项改革稳步推进

先行先试政策取得重大突破。厦门经济特区

扩大到全市，获批建立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

争取到国家创新型城市、低碳城市、服务业试点城

市、服务外包、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等多项试点，

获得部分公务人员“一次签注、多次往返”台湾等

两岸交流合作的一系列政策。继续争取实施综合

配套改革等各项先行政策，并取得积极进展。

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整合进展

顺利，节能环保和价格形成机制改革逐步推进。

启动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和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建立新城开发建设的体制机制。出台《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在公立基层医疗机构实

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目前，全市经济运行态势良好，但是经济运行

中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和问题。从外部环境

看，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不足，美欧等经济体

的主要先行指标持续低迷。国内经济回升向好的

基础还不稳固，宏观调控面临诸多“两难”选择，

宏观政策走向存在较多不确定性。从我市看，一

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难度较大，部分重大

片区进度比较缓慢，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征地拆迁

等问题比较突出。二是工业运行仍然存在不确定

因素，部分重点行业、企业出现减产苗头，一些出

口型企业四季度订单情况尚不明朗。三是房地产

波动较大，对 ＧＤＰ、投资、财政收入等方面都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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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二、下阶段工作思路

做好后三个月工作，对完成全年目标和“十一

五”计划至关重要。下阶段，要深入贯彻省委八届

九次全会和市委十届十二次全会的决策部署，努

力在好字上求突破、在快字上下功夫、在实干上出

真招、在为民上见实效，振奋精神、齐心协力、积极

作为，紧紧抓住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市的新一

轮发展机遇，努力完成全年任务，积极谋求新的更

大发展。重点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继续加大服务企业工作力度

落实和兑现已延长执行期限的各项保增长扶

持措施，研究储备一批新的扶持政策。继续加大

清规力度，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和环节、缩短办理时

限、提高机关办事效率。帮助减产企业扭转下滑

态势，密切跟踪减产和出现下滑苗头的重点企业，

有针对性地制定帮扶措施。

（二）加快形成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

梳理确定一批年内拟开工和竣工项目，重点

跟踪，分类推进，加快建设。扎实推进招商引资，

强化产业链招商，围绕重点发展的产业链（群）策

划、生成和引进一批项目。密切跟踪有增资扩产

意向的企业，鼓励技改和产业升级。充分发挥政

策效应，加快细化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对台

往来便利化等政策，从中策划、生成一批新的增长

点。加快落实特区扩区的各项政策，继续梳理一

批先行先试政策，积极向上争取。

（三）全力推进固定资产投资

大干 １５０天，打好重大项目建设、新增长区

域、城市建设、小城镇改革发展和民生工程五大战

役。全力推进征地拆迁，完善和落实相关政策，创

新征地拆迁工作机制。健全促进固定资产投资工

作推进协调机制，继续做好对年初确定的目标责

任的督办、通报和检查落实。积极促进房地产投

资，严格督促履行土地出让合同。收集整理一批

可出让土地，定向招商引进一批用地项目。

（四）千方百计促进消费增长

培育消费热点，利用重大节庆和大型展会策

划组织配套活动，促进旅游、会展与消费互动。促

进旅游消费，加快引进一批大型娱乐、休闲旅游项

目，完善热点景区的购物、餐饮住宿等设施。营造

良好的消费环境，进一步落实家电、汽车、摩托车

下乡和家电以旧换新等扩大消费政策，加强质量

和价格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合理引导住房消费，

增加普通商品房有效供给，促进一批房地产项目

加大建设和销售力度。

（五）促进社会事业加快发展

扎实推进岛内外、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与

新城和重大片区开发同步规划实施学校配套建

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做好《公立医院改革

试点实施方案》报审等工作，跟踪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实施效果，加快一批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认真做好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

接续和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转接接续

工作，完善外来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加快保

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建设和配租配售工作，进一步

完善保障性住房小区生活配套设施。

（六）认真做好“十二五”规划编制

坚持开门办规划，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

和建议，提高编制工作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围绕

城市功能及其空间布局、产业发展重点、指标体系

等重大问题开展专题研究。认真做好规划纲要草

案编制工作，加快各专项规划编制，深入研究提出

各行业、各领域发展思路、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

（七）谋划明年工作

抓紧研究明年经济工作思路，加快制定工作

目标，明确重点任务。加强政策储备，在迅速扩大

经济总量、产业结构调整、先行先试政策等方面深

入开展研究工作。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距年底仅剩

下三个月时间了，我们要在市委的领导下，在市人

大常委会的监督下，齐心协力，扎实工作，狠抓落

实，力争全面完成今年各项计划目标，促进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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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厦门市２０１０年１－７月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调查报告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为全面了解厦门市２０１０年１－７月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根据《厦门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批准监督条例》的规定，市

人大财经委近期通过走访市发改委、经发局、贸发

局、统计局等政府部门，对今年１－７月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进行了调查，现将情

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与评价

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积极实施“岛内外一体化、二三产业共推进、内外

需齐拓展、惠民生促和谐”发展战略，采取各种有

力措施，攻坚克难，积极恢复经济，取得显著成效。

１－７月，我市经济呈现持续向好的回升态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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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经济指标高出预期增幅，完成情况较好，社会

经济了平稳较快发展。主要有：

地区生产总值恢复快速增长态势。１－７月，

我市地区生产总值（ＧＤＰ）完成１０４９．８６亿元，增

长１６．７％。

工业经济增长势头良好。１－７月，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完成１９８２亿元，增长３７．９％。工

业经济运行“高开高走”，在全省九个设区市中，

我市工业产值累计增速由２００９年的倒数第一跃

居全省第２位，高出全省平均增速９．９个百分点。

财政金融保持稳定。１－７月，全市财政总收

入３１６．５亿元，增长 １８．１％，地方级财政收入

１６５．２亿元，增长 １７．７％，保持了稳定的增长态

势。信贷平稳增长，金融市场运行稳定。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高于全国全省水

平。１－７月，全市消费品市场较为活跃，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９６亿元，增长２３．７％。增幅

高出全国５．５个百分点，高出全省５．０个百分点。

外贸进出口积极回暖。１－７月，全市实现进

出口总值３１８．９亿美元，增长３５．６％。７月份外

贸进出口额达到５２．３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并首次

突破５０亿美元。外贸进出口较金融危机前的

２００８年同期比增长２０．４％，已完全恢复到金融危

机前水平。

此外，我市利用外资保持平稳，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控制在预期目标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均高出预期增幅，各项民生

事业全面发展，社会保持稳定。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但同时也要清醒的看到，我市经济回升向好

过程中还存在许多矛盾和困难，需要引起重视，主

要有：

１、经济增长仍存在较大压力。１－７月，虽然

我市的主要经济指标均在高位运行，但与２００８年

金融危机到来前的水平相比，当前的经济增长仍

属恢复性增长。世界经济复苏虽然好于预期，但

主要矛盾和问题并没有完全消除，一些国家主权

债务危机还在扩散。国内经济也面临着结构性矛

盾突出、通胀压力加大、防灾抗灾形势严峻等一系

列问题。我市经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也还未得到

有效解决，部分经济指标已出现回落迹象，“保增

长、调结构、扩内需”的任务依然艰巨，我市经济要

上新台阶取得质的飞跃还存在较大压力。

２、投资结构未得到根本改善，工业经济发展

后劲不足。１－７月，虽然我市固定资产投资得到

快速增长，但投资结构不够优化的问题仍然存在。

我市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投资

又主要靠房地产投资拉动。１－７月，第三产业完

成投资占全市城镇投资比例高达８０．７％，第三产

业中房地产投资比重达到了５２．３７％。第二产业

是拉动我市经济的主要力量，但真正用于第二产

的投资并不多，１－７月第二产业的投资仅占全市

城镇投资１９．２％ ，其中制造业投资比例更低，仅

为１６．５％。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我市第二产

业投资呈逐年下降趋势，工业经济仅靠存量企业

增长拉动，新的大项目、好项目数量不多，难以拉

动和支撑工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工业经济做大做

强存在较大压力。

３、外贸形势不确定因素多。虽然１－７月，我

市外贸形势好于全国全省，但仍存在人民币升值、

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等不确定因素。今年以来，在

原材料上涨、劳动力成本上涨和融资成本上升三

大因素的影响下，我市出口企业经营成本明显上

升，因此，今年后五个月出口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三、几点建议

１、乘势而上，再接再厉，争取经济发展上新台

阶。今年是十一五规划执行的最后一年，在余下

的几个月时间里，市政府要根据省市委的部署，在

打好“五大战役”过程中，充分重视我市经济中存

在的问题，以高瞻远瞩的站位和积极认真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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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加以解决。要在前一段经济建设取得阶段性

成果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积极作为，继续加

大我市经济工作的组织力度、协调力度和落实力

度，立足服务企业，继续做好企业扶持工作，切实

为企业解决困难。着重抓好重点项目建设，确保

今年投资目标的实现。力争继续保持良好的经济

发展势头，变恢复性增长为实质性增长 ，较好完

成２０１０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十一五规划各项目标

任务。

２、努力增强工业经济发展后劲。坚持“保增

长”与“调结构”并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着力优化我市投资结构，切切实实加大工业投资

力度，一方面增加生产及为生产提供服务方面的

资金投入，促进工业企业加快设备更新和技术改

造，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加大招商力度，

吸引大项目、好项目落户厦门，积极培育壮大我市

优势产业和产业聚集，保持工业经济稳定可持续

发展。

３、把握发展机遇，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抓

住当前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市、高铁开通等良好发

展机遇，加快推进岛内外一体化建设，统筹城乡发

展，加大与周边地区的合作交流，推进厦漳泉龙城

市联盟建设和同城化发展，积极拓展城市发展空

间，打造与新型城市人流、物流规模相适应的商业

模式和布局，进一步促进内需拉动。把握两岸签

署ＥＣＦＡ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强对台交流合作，

在两岸产业对接、旅游合作等方面加快进度。

４、做好民生保障，促进社会和谐。不断加大

民生投入，解决好老百姓住房、就学、就医、就业等

问题，在通胀压力加大、尤其是食品类价格上涨过

快情况下，要特别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进一步

巩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做好社会保障工作。

努力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关注三

农，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做好各项对口援建工

作，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２０１０年市本级预算变更的决议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６日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经过认真审议，并根据厦门市人民

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原则同意

市财政局局长黄强受市政府委托所作的《厦门市

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０年１－７月份预算执行情况及

全年预算变更草案的报告》，决定批准２０１０年市

本级财政预算变更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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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厦门市２０１０年１－７月份预算执行情况
及全年预算变更草案的报告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５日在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

厦门市财政局局长　黄　强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本次常委会报告

２０１０年１－７月份预算执行情况和全年预算变更

草案，请予审议。

一、２０１０年１－７月份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以学习贯彻胡锦

涛总书记视察福建、厦门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强大

动力，围绕“岛内外一体化、二三产共推进、内外需

齐拓展、惠民生促和谐、抓党建强保障”的总体要

求，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经济持续健康运行，财政

收支实现平稳增长。

１－７月份，全市财政总收入 ３，１６５，３５１万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１８．１％，其中：地方级财政收

入１，６５２，１５６万元，增长１７．７％，完成市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预算的６１．９％；上

划中央财政收入 １，５１３，１９５万元，增长 １８．６％。

在地方级财政收入中，市本级地方级收入１，１２６，

４２５万元，增长１３．４％，完成预算的５９．１％。全市

财政支出１，３９３，３４０万元，增长１６．３％，完成预算

的５１．３％，其中：市本级财政支出９１４，３４６万元，

增长１５．５％，完成预算的５０．６％。

全市基金收入２，２８２，４２６万元，完成预算的

１２５．４％。其中：市本级基金收入 １，５５７，２２１万

元，完成预算的１０９．５％。全市基金支出１，０８５，

８７５万元，完成预算的５２．３％，其中：市本级基金

支出５２４，８０２万元，完成预算的３３．９％。

１－７月份预算执行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

税收实现较快增长。全市地方级税收累计完成

１４８．６亿元，同比增长２３％。营业税、增值税、企

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四大主体税种合计增收

１６．５亿元，占地方级财政收入增量总额的 ６６．

６％；契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分别同比增长

６１％、４１．５％和 １３８．７％。二是三产税收比重提

高。工业经济稳定发展，地方级税收入库４０．７亿

元，增长１５．７％；服务业发展势头向好，三产地方

级税收入库８６．１亿元，同比增长２８．１％，占地方

税收总量比重达６３．７％，比上年同期提高２．７个

百分点。三是土地基金收入超过年初预算数。今

年我市土地市场交易活跃，加上土地出让金缴款

期限比往年缩短以及清缴历年欠缴地价款等因

素，土地基金收入增长较快。１－７月份实现２２５．

１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１２７．４％。四是重点支出

得到有效保障。坚持集中财力办大事，确保重点

支出需求，支持经济发展、重大项目建设和民生保

障三项支出合计１０４．２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１９．

７％，占到全市一般预算总支出的７４．８％。继续

落实各项涉企收费减免政策，为我市企业减轻负

担５亿元，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竞争力。

总体来看，１－７月我市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为全年财政经济任务的完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但

收入增长中仍存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尤其去年

财政收入呈现前低后高的特征，预计后几个月收

入增速将逐步回缓。与此同时，今年重点工程项

目建设、民生政策落实、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加快

产业结构调整、南平灾区援建等方面支出需求较

大，财政收支矛盾依然十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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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２０１０年财政收支预算变更草案

综合考虑年度经济形势，根据《厦门市预算审

查批准监督条例》的有关规定，现向本次常委会提

出全市及市本级财政预算变更草案。

（一）一般预算变更草案

变更后全市财政总收入５，２２７，１５８万元，比

年初预算增加２６１，１７９万元，增幅由年初确定的

１０％调整为 １５．８％，其中：地方级财政收入 ２，

８０２，２３３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１３３，２７９万元，增

幅由年初确定的１１％调整为１６．５％；上划中央财

政收入２，４２４，９２５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１２７，９００

万元，增幅由年初确定的９％调整为１５％。在地

方级财政收入中，市本级财政收入变更为２，０００，

９４３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９４，０８９万元，增幅由

年初确定的１１．５％调整为１７％；区级财政收入变

更为８０１，２９０万元，比年初增加３９，１９０万元，增

幅由年初确定的９．６％调整为１５．３％。市本级财

政收支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１、市本级财政收入预算调增 ９４，０８９万元。

其中：税收收入调增４７，９７５万元，包括调增工商

税收１，５０８万元、企业所得税４３，０７７万元以及契

税３，３９０万元；非税收入调增４６，１１４万元，主要

是调增专项收入２２，４４０万元、行政事业性收费１，

６７５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１７，６６０万元、国有

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５，０１１万元以及调减其

他收入６７２万元。

２、市本级可供安排财力比年初预算增加

１２０，１６２万元，一是市本级财政收入超收９４，０８９

万元；二是上年净结余 １８，０００万元纳入财力安

排，与年初预算相比，为净增加数；三是预计上下

级净补助发生变化，可调增财力８，０７３万元。调

整后市本级可供安排财力为１，９２６，５５７万元（含

中央代发我市地方债券６亿元）。

３、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市本级支出预算拟

相应调整为１，９２６，５５７万元。支出科目变更增减

幅度超过年初预算１０％的类级科目有：

（１）公共安全支出调增１３，３３３万元，比年初

预算增长１０．５％，主要是增加中央政法转移支付

配套支出，为市民营造平安祥和的生产生活环境。

（２）城乡社区事务支出调增１５，０１３万元，比

年初预算增长１４．５％，主要用于长泰枋洋水利枢

纽工程、规划编制经费以及城市隧道运行维护等

支出。

（３）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调增４３，

３４８万元，比年初预算增长３０．４％，重点支持产业

发展项目，扶持企业发展，推动我市产业结构调

整。

（４）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支出调增７，９６１万

元，比年初预算增长３０．９％，主要是海域使用金

超收，专项用于海域清淤整治支出。

此外，预算调整还重点安排了落实优秀人才

引进政策、实施城乡居民统一养老保险及援疆援

藏等所需资金。

年初预算安排的３亿元预备费继续保留，用

于今年后几个月可能新增的支出。

（二）基金预算变更草案

变更后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２，８８０，２７０

万元，比年初预算调增１，０５９，９０２万元，主要是土

地基金收入的调整。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３，１３６，７６０万元（含土地基金上年超收结转今年

使用２５６，４９０万元），比年初预算调增１，０５９，９０２

万元。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１，９７７，８５８万

元，比年初预算调增５５５，８３１万元。市本级政府

性基金支出预算２，１０１，６９３万元（含土地基金上

年超收结转今年使用１２３，８３５万元），比年初预算

调增５５５，８３１万元。

在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中，土地类基金收

入为１，９１５，８３２万元，比年初预算调增５４４，５２０

万元。加上上年超收结转今年使用 １２３，８３５万

元，相应安排支出２，０３９，６６７万元。支出科目变

动较大的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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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支出调增４８７，８８９

万元，主要增加安排支援南平灾后恢复重建、“城

市建设战役”、新一轮铁路建设等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以及征地拆迁补偿、土地开发、新城建设、旧城

旧村改造等支出。

２、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调增５６，６３１万元，

主要用于土地收储和土地开发项目支出。

三、全面完成今年各项财政工作任务

市委十届十二次全会作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在“好”字上求突破，在“快”字上下功

夫，奋力推进厦门经济特区科学发展新跨越的重

要部署。我们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振奋精

神，开拓进取，紧紧抓住海西建设和经济特区扩区

的良好机遇，狠抓财源建设，深化财政改革，提升

工作能力，为特区经济的跨越发展提供坚实的财

政保障。

（一）狠抓增收节支，确保财政平稳运行。

密切关注经济形势和收入走势，完善财税库

银综合协调机制，加大重点税源、重点行业的监控

管理，探索建立非税收入增收激励机制，努力提高

收入征缴效率。强化支出预算执行管理，改革转

移支付资金分配方式，建立支出进度通报制度，进

一步增强预算执行的时效性和均衡性。坚持勤俭

办一切事业，严格控制庆典、论坛等活动，继续对

公务接待、公车使用、出国出境经费实行量化指标

控制，努力压缩行政成本。进一步整合专项资金，

集中财力保重点、办大事，千方百计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

（二）大力培育财源，支持发展方式转变。

加强政策研究，用足用活国家赋予的各项财

税优惠措施，把政策效应发挥到最大。支持重大

产业项目引进，加快培育百亿产值链和现代服务

业产业集群，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继续实施

各项帮扶政策，综合运用政府采购、外贸扶持、展

会补贴、品牌奖励、技改贴息等手段，帮助企业拓

展市场、增强实力。积极落实节能减排的财税政

策，支持新技术新能源、节能环保项目的研发、推

广、应用。兑现各项旅游扶持政策，加快港口建设

和资源整合，做大服务外包，促进厦门服务业提升

发展。全面落实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的激励

措施，为转方式、调结构提供人才支撑。

（三）积极筹措资金，保障重点项目建设。

加强资金统筹和调度，全力确保“大干 １５０

天、打好五大战役”的用款需要。进一步拓宽投融

资渠道，按照“四高”要求推进岛外新城建设和五

缘湾、湖边水库等片区深度开发，形成一体化建设

的气势。加快莲花水库、长泰枋洋水利枢纽工程

等水源项目建设，实施城市景观改造、广告清理和

交通改善工程，努力提升生活环境品质。注重民

生保障，办好城乡居民统一养老保险，推行国家基

本药物制度，做好中小学校舍安全加固，完成各项

为民办实事项目。确保援疆、援藏和南平援建资

金到位，确保资金使用合理、高效和安全。

（四）深化财政改革，提升财政监管水平。

创新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政体制机制，尽快

建立与岛内外一体化建设相一致的公共财政服务

体系。深化综合预算改革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

强化预算执行动态监控，公务卡改革全面推行到

镇、街。认真编制２０１１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构建较为完善的政府预算管理

体系。明确预算信息公开的内容、范围和方式，建

立规范、透明的预算信息公开机制。加大对基层

预算单位和镇街财政的监督力度，确保各项强农

惠农政策落到实处，巩固“小金库”综合治理成

果，有效防范违反财经纪律行为的发生。

各位委员，做好今年财政工作，对于全面完成

我市“十一五”规划任务意义十分重大。我们将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

会的依法监督下，抢抓机遇，奋力发展，确保２０１０

年财政收支预算任务的完成，为全力推进厦门经

济特区科学发展新跨越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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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及相关说明

　　１、中央政法转移支付配套支出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

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厅字〔２００９〕３２

号）和财政部《政法经费分类保障办法（试行）》

（财行〔２００９〕２０９号）的规定，中央对政法经费实

行分类保障政策，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有

关政法经费保障责任。其中中央分配给东部地区

的政法转移支付资金，要求各地相应安排一定的

配套资金。

２、长泰枋洋水利枢纽工程

长泰枋洋水利枢纽工程项目总投资 ８．７亿

元，其中工程建设资金 ５．３亿元、移民安置资金

３．４亿元。该项目由厦门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和长

泰县国有资产营运有限公司共同合资组建项目法

人公司作为运作主体，其中总投资的３０％计２．６

亿元作为项目资本金，由投资双方按投资股比分

别筹措（厦门占７０％约１．８亿元，长泰占３０％约

０．８亿元），总投资的７０％计６．１亿元由项目公司

向银行贷款解决。厦门方资本金１．８亿元由市财

政和水务集团按照７：３比例分担，２０１０年市财政

拟先安排项目资本金１亿元。

３、优秀人才引进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福建省有关人才引进政

策，加快实施我市人才强市战略，市委、市政府出

台了《厦门市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厦

委办发〔２０１０〕２１号）和《关于加快建设海西人才

创业港，大力引进领军型创业人才的实施意见》

（厦委办发〔２０１０〕２２号），计划用５－１０年引进

１００名海外高层次人才、３００名领军型创业人才，

简称“双百计划”。此外，我市正在制定新的人才

住房优惠政策，拟通过提供优惠价格的人才住房

和购房、住房补贴等方式解决人才住房问题。根

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财政从２０１０年起每年

安排１．５亿元人才专项资金。

４、城乡居民统一养老保险

为保障城乡居民年老后的基本生活，进一步

完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我市从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

起实行城乡统一的养老保险政策，将年满 １６周

岁、未参加其他社会养老保险、未按月享受社会养

老待遇的我市城乡居民纳入养老保障体系。我市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标准和基础养老金发

放标准比国家规定标准有较大提高，其中：政府按

参保人缴费档次分别给予每人每年４５—７０元的

缴费补贴，高于国家每人每年３０元的标准；基础

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２００元，高于国家每人每

月５５元标准。参保缴费中的政府补贴和养老保

险待遇中政府支付的部分，由市区两级财政共同

承担，２０１０年市财政需承担０．７亿元。

５、援疆、援藏资金

根据国家新一轮对口支援新疆和西藏的有关

要求，各地在每年预算中应安排一定的援建资金。

（１）援疆资金从２０１１年起按地方级财政收入

（剔除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专项收入）的３‰安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我市需安排援疆资金４．２亿元，经

市委市政府研究，我市援疆资金由市本级和各区

按其地方级一般预算收入占全市地方级一般预算

收入的比例分别承担。根据省委省政府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启动援建工作的要求，今年市财政根据实

际情况先行安排部分项目资金。

（２）援藏资金从２０１０年起按上年地方级财政

收入的１‰安排，经市委市政府研究，我市援藏资

金由市本级和各区按其地方级一般预算收入占全

市地方级一般预算收入的比例分别承担，２０１０年

全市需筹集０．２４亿元，其中市本级０．１７亿元，年

初预算已安排０．１４亿元。

６、支援南平灾后恢复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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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５月以来，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洪水

灾害给我省局部地区造成严重的损失。为支持灾

区开展重建工作，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６

月３０日省委常委会决定由厦门和福州分别对口

支援南平市和三明市，我市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１年共

需安排支援南平灾后恢复重建资金８亿元（２０１０

年和２０１１年各４亿元）。

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我市按照市本级和

各区２００９年地方级一般预算收入占全市地方级

一般预算收入的比例，确定市本级和各区所应分

担的援建资金。２０１０年市级财政需安排援建资

金２．７亿元。

７、城市建设战役

“城市建设战役”是省委八届九次全会部署

“五大战役”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包括城市景观整

治、立面再造、主次干道电线下地、城市绿化的综

合建设和改造等。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我市

实施的具体项目主要包括：

（１）成功大道、仙岳及环岛干道三条主干道

和云顶北路（县黄路）景观整治和绿化工程。

（２）铁路沿线绿化景观整治工程。

（３）鹭江道、湖滨南北路等重点道路沿线房

屋外立面整治及平改坡工程。

（４）环东海域工业园沿街建筑和ＢＲＴ西柯枢

纽站建筑夜景工程。

８、新一轮铁路建设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我省新一

轮铁路建设资金筹措方案的函》（闽政办〔２００９〕

１７号）和《福建省铁路建设办公室关于商请安排

我省新一轮铁路建设省级统筹资金的函》（闽铁

办综函〔２０１０〕２９号），我市需承担新一轮铁路建

设资金１３亿元，从２０１０年起至２０１５年分六年安

排到位，其中２０１０年需到位资金２亿元。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厦门市２０１０年 ｌ—７月份预算执行情况及

全年预算变更草案的审查报告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５日在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陈鸿萍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３日财经委员会召开第２１次全

体会议，对市财政局黄强局长拟代表市政府提出

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０年１－７月份预算

执行情况及全年预算变更草案的报告》进行了认

真审议，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抢抓机遇，把

握国内国际市场复苏的有利时机，着力推进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经济运行持续健康发展，为财政收

入提供了有力支撑，财政收入均完成序时进度。

根据市政府提出的１—７月份的预算执行数，市本

级财政收入１，１２６，４２５万元，完成市第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预算（以下简

称年初预算）的５９．１％，同比增长１３．４％；市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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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９１４，３４６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５０．６％，

同比增长１５．５％。由于今年以来土地市场较为

活跃，加上土地出让金缴款期限比往年缩短，清理

历年欠账，土地类基金收入超序时进度完成。１－

７月份市本级基金收入１，５５７，２２１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１０９．５％；市本级基金支出 ５２４，８０２万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３３．９％。

１－７月份全市地方级财政收入 １，６５２，１５６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６１．９％，同比增长１７．７％；

全市财政支出１，３９３，３４０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５１．３％，增长１６．３％。全市基金收入２，２８２，４２６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１２５．４％；全市基金支出１，

０８５，８７５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５２．３％。

１－７月份市本级预算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和困难：（１）非税收入落后序时进度２３个百分

点，仅完成年初预算的３５．１％。（２）财政收入的

结构不尽合理，持续增长的基础仍不稳固。（３）

财源建设后劲不足，缺乏新的生财点。

二、根据市政府提出的预算变更草案，市本级

财政收入拟调增９４，０８９万元。市本级收入预算

变更的主要项目有：税收收入调增４７，９７５万元，

非税收入调增４６，１１４万元。变更后，今年市本级

收入预算２，０００，９４３万元，同比增长１７％，比年初

预算调增 ４．９％。全市地方级收入预算变更为２，

８０２，２３３万元，同比增长１６．５％，比年初预算调增

１３３，２７９万元，比年初预算调增 ５．０％。

市本级财政收入比年初预算增加９４，０８９万

元，加上动用上年净结余１８，０００万元以及预计上

下级体制净补助增加８，０７３万元后，与年初预算

相比，市本级财力增加１２０，１６２万元，支出预算相

应调增１２０，１６２万元。市本级支出预算变更的主

要项目有：公共安全支出调增１３，３３３万元，城乡

社区事务调增１５，０１３万元，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

事务调增４３，３４８万元，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调增

７，９６１万元。变更后市本级支出预算为 １，９２６，

５５７万元，比年初预算调增 ６．７％。全市地方级支

出预算变更为２，８４９，８４７万元，比年初预算调增

４．９１％。变更后一般预算收支平衡。

变更后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１，９７７，

８５８万元，比年初预算调增 ５５５，８３１万元，其中：

土地类基金收入预算调增５４４，５２０万元。市本级

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２，１０１，６９３万元，比年初预

算调增５５５，８３１万元，其中：土地类基金支出预算

调增５４４，５２０万元。支出科目变动较大的科目主

要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支出调增 ４８７，８８９

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调增５６，６３１万元。

变更后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２，８８０，２７０

万元，比年初预算调增１，０５９，９０２万元，全市政府

性基金支出预算３，１３６，７６０万元，比年初预算调

增１，０５９，９０２万元。

经过调查与审议，财经委员会认为：今年以

来，市政府及财税部门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依法

加强收入征管，合理安排支出，财政收入持续增

长，重点支出得到有效保障，财政运行态势良好。

预算变更后，科技投入占市本级可供安排财力４．

１％；农林水事务支出比上年增长１６．４％，教育投

入比上年增长１７．０％，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１５．

４％的增幅。三项法定支出均符合有关法律的规

定。市财政局黄强局长受市政府的委托提出的

２０１０年１—７月份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符

合实际情况，２０１０年财政预算变更草案基本可

行。建议常委会同意市财政局黄强局长代表市政

府提出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０年１—７月

份预算执行情况及全年预算变更草案的报告》，批

准２０１０年市本级预算变更草案。

三、市人大财经委同意市财政局为确保完成

全年预算任务所提出的各项措施，同时建议：

１、加强财源建设，确保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

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导向作用，坚持集中财力办

大事，促进我市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推进企

业转型升级，不断壮大存量财源。同时要积极培

育新的财源，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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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专项资金的乘数效应，开展多渠道筹资，合理

引导社会资金投向新能源、新材料、生物、信息、节

能环保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我市经济发

展方式加快转变，夯实和壮大税源基础。

２、加强预算管理，确保实现年度预期目标。

财税部门要加强税源调研和管理，依法征税；要进

一步完善非税收入管理系统，规范非税收入的征

管，确保应缴的收入及时足额上缴。要进一步优

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

域支出的保障力度，尤其在实施岛内外一体化战

略过程中，要加大对农村卫生事业、公共文化服

务、城乡公共基础设施一体化等方面的投入，努力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财政公共服务职

能。

３、继续深化财政预算改革，着力推进预算信

息公开。按照财政部的总体要求和市委、市政府

的决策部署，在稳步推进各项财政预算改革的同

时，认真做好２０１１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试编和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的调研工作，逐步建立较

为完善的政府预算管理体系。加快实施财政体制

改革，调整和完善市区财政体制，推进岛内外一体

化建设。要积极研究政府预算与部门预算公开的

有效方式和公开范围，加快建立规范化的预算信

息公开机制，切实提高财政资金运行的透明度。

以上报告妥否，请审议。

厦门市人民政府
关于我市公交岛内外一体化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５日在厦门市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

厦门市交通委员会主任　林金平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受厦门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我市公交岛内

外一体化工作情况报告如下，请审议：

对于我市公交岛内外一体化工作，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已分别于９月１日和８月１１日召开

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听取汇报，要求从深入

贯彻胡锦涛总书记春节期间来厦视察重要讲话精

神，推进岛内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构建和谐社

会的高度来认识，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公交岛内外

一体化工作。于书记、刘市长等市领导亲自乘坐

公交车深入一线开展调研工作，听取群众意见；潘

世建副市长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落实具

体工作。目前，市交通委等相关部门正在按照市

委、市政府的要求，细化工作方案，积极推进公交

岛内外一体化工作。

一、去年以来的主要工作及成效

根据市委加快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岛内外一

体化建设的决策部署，去年以来，我市积极推进岛

内外公交一体化发展，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调整优化公交线网，市民出行更加便

捷。市交通委在组织完成公交客流量及居民出行

情况调查、修编公交线网规划的基础上，结合岛外

新城建设、岛内交通改善等需求，去年以来共调整

优化了５５条公交线路，新开通了２０条公交线路

和１１条农客线路。其中，延伸开通 ＢＲＴ二号线

到同安城区，方便了同安群众快速进出岛；开通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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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途经翔安隧道的公交线路，缩短了翔安群众进

出岛时间；新开通４条、调整５条公交线路进入厦

门北站，保证了岛内外各区与厦门北站的衔接；通

过调整、增开一批公交线路，增加高峰期车辆班次

等措施，基本解决了软件园二期员工高峰期乘车

难的问题。

（二）逐步降低公交票价，市民出行更加经

济。去年８月１日起，取消了公交车空调收费，降

低了市民出行费用，减轻了市民出行负担，并做到

公交班次不减少、服务质量不下降，从而增强了公

交吸引力。今年市交通委积极开展调研工作，拟

定了公交票价改革方案，并报请市委、市政府研究

原则通过，待市物价部门按规定组织听证后即可

实施。

（三）加快更新公交车辆，市民出行更加舒

适。去年公交集团投资９２６９万元报废更新了２３７

辆公交车，今年以来又投资１５２１８万元报废更新

了３５４辆（其中５０辆为天然气车）公交车，新增投

放了１５辆１８米长的 ＢＲＴ车，改善了公交车况，

增加了公交运力，缓解了高峰期乘车拥挤问题。

同时，积极推进中巴报废退市工作，现已报废２３８

辆尾气排放严重超标的中巴车，促进了环保节能。

（四）努力提升公交服务，市民出行更加舒

心。积极开展“温馨在的士，满意在公交”、“斑马

线礼让行人”等一系列活动，强化公交优质服务。

加强日常监管力度，严肃查处擅自更改线路、中途

甩客等违规行为，规范公交市场秩序。ＢＲＴ保持

安全、优质运营，三条线路日均客运量合计超过

２２万人次，缓解了城区主要交通走廊高峰拥堵问

题。延长公交夜间开行时间，满足市民出行需求，

现有４条公交线路通宵营运，有２０多条公交线路

运营时间延迟至晚上１１点或１１点半。

（五）推进智能公交建设，市民出行更加高

效。去年公交集团完成了公交智能管理系统一期

建设，并全面推广使用，实现了智能调度、自动报

站、车速控制、超速预警、斑马线前减速报信、滞站

预警等功能，提高了公交科技管理水平。今年公

交集团联合移动公司推出手机“掌上公交查询系

统”，方便市民出行。

二、下一步工作思路与措施

今年，市交通委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拟定了

包括优化公交线网、改革公交票价等内容的岛内

外公交一体化工作方案，并已经市委常委会、市政

府常务会研究原则通过。下一步，将按照市委、市

人大的要求，以“城乡公交线网布局一体化、岛内

外公交服务一体化”为目标，进一步优化公交线

网，改革公交票制，提升公交服务，努力做到“安

全、方便、舒适、快捷”，为加快推进岛内外一体化

建设发挥交通支撑保障作用。

（一）进一步改革公交票制。我市现行的公

交票价，主要存在岛外组团内部分公交线路起步

２元和跨组团线路分段计价、票价偏高两个方面

的问题，市民对此意见较大。为建立公平合理、城

乡统一的公交票制，降低岛外居民出行费用，实现

全市同城同价，推进岛内外公交一体化，今年普通

公交（不含快速公交）票改的主要内容是：全市各

组团内公交线路实行全程１元，跨组团线路由现

行“上车２元，分段计费”调整为“上车１元，分段

计费，每跨１段加收１元，最高票价限价 ３元”。

此次票改涉及公交线路共７７条，票改后预计乘坐

公交出行的人数将增加１０％左右，造成公交企业

减收的金额由财政给予补贴。目前，市物价部门

已着手开展听证准备工作，将按规定举行听证会，

征求社会意见后组织实施。

（二）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按照组团模式

优化公共交通，即把全市划分为本岛、海沧、集美、

同安、翔安五个组团。组团间，依托 ＢＲＴ、常规公

交快运大站长线两种方式实现快速衔接。组团

内，本岛组团结合中巴退市，整合公交线路，保留

公交干线，优化公交支线，降低线路重复率；岛外

各组团加快农客线路公交化改造，结合新城区建

设及市民出行需求，增开公交线路，完善公交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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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扩大公交服务区域。在实施过程中，我们将以

公交枢纽为依托，采取新设、取直、截短、延伸、取

消等方法，对现有公交线网进行调整优化，引导合

理换乘，逐步转变小城市一站到底的公交出行方

式；把岛外四区现有的５３条农客线路纳入公交线

网，进行公交化改造，解决城市公交与农村客运在

票价、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差别问题，实现城乡公交

一体化；将岛外各组团内公交线路的审批权下放

至各区，调动区级财政对公交投入的积极性，提高

岛外组团公交线路的覆盖率。调整优化后，全市

公交线网将形成“依托枢纽、干支结合、布局均衡、

功能清晰、层次分明”的总体格局，力争到２０１５年

全市公交出行分担率由目前的３１％提高４０％。

（三）进一步规范公交编号。本岛组团内公

交线路，按照１～３９９的自然数列编号。各组团间

及岛外４个组团内公交线路均实行 ３位数字编

号：第一位数字为组团代码：同安为６，翔安为７，

海沧为８，集美为９；第二位数字代表服务区域（０

～３为组团内线路，４～５为进出岛线路，６～９为

岛外四个组团间线路）；第三位数字为线路顺序

号。该编号办法，既沿袭了现有线路的编号习惯，

仅对少数线路的编号进行调整，便于乘客识别和

记忆，又可以清晰地反映公交线路的服务区域，也

便于信息化管理。在实施过程中，我们将对新开

通线路统一采用新规则编号，原有线路编号进行

逐步调整，以便于乘客熟悉、使用。

（四）进一步提升公交服务。继续深入开展

公交优先评选活动，通过文明创建活动，推动公交

行业文明建设，提升公交服务质量，为市民创造一

个安全、文明、温馨、和谐的公共交通环境。加大

日常监管和执法力度，严把车辆技术关和安全行

车关，加强路面巡查，及时纠正违章违法行为，落

实公交行业服务规范，维护公交运营市场秩序。

（五）进一步加快场站建设。加快推进西柯、

厦门北站等７个在建公交枢纽的建设，力争早日

完工投入使用；争取将高崎、杏南等９个已规划未

选址的公交枢纽列入“十二五”建设规划，并建成

投入使用；加快建设同集路等道路沿线的公交停

靠站，推动改造马垅站、ＳＭ城市广场站、国贸站等

８个客流量大、进站列车化严重的停靠站，以改善

公交车停靠秩序。通过完善公交场站的建设，来

促进公交线网的调整优化，缓解公交停车难问题。

以上报告，请审议。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厦门市节约能源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５日在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厦门市节约能源条例》执法检查组副组长
　黄诗福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２０１０年度工作要点》安排，市人大常委会成

立了《厦门市节约能源条例》执法检查组，于５至

８月份对《厦门市节约能源条例》在我市实施一年

来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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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执法检查的主要过程

本次执法检查严格按照监督法的规定开展，

由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具体组织实施。执法检查组

于５月初成立，共１４人，由１２位市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和受邀请的 ２位市人大代表组成。５月

底，市人大常委会向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发出执

法检查工作方案，明确了执法检查宗旨、目的，拟

定检查程序和要求。

７月９日，执法检查组召开执法检查动员会，

市政府分管副市长及有关单位领导参加。动员会

上，由市人大法制委对《条例》进行辅导讲解，并

邀请市经发局介绍我市能源节约和利用的有关情

况，增强执法检查组对检查内容的了解和知识储

备。７月３０日，召开《条例》自查汇报会，听取市

政府关于我市贯彻执行《条例》的汇报，市经发

局、建设局、交通委、机关事务管理局分别就工业

节能、建筑节能、交通运输节能和公共机构节能的

具体情况作了汇报。当日，检查组前往市行政中

心监控室和人民会堂地下车库进行现场视察，了

解公共机构节能的具体情况。８月３日，检查组

分两组，分赴市公交公司、翔鹭石化等单位视察走

访节能工作开展的具体情况。检查结束后，检查

组对视察中了解到的有关情况进行讨论交流，听

取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回答和解释说明。

二、实施《条例》的基本情况及主要作法

《条例》施行以来，恰逢落实科学发展观、发

展低碳经济战略推行之际，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高度重视节能工作的开展，围绕“十一五”节能规

划和我市工作目标，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取得一

定的成效。２００９年我市万元能耗为０．５７９吨标

准煤，下降了３．３８％。“十一五”期间前４年累计

万元ＧＤＰ能耗降低１１．０３％，完成了“十一五”目

标的８７．５％，超额完成序时进度目标，实现了以

较低的能耗支撑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在省政府

０９年节能考核中，我市以９４分的成绩在全省各

设区市中名列第一。今年八月，我市还被国家发

改委确定为低碳试点城市。

（一）健全组织领导，强化节能目标责任制的

落实

市政府成立了以刘赐贵市长为组长的“节能

减排领导小组”，下设“节约能源办公室”，明确各

成员单位工作职责，确定各分管领导责任分工。

成立了“厦门市节能监察中心”，负责违法用能行

为的监督与查处，０９年累计开出责令改正通知书

３１份，节能监察建议３８份，提出合理用能建议７８

条，确保节能行政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完善规章制度，促进节能工作的依法和

科学管理

《条例》施行后，各级政府部门积极推动配套

政策的出台，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节能政策体系。

相继制定了《厦门市节约能源监察办法》等文件，

及时对《条例》有关规定进行细化，推动立法决策

向社会现实的转化，促进节能行政管理工作步入

法制化的轨道。市质监局、经发局等单位联合成

立能源数据采集工作领导小组，对我市重点耗能

企业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工作做出部署，开展专项

培训、政策支持和计量器具配备等措施，完善节能

测量管理体系和能源计量工作的建设。

（三）开展节能宣传培训，普及节能观念提高

节能意识

通过节能宣传周、中华环保世纪行及建筑节

能博览会等载体，组织大型节能产品展、图片展，

发放宣传资料，进行现场咨询，交流节能技术，宣

传节能理念。开展节能管理培训班，共四批对能

源管理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培训６５０人次。实施节

能表彰奖励制度。０９年市政府评选了“厦门华厦

国际电力发展有限公司”等１０家节能先进单位。

通过电视报刊等多种宣传方式开展节能、节水、节

材、节地等政策的广泛宣传，提高全社会的节能意

识。

（四）各部门注重节能管理，节能工作成效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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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年以来，我市新设计的民用建筑项目已经

１００％符合国家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要求，新建民

用建筑竣工验收阶段１００％执行国家建筑节能标

准。我市成为建设部确定的全国２３个“建筑节能

监管体系试点城市”之一。交通运输节能方面，公

交优先战略实施顺利，公交线路覆盖全市建成区，

１００％乡镇，９５％行政村，截止至０９年底，全市万

人拥有公交车１８．５标台，平均日载客量１８３万人

次，全市公交分担率３０．８７％，位居全国副省级城

市的第五位。公共机构节能方面，市机关多数单

位节能降耗成效明显，市行政中心电能耗年均建

设面积下降１３．２５％，人均下降１１．３２％，水能耗

年均建筑面积下降１４．５％，人均下降１２．６％，车

队公务车辆年均油耗下降１１．３２％。０９年，全省

公共机构节能会议在我市召开，我市的节能经验

和示范项目受到省里和各地市的好评。

三、《条例》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策激励机制还有待完善。《条例》第

四章关于节能技术进步和激励措施的规定是立法

关于采取经济手段推进节能工作的重要内容，但

从一年来的执行效果看，与立法决策的预期还有

一定的差距：新能源推广运用的资金扶持和政策

优惠有待逐步推进；节能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科技

投入需要进一步加大；合同能源管理、电力需求侧

管理和节能自愿协议制度的推广和普及需要加

强。

（二）部分单位和领域能耗增量加大。检查

中发现，近一、二年来，部分公共机构耗能增长加

快。如市卫生局电能耗年均建筑面积增长 ４３．

５％，人均增长４．２８％；水能耗年均建筑面积增长

５９％，人均增长２６．６％；公务车辆年均油耗增长

７．４％。其他承担公共服务的领域中也存在类似

的情形。

（三）能耗统计体系比较薄弱。作为政府宏

观管理和科学决策的基础性工作，能耗统计工作

仍显薄弱，专项的、分解的统计数字难以形成，特

别是来自基层的能源消耗总量统计亟待加强。

四、对进一步贯彻实施《条例》的几点建议

检查组认为，２０１０年是“十一五”的最后一

年，时间紧、任务重，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和谐社会

的建设都对能源的使用和节约提出新的要求，市

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要强化《条例》的贯彻实施，增

强节能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下更大决心，花更

大气力，确保“十一五”节能工作目标任务的顺利

完成。

（一）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注重发

挥节能引导。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在拟定产业发展

规划和产业发展目标过程中，要注重鼓励运用高

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要逐步健全行业耗

能标准，加强能源消费计量和监测管理，制定和落

实能源消耗定额，从源头上抑制高能耗、高污染、

低效益行业和项目的盲目扩张，并进一步完善生

产力落后和能源消耗高产业和项目的淘汰机制。

要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科学运用能

源价格、市场调控的杠杆作用，促进企业改进生产

技术，提升产业层次，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二）夯实节能工作基础，有效加强管理节

能。要继续严格执行节能目标责任制，将各项节

能工作的指标落实到位，责任到人，使各级政府部

门、社会组织特别是重点用能单位进一步明确目

标任务，明确进度安排，明确责任分工，明确保障

措施，明确完成时限，明确奖惩措施；要继续严格

行政管理，落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

查制度、重点用能单位名录管理制度，加强对重点

用能单位的跟踪、指导和监督，及时发现和改进问

题；要注重节能技术的研究和激励措施，对在节能

发明创造、节能挖潜革新等工作中取得成绩的集

体和个人及时予以奖励。

（三）积极采用节能新技术，大力发展科技节

能。各级政府部门要认真落实《条例》第四章的

规定，注重节能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构建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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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节能技术创新体系，鼓

励支持科研单位和企业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高效节能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加快先进节能技术和产品的研发、推广应

用；进一步加大节能投入，根据节能工作的实际需

要，建立节能专项资金与财政收入相适应的增长

机制，加大节能专项资金支持力度，促进节能事业

发展。加强科技节能服务平台建设，积极培育和

发展节能市场服务体系，加强节能中介服务机构

建设，支持节能技术服务机构创新服务模式、拓宽

服务领域、提高服务水平。

（四）要加大宣传培训，注重推进社会节能。

能源节约和利用是一项群众运动，市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应当注重在节能的宣传教育中唤起社会主

体和广大民众的认同感和主动性，提升全社会对

节能工作的理性认知。要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

视和网络等媒体，大力宣传能源节约的重要性，宣

传节能法律法规和重大措施，宣传节能先进典型

和事例，曝光批评浪费能源的不良行为，倡导有利

于节能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倡导文明健康的生

活习惯和消费理念，动员公众力量踊跃参与节能

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使科学用能、节约能

源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为。

（五）政府机关要率先垂范，努力打造节约型

政府。检查组认为，节约能源是全社会的义务，政

府部门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同时，更要争当节

能的表率。我市公共机构节能领域有着广阔的空

间，人民会堂节能设备改造的成功说明，用能设备

设施的及时更新改造将对能源节约起到良好的效

果。各级政府部门一定要把节能当做重要工作内

容来抓，注重用能设施设备的改造维护和更新，减

少不必要的能源浪费；各级各类公务人员要认真

对待节能问题，树立“浪费就是腐败”的节约观，

有效的降低行政成本，节约能源资源。

以上报告，请审议！

附件：

厦门市人民政府

关于节约能源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１日）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自《厦门市节约能源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颁布实施以来，市政府紧紧围绕海峡西岸经

济区建设，以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社会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抓手，不

断加大工作力度，落实各项措施，全市节能工作呈

现出领导重视、部门协作、广泛参与、成效显著、能

耗稳降的良好局面。现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

报告如下：

一、近年来我市在贯彻实施《条例》方面做的

主要工作

（一）节能行政管理工作的开展和相关制度

的落实情况

１．认真开展节能目标责任制评价与考核工作

市政府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工作，成立了以刘

赐贵市长为组长的“节能减排领导小组”以及“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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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市人民政府节约能源办公室”，明确了各成员单

位工作职责，下大力度做好节能工作，确保按期实

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先后出台了《厦门市

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意见》（厦府

〔２００７〕１０４号）、《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下达厦门

市“十一五”期间节能 １２％的指标计划的通知》

（厦府〔２００７〕２９号）、《厦门市单位ＧＤＰ能耗考核

体系实施办法》（厦府〔２００８〕１０２号），建立了全

市单位ＧＤＰ能耗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

市节能办每年组织市直相关部门组成节能目

标责任制考核小组，对我市各区开展节能目标责

任制的有关情况进行考核。考核小组听取各区政

府年度节能工作情况汇报，查看有关文件和资料，

实地查看重点耗能企业，对各区节能工作进行分

析和评估，对检查的意见进行了意见反馈，并将有

关情况进行通报，取得较好的效果。各区节能办

也对所属的重点用能单位组织了节能考核，把节

能考核落到实处。

根据省统计局和省经贸委的统计公告，２００６

年度我市单位ＧＤＰ能耗降低２．２％、万元 ＧＤＰ能

耗为０．６３４吨标准煤；２００７年度降低２．７２％、万

元ＧＤＰ能耗为 ０．６１６吨标准煤；２００８年度降低

２．７３％、万元 ＧＤＰ能耗为０．６吨标准煤；２００９年

度我市单位 ＧＤＰ能耗降低３．３８％、万元 ＧＤＰ能

耗为０．５７９吨标准煤，“十一五”期间前４年累计

完成“十一五”目标的８７．５％，超额完成了序时进

度（８０％）的目标，实现了以较低的能耗支撑国民

经济的平稳增长。省政府节能考核检查小组对我

市２００８年的节能目标责任完成情况进行考核，经

过综合考核评分，厦门市获得了９４分，在全省９

地、市中名列第一。

２．积极开展节能监督检查与节能监察工作

我市不断完善节能监察制度，今年３月市政

府办公厅出台了《厦门市节约能源监察办法》（厦

府办〔２０１０〕５６号），对节能监察工作予以规范；落

实节能执法委托制度，市经发局委托市节能监察

中心开展节能执法工作；编制了《厦门市节能监察

工作手册》，明确日常节能监察工作相关事项。重

点开展了３个领域的节能监察工作：一是对１５７

家重点用能企业进行节能监察；二是对公共场所

空调温度设置进行专项检查；三是对能源效率标

识进行专项督查。２００９年累计完成了对我市４８

家重点用能单位的节能监察，４４家宾馆酒店和大

型商场等公共建筑空调温度设置情况的专项节能

监察，２１家生产经营单位执行能效标识情况的专

项节能监察，累计开出责令改正通知书３１份，节

能监察建议书 ３８份，提出合理用能建议 ７８条。

近日，对我市２家重点用能企业使用国家明令淘

汰变压器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节能执法

对加强企业节能管理工作起到有力的督促推动作

用。

３．贯彻实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

查制度

市政府出台了《厦门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

能评估和审查暂行办法》（厦府〔２００８〕２９２号），

对年耗能１０００吨标准煤的项目开展节能评估和

审查工作。同时配套出台了《厦门市节能评估中

介机构备案暂行办法》、《关于实施〈厦门市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暂行办法〉有关事

项的通知》、《关于公布厦门市节能评估中介机构

推荐名单（第一批）的通知》等文件，形成了比较

完善的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体系。

自２００８年１０月至今，我市对“厦门阳光恩耐

照明有限公司生产照明灯具”等１２个项目组织开

展了节能评估和审查，项目涉及轻工、化工、纺织、

食品和造纸等行业，项目年新增总能耗４１．１６万

吨标准煤。中介评估机构累计提出了１３２项节能

建议，专家评审会累计提出了３８项节能建议。评

审建议被企业采纳实施后，共可节约３．２万吨标

煤，从源头上做好节能工作。

开展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实行节能评估和审查

以来，进行审查的项目所消耗的能源品种符合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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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所在地的供能实际，重点用能设备的选型没有

使用国家限制或淘汰的设备和产品，产品单耗指

标处于较好的水平，所有申报项目均获得了审查

通过。

４．推动测量管理体系建设及能源计量工作

不断完善测量管理体系，为企业节能减排夯

实基础。一是加大测量管理体系宣传和培训力

度，加强引导，提高企业认识，组织了多期测量管

理体系宣贯培训会，共１００多家企业的代表参加

了会议。二是举办现场会，以点带面，推动测量管

理体系工作。组织企业代表前往厦门 ＡＢＢ开关

有限公司参观交流测量管理体系相关工作，现场

学习测量管理体系在提高产品质量和节能减排等

方面的作用。三是出台奖励政策，对建立测量管

理体系的企业进行奖励补助，２００９年对我市 １２

家建立了测量管理体系的企业给予２２万元的资

金补助。四是组织专家做好服务。组织市计量院

专家，多次深入有关企业指导测量管理体系工作，

帮助企业答疑解难，通过加强设备管理、开展人员

培训、落实贯彻制度等手段，切实有效提升企业计

量管理水平。

抓好能源计量数据集中采集工作，提高能源

监测准确性。一是成立机构，加强领导。市质监

局、市经发局、市统计局联合成立能源数据采集工

作领导小组，联合发文对我市重点耗能企业能源

计量数据采集工作做出部署，推动能源数据采集

工作的开展。二是全面部署，专项培训。召开全

市重点耗能企业能源计量数据集中采集及能源计

量数据网上直报工作会议，市质监局、经发局、统

计局先后进行部署动员。三是加强引导，政策支

持。将能源计量工作纳入我市节能先进单位等节

能评优、评先活动的考核指标；对能源计量工作完

成较好的企业，在评选市节能示范工程、市节能先

进单位时予以优先考虑。

加强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指导力度，开

展联合检查抓好落实。要求相关企业制定《监视

测量设备管理规定》、《监视测量设备控制程序》

等制度，定期组织开展能源计量、统计执法检查，

查处重点耗能企业未按规定配备、使用能源计量

器具，虚报、瞒报、伪造、篡改能源统计数据以及不

按规定上报能源统计报表等违法行为。

（二）节能服务机构的建设发展和服务机构

在节能领域的工作进展情况

１．组织征集并发布了第一批评节能评估中介

机构名单。为规范本市节能评估中介机构的评估

行为，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能评服务体系，提高

评估水平和服务质量，根据《厦门市节能评估中介

机构备案暂行办法》的要求，经过网上公开征集、

自愿报名、资格初审、评委会集中评审、公示等程

序，推荐了厦门科诚杰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厦门市

工程咨询中心、厦门市高科节能减排促进中心等

３家企业为第一批厦门市节能评估中介机构。三

家机构积极开展能源审计和节能评估工作，目前

已经为我市５０多企业开展了能源审计，对１０多

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开展了节能评估。

２．组织成立了厦门市节能协会。２００９年１２

月，我市成立了节能协会，目前已有８０多家会员，

该协会在积极开展组织节能学术研究、经验交流、

技术推广咨询服务、宣传和培训等活动，在政府和

行业、企业之间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三）依法加强对重点耗能企业的节能管理

一是对重点用能单位实行名录管理制度，每

年公布市重点用能单位名单。２０１０年公布了年

综合能源消费总量２０００吨标准煤以上的用能单

位共１５７家企业。其中，年综合能耗超过 １００００

吨标准煤的用能单位有５３家，年耗能在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吨标准煤的用能单位共 ３９家，年耗能在

２０００－５０００吨标准煤的用能单位共６５家。除７

家能源加工转换企业外，其余１５０家终端用能单

位２００９年度能源消费总量为２１４万吨标准煤，占

工业总能耗的２／３，占全市能耗的４０％；二是组织

重点企业报送年度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并组织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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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报告进行了审核；三是下发《关于重点用能单

位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及报送备案表的通知》，我

市重点用能企业都聘任了能源管理负责人并报政

府备案；四是实施节能目标三色“监管”制度，出

台了《厦门市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目标“红黄绿”分

类监管暂行办法》，每季根据企业单位产值能耗

（或单位产品能耗）的具体情况，按照差、中、好三

个级别，分别确定红、黄、绿单位，并进行公示；五

是加强能源审计工作，每年对２０家企业开展能源

审计。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提高了重点企业的

节能管理水平，确保了节能计划目标的实现。

（四）建设公共交通服务新体系、推广应用新

能源汽车

１．加快报废更新公交车辆，推进ＣＮＧ公交车

辆投放使用。组织公交集团将国家确定的营运车

辆的使用年限由１０—８年提前到８—６年，将排放

标准达不到国Ⅲ要求的、技术性能较差的公交车

辆提前报废并更新车辆。２００９年更新了 ２３７台

车辆，２０１０年（到５月３１日）已更新１８３台车辆。

同时，加快湖滨中路，会展北、寨上、灌南（机动车

服务中心）等４个加气站的建设，力争２０１０年投

放使用３００辆天然气公交车。

２．优化公交线网，提高公交运营效率。组织

专门人员，以“城乡线网布局一体化、岛内外公交

服务一体化”为总目标，开展岛内外公交线网优化

工作。２００９年调整优化了３８条线路。今年翔安

隧道一通车，为缩短翔安组团群众进出岛时间，提

高公交运营效率，开通了５条公交线路进入厦门

北站，服务区域覆盖同安、翔安、思明等区域，进一

步完善厦门北站与全市各区域的衔接。同时，岛

内外公交一体化公交线网优化方案已基本成形。

３．加快智能公交系统建设，提高公交科技水

平。公交集团公交车辆智能化高度系统基本建

成，已实现超速预警、斑马线前减速报信、滞站预

警等功能。开展《厦门市居民出行调查、公交客流

调查和公交线网规划》的编制工作，已形成初稿，

待正式评审通过后组织实施。

（五）公共机构实行节能目标责任制情况

１．建立健全节能工作组织领导，加强组织与

协调工作。一是建立健全公共机构节能管理体

系，成立公共机构节能领导小组，下发了《关于贯

彻实施〈厦门市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办法〉的通知》

（厦管〔２００９〕５５号），制定了《厦门市公共机构节

能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规划》等规范性文件，加强节能

工作的指导，并及时研究解决节能工作中的困难

和新问题。二是制订具体的节能工作方案。根据

省、市政府年度节能工作的部署和要求，下发了

《厦门市２００９年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要点》（厦管

〔２００９〕２９号）和《厦门市２０１０年公共机构节能工

作要点》（厦管〔２０１０〕１９号）及《关于加强夏季能

源消耗管理的通知》等文件，加强组织计划，促进

节能工作的指导与监管。三是搞好宣传教育，营

造氛围。２００９年印发了《节能图片》和节能宣传

资料共５０００多张（册），营造良好的全民参与节能

氛围，组织开展多种多样的节能宣传活动。

２．建章立制，促进规范管理。一是建立节能

联络员制度。制定了《厦门市公共机构节能联络

员工作办法》（厦管〔２００９〕４０号），加强公共机构

节能工作的业务指导和工作联系，促进信息沟通

和经验交流。二是建立节约型机关建设的制度。

全面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节约型机关建设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加强节约

型机关建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管理。三是建立设

备维护制度。加强对设备维护保养和巡查，做好

监控记录，极大减少浪费，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四

是建立公务车节能管理制度。落实市行政事业单

位每周停开 １天车辆的规定，坚持推行单车“里

程、油耗、维修、安全、守纪”五公示制度，促进节能

降耗，减少公务车辆运行成本。五是建立公共机

构节能督查制度。下发《厦门市公共机构节能目

标责任考核标准》，加强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的督促

检查，并实施年度节能目标责任考核、评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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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节能工作情况与单位、个人工作绩效挂钩，

作为绩效考证的重要依据，有力地促进了节约型

机关建设，充分发挥了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表率作

用。

３．加强节能管理。一是加强公共机构能源资

源消耗管理工作。指导全市开展公共机构能源资

源消耗工作。组织市直机关、各区统计人员进行

能源资源消耗统计工作的动员和部署。加强“在

线网络统计编报”培训，提高编报技能，组织举办

了１６期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耗统计示范试点培

训班，到现场业务指导３８人次，有力地推动了我

市能源资源消耗统计工作的开展。二是突出重点

抓好设备设施技术改造示范项目和节能产品的推

广和应用的工作。认真抓好市行政中心楼宇智能

化升级技术改造项目，使市行政中心能耗下降

２２．５％，为我市公共机构技术改造节能，起到积极

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同时做好多种高效节能产品

的推广工作。三是加强公务车管理，促进节能降

耗。２００９年我市各类公务车辆报废１１８辆，新购

车辆１１８辆，严格有关车辆节油规定，推广使用抵

油耗、节能环保型汽车，加快淘汰油耗高、排放超

标的车辆，新购公务车辆优先采购自主品牌节能

环保型汽车和清洁能源汽车。加强公务车辆使用

管理，促进节能降耗，年度节约公务车辆维修费

３６万元，节约油料费７万元。

４．加强节能督查。一是落实《贯彻实施〈公

共机构节能条例〉专项检查》有关规定。二是加

强年度节能工作的督查，重点检查了贯彻实施《公

共机构节能条例》和《厦门市公共机构节能目标

责任制考核标准》的情况，将监察情况汇总通报，

有力地促进了我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的开展。

（六）建筑节能工作情况

１．严格执行建筑节能设计专项审查备案制度

根据建设部有关规定，我市新建居住建筑自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起全面实施建筑节能施工图审查

与备案制度，不符合节能标准的不予备案。我市

已建立起建筑节能施工图审查与备案制度，出台

《厦门市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审查要

点》、《厦门市建筑节能设计指导意见》等技术文

件，有重点地控制门窗、遮阳及建筑通风采光等节

能措施的落实，对门窗的设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自《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市的建筑节能施工图

专项审查与备案制度已经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

我市新设计的民用建筑项目全部符合国家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的要求。

２．严格执行建筑节能专项验收制度

我市自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日起执行《建筑节能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为切实加强对建设工

程建筑节能进行专项检查和验收工作，根据《条

例》规定和建设部要求，我市的建设项目严格执行

专项验收制度，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设计、施工、

监理等单位实施建筑节能专项验收，并将建筑节

能专项验收报告送至我局备案。不符合强制性条

文规定或专项验收不合格的民用建筑工程，不得

予以建筑节能专项验收备案及竣工验收备案。在

施工、监理、验收环节上严格监督、认真把关、不定

期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工地质量检查。通过建筑节

能专项检查和专项验收，对存在问题责令其整改，

并给予通报。自《条例》颁布实施至今，我市新建

民用建筑竣工验收阶段１００％执行国家建筑节能

标准。

３．推广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为贯彻《条例》精神，我市近两年来进一步加

大可再生能源的推广应用步伐。目前，我市的太

阳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风能和空气源热泵已在

部分项目中得到应用，海水源热泵的应用正在探

索之中。我市已制定《厦门市可再生能源建筑应

用专项规划（试行）》，同时向建设部积极申报可

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城市。近几年新建和扩建

的教学宿舍楼、集体宿舍楼、酒店、以及沿海建筑

多数采用了太阳能集热热水器或热泵可再生能

源。我市积极建设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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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瑞景公园、联发五缘湾１号、香山国际游艇俱

乐部、鲁能?领秀城等项目获得了全国可再生能

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获得国家财政补助资金两

千多万元。据不完全统计，全市使用太阳能等可

再生能源的示范项目建筑面积已达 ２４０万平方

米。我市将推广可再生能源深入到农村建设当

中，在翔安、集美挑选了３个自然村作为“太阳能

示范村”，每村按照５０万元的支持标准，用于扶持

安装太阳能路灯，开辟了可再生能源示范与新农

村建设相结合的典范。

４．大力推广建筑节能产品

我市通过实施建筑节能产品认定、备案和新

型墙体材料认定制度，大力推广使用建筑节能产

品；同时编制《厦门市建筑节能产品目录》供建

设、设计单位选用。自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我市

在全市范围内禁止建设工程中使用黏土制品，全

面落实“禁粘”政策，大力推广加气混凝土砌块、

陶粒混凝土砌块等自保温墙体体系，推广节能门

窗、遮阳产品，节能空调设备、绿色照明设施、节能

利废建材以及其他符合国家建筑节能标准的节能

建材。

（七）落实节能专项资金、积极推广节能先进

技术和产品、新型节能服务方式

１．我市２００８年设立节能和循环专项资金，并

出台了《厦门市市级节约能源和循环经济专项资

金管理暂行办法》（厦财企〔２００９〕６２号），加强对

专项资金的有效管理。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该专项资

金分别安排了４００万元、５００万元、６００万元，主要

用于支持节能示范工程项目建设、能源审计、节能

宣传和培训、节能先进表彰奖励等，各区也都安排

了节能资金用于扶持节能工作。

２．我市积极组织实施重点节能工程，制定了

《厦门市“十一五”重点节能工程行动方案》，对全

市“十一五”重点节能工程进行规划、指导，确定

在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旅游酒店业、商贸

业５大行业，推动燃煤工业锅炉（窑炉）改造、热

电联产、集中供热、余热余压利用、电机系统改造、

能量系统优化、建筑节能、绿色照明等十大重点节

能示范工程建设。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组织实施了三

批厦门市节能示范工程，涉及电机变频、中央空

调、余热回收、注塑机节电及空气源热泵等领域，

大力推动了节能减排技术的研究、推广和应用，力

争完成我市在“十一五”期间建设１００项节能示范

工程的目标。

３．积极推广节能先进技术和产品。近三年

来，市节能办组织开展了四批节能技术和产品征

集活动，累计推荐了７９项节能技术和产品，项目

涉及中央空调节能技术、电机系统节能技术、蓄冷

蓄热技术、余热余能回收利用、绿色照明技术、建

筑节能、热泵系统、太阳能技术、节水技术等。推

荐目录的发布，为我市用能单位积极选用节能新

技术和新产品、淘汰落后的高耗能的技术、产品，

提高企业能源利用效率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４．为推广以上节能示范工程和先进节能技术

产品，组织编制了节能示范工程汇编５０００册分发

有关企业，今年还组织了两次节能示范工程现场

交流与推广会（电机变频节能技改、中央空调和空

气源热泵节能改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５．推广实行节能新机制

为企业开展节能技术改造积极推广合同能源

管理模式，扶持合同能源管理公司的发展。目前

我市已有１０多家合同能源管理公司，在全省名列

前茅。２００９年我市厦门金名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等５家企业开展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获得省节能

专项资金２４０万元的奖励，涉及中央空调系统节

能改造、水煤浆锅炉、空气源热泵、电机系统变频

节能等领域，推动了企业的节能技改。今年征集

的节能示范工程中，厦门市博维科技有限公司等

７个项目也被列为２０１０年度节能示范工程，总投

资２１６６万元，年节能７２００吨标准煤，取得了很好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今年４月国务院办公厅

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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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产业发展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０〕２５号），目

前，我市正积极调研出台合同能源管理的专项扶

持政策，以进一步推动我市合同能源管理公司不

断发展壮大。

严格执行电力“公平、公开、公正”的调度原

则，加强用能管理。在满足电网安全运行的情况

下，优先安排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上网并予以全

额收购。大力推广冰蓄冷技术，我市的冰蓄冷项

目已达１０个，走在全省前列，为提高用电效率、缩

小电网峰谷负荷做出贡献。推进新阳热电厂、同

集热电厂及环能一厂脱硫烟气排放含量数据采集

工作。开展火电机组节能调度，配合上级部门完

成永昌电厂停机工作。省物价局批复厦门地区燃

煤电厂执行我省安装脱硫设施的标杆电价，厦门

电业局严格按照省物价局批复的上网电价，及时

足额向各直购电厂支付上网电费。

（八）积极开展节能宣传、培训和表彰先进工

作

我市积极开展各项节能宣传工作，认真组织

每年一次的节能宣传周活动，举办大型的节能产

品展览展示，为广大企业和市民现场提供最新的

节能技术和信息咨询，引导用能单位及广大市民

选用优质的节能产品。

我市认真组织财政补贴绿色照明推广工作。

根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下达我市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０

年３年３００万支财政补贴高效照明产品的推广任

务，认真制定《厦门市高效照明产品推广实施方

案》，使推广工作得到很好开展，２００８年和 ２００９

年共争取国家财政补贴１１８４万元，将超额完成推

广任务。

我市积极组织节能培训工作。２００９年累计

组织了４场次节能管理培训班，包括能源管理负

责人培训、宾馆酒店节能培训、日本节能管理培

训、能源审计专题培训等，培训了６５０人次。

我市积极实施节能表彰奖励制度，开展全市

节能先进单位和个人的评比工作，２００８年度和

２００９年度共评选“厦门华夏国际电力发展有限公

司”等１９家节能先进单位和５０名节能工作先进

个人，并给予相应的资金奖励。

（九）省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组对我市的

节能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近期，省政府节能办发布了《关于２００９年度

设区市人民政府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情况的通

报》，公布了厦门等３个城市完成了年度万元ＧＤＰ

能耗降低率的目标，并超额完成了年度万元 ＧＤＰ

能耗降低率达８０％以上的序时进度目标。省节

能办充分肯定了我市在节能制度和法律法规建

设、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节能技术产品和示范项目

的推广、重点耗能企业的节能管理和重点领域节

能工作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各方面工作均走

在全省的前列。省节能办从节能目标完成情况和

节能措施落实情况两方面对我市的节能工作做出

综合评价，最终评价厦门市等５个设区市考核结

果为“超额完成”等级。

二、当前贯彻实施《条例》存在的问题及今后

工作目标

尽管我市节能工作取得较好成绩，但经过对

照检查，我市的节能工作与省政府和市人大的考

核要求仍有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节能空间小，

节能指标再下降难度大。我市目前万元 ＧＤＰ能

耗处于全省和全国领先水平，要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推动节能降耗，难度更大，需要的节能投入也更

大；二是ＧＤＰ能耗统计体系比较薄弱，对各区、各

行业的能源消耗总量难以统计，从而对各区和各

部门的节能目标考核带来难度；三是节能监察有

待进一步规范、执法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宽、执法服

务有待进一步深入等。

下一步我们要在认真贯彻落实《厦门市节约

能源条例》的基础上，认真对照省政府节能考核方

案，加强我市的节能组织领导，强化各项工作措

施，规范节能监察工作，强化考核奖励，加强重点

用能单位管理，弥补以往工作中存在的不足，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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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完善能源统计体系，定期公布指标

落实国家“三体系”方案（能耗统计指标体

系、监测体系和考核体系工作方案），加强全社会

能耗统计与监测工作，及时了解各区节能目标完

成情况。建立和完善市、区级能源统计机构，完善

包括三次产业在内的全社会能源统计调查管理体

系。落实能源统计公报制度，定期公布全市和各

区单位ＧＤＰ能耗、单位 ＧＤＰ电耗，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能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电耗等指标完

成情况。

（二）发挥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加大财政投

入

市、区财政落实节能专项资金，用于节能技术

改造项目补助、重点节能产品与工程示范项目补

助、宣传与培训、表彰奖励、能源审计等。市科技

专项资金要安排一定的比例，用于支持节能技术

和产品的研究开发。健全和完善《厦门市新型墙

体材料专项基金管理办法》。充分发挥我市新型

墙体材料专项基金的政策调控和产业导向作用。

加大对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的财政投入，扶持

“十城万盏”和“十城千辆”示范工程。

（三）大力发展新能源和节能产业

制定鼓励政策，支持节能与新能源汽车、ＬＥＤ

绿色照明、太阳能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发

电（主要是城市垃圾发电）等产业发展，大力开发

利用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

加大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规模化应用，建设建

筑一体化的太阳能供热、光电转换、热泵技术制冷

供热、风能发电用于公共照明等建筑节能示范项

目。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５日在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

厦 门 市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执法检查组组长
　黄诗福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厦门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０年工

作要点》，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对《厦门市社

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

２００９年６月以来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现将

执法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执法检查过程

此次执法检查，由８位市人大常委会委员、４

位市人大城建环资委委员、２位市人大代表组成

执法检查组。按照执法检查方案的安排，执法检

查组分别召开了市国土房产局、建设局、发改委、

规划局、财政局、物价局、人事局、机关事务管理

局、市中级法院和区政府、街道办、居委会等部门

和单位，以及社会保障性住房申请人、承租户、购

买人、物业管理企业等行政管理相对人参加的两

场座谈会；听取市政府关于《条例》实施情况的汇

报；实地视察了高林居住区、五缘公寓、集美滨水

小区等保障性住房小区，并入户了解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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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执法检查组进行讨论并形成了执法

检查报告。

二、《条例》贯彻实施情况

市政府不断强化住房保障职能，持续推进住

房保障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截至目前，全市

共规划保障性住房项目 ２０个，共计 ４．５万套住

房，市财政已累计投入建设资金６０多亿元，开工

建设１６个项目共计２．５５万套保障性住房，其中

高林居住区等 ６个项目已交付 １．３万套，已有

９０００多户申请家庭选到自己的住房，并有 ６０００

多户住房困难家庭搬入新居。

１、多管齐下，加大宣传培训。市、区政府及相

关部门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市政府办公厅开办了

“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网站，市国土房产局制

作漫画宣传手册，社区居委会入户动员宣传并发

放法规手册。一年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

及省、市新闻媒体共刊播了３００多篇关于我市保

障性住房的报道。为确保《条例》的正确贯彻实

施，市直相关部门在认真学习《条例》的基础上，

由市保障住房办牵头对各区、街道进行６批次近

１０００人的培训。

２、适时修订，建立政策体系。市政府及相关

部门以《条例》为依据，适时修订了保障性租赁房

管理、经济适用住房配售管理和商品房配售管理

办法，同时制定了公务人员保障性租赁房使用管

理办法、保障性租赁房单列分配对象选房操作规

则等配套文件，形成了以《条例》为主、２０多个规

范性文件为辅，内容涵盖保障性住房申请审核、建

设管理、资金筹措、配租配售、使用管理、监督检

查，具有厦门特色的保障性住房政策体系。

３、市区联动，加强监督管理。市、区相关部门

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共同做好保障性住房管理工

作。为了做好保障性住房申请的审核工作，建立

了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区保障住

房办、市公房中心、市国土房产局逐级进行的“五

级审核”工作机制。为加强保障性住房小区物业

管理，建立了住户协管制度和租金催缴机制，通过

银行代扣代缴、发放租金催缴通知单、上门服务、

发放律师函、单位协助、登报、司法协助等方式收

缴租金。

三、《条例》贯彻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准入和退出制度有待健全。一是准入审查

手段比较有限。对保障性住房申请人收入（资

产）和住房情况进行审查时，主要以个人申报、单

位出具收入证明、地税提供完税证明为主，由于不

少申请人没有固定工作，难以出具收入证明和完

税证明，大大影响了审核的准确性。今年８月起

地税提供的税单中只有纳税额，不再显示收入总

额，影响了审核效率和准确率。二是退出制度不

健全。对取得保障性住房后又拥有其它住房或者

不符合承租条件的，当事人应主动申报并退出保

障性住房。对于不主动申报的住户，如何发现、查

处和强制退出缺乏制度层面的手段。

２、公共设施及配套建设相对滞后。由于征地

拆迁、建设工期等原因，一些保障性住房小区的公

共服务配套还不够完善，供小区居民休闲、锻炼的

公共休闲场所和健身设施比较缺乏，学校、医院、

超市等配套设施建设有待加强。与保障性住房小

区相连的公交线路数量不多，尤其是岛外保障性

住房小区进岛公交的线路和班次难以满足居民需

求。因就学、就医、交通等问题，不少住户周一至

周五仍居住在老城区，户籍空挂在原申请地，给综

治、计生管理增加难度。

３、小区日常管理存在一些问题。由于保障性

住房的住户多为经济困难群体，故保障性住房小

区门口及小区内占道经营、摆摊设点的现象较为

突出。违规改变房屋配套设施、擅自装修的行为

常有发生，尤其是违规改造阳台、安装碰窗的现象

较为多见，严重影响小区外观。小区内无证养犬

现象比较突出，严重影响小区秩序和环境卫生。

此外，保障性住房小区的后期保修机制没有建立，

保修延时现象多，给住户生活造成不便。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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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租赁房承租户和保障性商品房住户混住的小

区，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难以操作。

四、进一步贯彻实施《条例》的建议

１、合理规划，实现以需定建。我市的保障性

住房建设工作起步较早，交付使用的房屋数量较

多，预计今年底可交付２．５５万套。根据房屋数量

较多、市民需求相对稳定的情况，对我市保障性住

房规划应不断进行深化和完善，一方面对市民的

申请数量和要求进行统计分析，同时考虑一定的

提前量和富余量，另一方面从我市岛内外一体化

发展大局出发，结合岛外新城建设同步规划保障

性住房项目，使我市的保障性住房建设规划和年

度建设计划更为科学、合理，实现以需定建、供需

平衡。

２、总结经验，强化监管手段。一要强化资产

审查工作，探索建立房产、税务、工商、机动车登记

部门及金融机构、基层组织之间关于个人收入、家

庭资产、房产状况、车辆情况的信息交换平台，多

部门、多渠道共同开展资产审查工作，形成完善的

资产协查机制。二要建立保障性住房住户信息公

开制度，将保障性住房住户的相关信息在网站上

予以公示，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三要加大协调

力度，完善针对不符合条件的住户的强制执行退

出机制，对骗取保障性住房的违法行为要严肃处

理，以儆效尤，维护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健康运转。

３、加快进度，推进配套建设。相关部门要高

度重视保障性住房的配套建设问题，把它作为当

前工作的重点积极推进。一要加快征地拆迁进

度，各区政府应尽快完成保障性住房及配套设施

用地的拆迁；二要同步推进保障性住房小区周边

的学校、医院、生鲜超市等公建配套的建设；三要

对公交线路进行优化，通过延伸公交线路、开通

ＢＲＴ链接线等方式，增加保障性住房小区的公交

尤其是进岛公交的线路和班次；四要加强小区绿

化，以减少养护成本、增强绿化效果为指导原则，

多种树木少种草，少种甚至不种大王椰子、假槟榔

等遮荫效果不好的树种；五要尽量为保障性住房

小区配建社区活动空间，提供健身锻炼设施，为住

房困难家庭营造更为舒适的居住环境。

４、严格执法，加强日常管理。对保障性住房

小区内违法装修、占道经营、无证养犬等行为应多

加教育和劝阻，对屡劝不改的要严格执法，坚决制

止。尤其对违规改造阳台、安装碰窗的现象，相关

部门应联合行动，开展专项整治，维护保障性住房

小区的整体环境。对占道经营问题，应坚持疏堵

结合的原则，由执法部门与相关管理部门统筹协

调，在保障性住房小区内划定部分场所，或在保障

性住房小区规划和建设时预留一定场所，明确管

理责任和管理措施后作为经济困难群体的临时经

营场所。要建立保障性住房的维修维护管理机

制，加强保障性住房的后期保修工作。配租配售

时，对保障性租赁房和保障性商品房的房源安排

应尽量集中，便于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５、加强研究，完善政策体系。随着我市保障

性住房工作的不断深入，应及时总结、认真分析，

结合国家的公共租赁房政策，不断完善我市的保

障性住房政策体系。比如，可考虑同等条件下适

当增加岛外保障性住房的房屋面积、岛内住户选

择岛外房源可优先选房等优惠政策，引导人流向

岛外移动；根据企事业单位人才经济条件较好、对

住房期望值高的情况，提供人才用房房源时可考

虑其对房屋地点、户型设计的要求，增强我市对人

才的吸引力，促进人才兴市战略实施。再如，根据

厦门外来务工人员多的实际情况，待时机成熟时

可考虑把为厦门发展做出贡献的外来务工人员纳

入保障性住房体系等。

以上报告，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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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社会保障性住房
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７日）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自《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颁布实施以来，市政府紧紧围绕海

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充分发挥中央赋予的先行先

试政策优势，认真履行住房保障职责，在全国率先

提出建立多渠道、分层次、全覆盖的住房保障体

系，大力推进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切实解决中低

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并按照“以人为本、务

求实效、各方满意＂、＂建好、管好、用好社会保障

性住房”以及“保障房源、保障质量、保障配套、保

障安全、保障管理”的工作要求，扎实推进各项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被新闻媒体称为住房保障的

“厦门蓝本”。现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报告如

下：

一、《条例》贯彻实施基本情况

市政府历来十分重视住房保障工作，一直将

住房保障工作作为重要的民生保障常抓不懈。

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３日，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条例》，并于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日起实施，《条例》成为我国首部有

关住房保障的地方性法规。《条例》在总结我市

历年住房保障工作的基础上，对保障性住房的规

划、建设、准入、分配、管理、退出等作出了明确的

规定，确保了我市保障性住房各项工作的有效实

施。《条例》的出台得到了市人大的大力支持，在

市人大高效率的工作和有力的指导下，《条例》对

我市已经实施的保障性住房政策进行了总结和提

升，可操作性强，成为了市政府依法行政的法律依

据。《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市的住房保障

工作开始迈入法制化的轨道，也标志着我市住房

保障政策体系基本建立。

（一）工作机制

社会保障性住房工作涉及市、区、街（镇）三

级政府、十多个政府职能部门和全市四百多个社

区居委会，为做好有关工作，我市建立了由分管市

长直接领导、专门机构负责运作、职能部门齐心配

合、各级政府上下联动的机制，市政府专门成立了

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与管理办公室，协调各级

政府、各职能部门共同做好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

与管理工作。各区政府也相应成立区保障住房

办，各镇政府、街道办和社区居委会也都明确专门

工作人员负责办理社会保障性住房相关工作，特

别是《条例》颁布实施后，使这一工作机制得到进

一步落实，为有效解决我市居民的住房困难提供

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这一机制具有较强的协调

推动能力和较高的办事工作效率，使我市社会保

障性住房各项工作在全国能够处于领先水平。

２００９年６月，思明区还成立了思明区社会保障性

住房服务中心，专职负责辖区保障性住房申请家

庭的资格认定、租金补助标准审核等工作。

（二）宣传工作

为了更好地宣传和贯彻《条例》精神，市政府

高度重视《条例》的宣传工作，在中央、省以及我

市等各大媒体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报

道，据统计，一年多来，各类媒体对我市保障性住

房工作的报道有３００多篇，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

播》、《焦点访谈》、《对话》、《新闻频道》等重点栏

目均对我市住房保障工作进行了专题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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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条例》在全国的公众知晓度得到进一步提升。

除此之外，各区、各职能部门均加大了宣传力度，

较好的宣传了《条例》的精神。如市国土房产局

采用寓教于乐、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条

例》，制作漫画宣传手册、宣传单等进行宣传，将严

肃的法规条款通过生动活泼的形式表现出来，取

得较好的宣传效果；各社区居委会也通过发放手

册、宣传材料、入户动员宣传等方式，贴近群众需

求提高宣传实效。同时，我市还积极开展《条例》

的培训工作，市保障住房办牵头组织市市国土房

产局、建设与管理局等部门到各区、街道进行培

训，一年来共组织了 ６个批次的培训工作，有近

１０００名各区、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培训，

确保了《条例》从基层开始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

（三）资金保障

１、建设资金保障。２００９年，市财政实际投入

建设资金约８．５亿元；２０１０年，市财政预算安排５

亿元建设资金用于社会保障性住房。

２、租金补助保障。保障性租赁房政府补助租

金由市、区财政体制分成比例共同承担，所需资金

预算由区级财政先行安排，市级财政负担部分年

终结算。目前全市已发放租金补助金约３０００万

元。

３、工作经费保障。为了保证社会保障性住房

工作顺利开展，市财政２００９年部门预算安排市公

房管理中心用于保障性住房的有关经费为４１０万

元，２０１０年部门预算安排７００万元，主要用于保

障性租赁房的修缮维护、设备维修更新、危房改造

费用、物业服务费补助费、空置房管理费、政府委

托管理费、监管工作经费、政府承担的公共维修

金、小区智能化管理建设等，从而确保了保障性住

房监管、审核、入户抽样调查及政策调研、公示登

报等经费。各区政府也拨出专项工作经费，保证

各项工作正常开展，如湖里区保障住房办今年已

下拨各街道、社区保障性用房经费共４０万元，工

作经费按照工作基本需求加工作量的原则进行安

排，从而有力地调动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促进

保障性住房工作有序开展。

（四）总体成效

《条例》实施一年多来，市政府依照《条例》的

要求，大力推动我市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与管理各

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市共规划保障性住房项目

２０个，共计４．５万套住房，市财政已累计投入建

设资金６０多亿元，在全市６个区开工建设１６个

项目共计２．５５万套保障性住房，高林居住区等６

个项目共计１．３万套社会保障性住房交付使用，

已有９０００多户申请家庭选到自己的住房，已有近

７０００户住房困难家庭搬入新居。

二、《条例》实施具体情况

（一）规划和建设情况

１、规划建设总体情况。截止２０１０年７月，全

市已规划保障性住房项目２０个，按＂以需定建＂

原则，实际动工建设项目１６个，开工项目用地面

积约１３５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１８８万平方米，

开工建设部分可提供保障性住房２．５５万套，全市

已有１．３万套保障性住房交付使用。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底，大部分在建的社会保障性住房项目将基本

竣工或投入使用，预计到２０１１年，我市中低收入

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

２、规划建设工作措施。一是以《条例》为依

据，着手编制好规划和年度计划。《条例》的出

台，对我市保障性住房的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根据《条例》的规定，市保障住房办组织相关部门

编制了我市保障性住房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的建设规

划和住房保障“十二五”发展规划，对中低收入住

房困难家庭的现状和需求重新进行更为科学的预

测。目前，编制工作已完成初稿，近期将报市政府

常务会研究。二是以《条例》为依据，加快推动项

目建设进展。《条例》出台后，市建设与管理局认

真履行建设职责，积极协调各相关职能部门，各职

能部门各司其责、密切配合；市住宅办作为业主单

位能按要求加快推进已经动工建设的保障性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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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和生活配套设施的建设进度；在建设过程中，

各代建单位、施工单位始终将工程质量和施工安

全放在首要的位置，按照要求共同落实保障性住

房建设工作，依法执行工程招投标制度，严格项目

基建程序，确保建设计划高标准实施。三是以《条

例》为依据，切实做好建设资金保障工作。市财政

局从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财政预算和土地出让

净收益等方面筹集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确

保了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的有效落实，有力保障

了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进度。

（二）申请和配租配售情况

１、审核分配机制。《条例》出台后，各相关职

能部门、区政府、街道办（镇政府）加快工作节奏，

主动作为、靠前服务，严格执行“五级审核、二级公

示、多部门协查”的工作机制，通过建立健全全市

保障性住房申请登记系统、选房系统、房源信息管

理系统等，不断完善操作规程，创新了社区群众评

议小组评议、疑点协查、个案会审、举报联审的资

格审核制度，创新了房源公开、轮候自主选房等分

配制度，通过制度创新确保了申请和配租配售各

项工作的高效、有序。市国土房产局建立完善了

全市居民住房信息系统，较好地保证了对申请家

庭住房情况审核的准确性。同时，我市建立了市

区联动机制，从社区居委会、街道办、区保障办到

市各职能部门，申请家庭的信息均能互通共享。

各区、各职能部门均建立了科学合理的工作流程，

确保了审核、分配等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和透

明度，实现了市民群众对工作人员暗箱操作等违

规行为的零投诉。

２、申请情况。截止２０１０年７月，全市共受理

各类对象申请保障性住房２６５３２户。低收入家庭

申请保障性住房２２７１４户，其中申请保障性租赁

房１９３９６户，申请经济适用房３３１８户；公务人员

申请２８２９户；人才申请６５７户；非低收入家庭申

请保障性商品房３３２户。

３、分配情况。截止２０１０年７月，保障性租赁

房申请户已选房１０个批次、６４８５户，其中４４８４户

已交房入住；经济适用房申请户已选房２个批次、

１７４５户，其中１４０９户已办理购房手续，１２３４户已

交房入住；人才住房申请购买的已选房两个批次、

１５５户，其中１１１户已办理购房手续，申请租赁的

已选房１４０户；公务人员已选房３３５户。目前，各

职能部门均按计划有序地组织选房和交房。

（三）使用管理及日常监管情况

１、规范保障性住房的使用管理。根据《条

例》的有关规定，市国土房产局进一步规范保障性

住房的使用管理工作，出台了《厦门市社会保障性

住房物业管理和委托服务质量考核办法》、《厦门

市社会保障性住房住户档案建立标准和管理制

度》等３０多项管理制度；开发了住户住房情况跟

踪系统，将承租户信息数据与房地产交易登记业

务系统数据库对接，对已经申请保障性住房的申

请家庭购买商品住房情况进行实时动态管理，有

效地监测了保障性住房住户的住房变化情况，从

今年３月份运行以来，该系统已反馈了２３８条住

户购房信息，市国土房产局一一作了核查和处理。

在《条例》的有力支持下，我市保障性住房的使用

管理和监管等工作已初步形成以市国土房产局为

职能部门，市公房管理中心为承办单位，各区政

府、街道办、社区居委会、物业企业分工协作、共同

监管的机制。

２、加强保障性住房小区物业管理。一是建立

了住户协管制度。为提升小区的物业服务和管理

水平，市公房管理中心充分发挥住户的积极性，专

门聘请责任心强的住户作为小区住户代表参与小

区管理，并定期召开住户代表座谈会听取住户的

意见和建议，使小区的管理公开化、透明化。二是

建立租金催缴新机制。市公房管理中心创新了租

金收取方法，实行银行代扣代缴制度，对未按规定

缴交租金的住户，采取发放租金催缴通知单、上门

服务催缴、发放律师催缴函、单位协助催缴、登报

催缴、司法催缴等方法，保障性租赁房的租金收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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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９９．４％，物业费收缴率达９５．２％，物业服务

满意率为９１％。三是加大对保障性住房违规使

用情形的查处力度。对违法、违规使用保障性住

房的行为，市公房管理中心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

及住户所在单位的作用，以耐心劝导和细致工作

使住户主动整改。如管理部门在万景公寓巡查中

发现了３户承租户家中有非共同申请人临时居住

而未按规定申报入住备案的情况，立即进行批评

教育，责令整改，并由物业公司建档跟踪，通过耐

心细致的工作，住户已按要求在规定时限内整改

到位。

３、严格执行退出机制。《条例》赋予了行政

主管部门罚款、依法强制执行等处罚措施，按《条

例》规定，行政主管部门如发现住户擅自将保障性

住房转让、转租、转借或空置等行为，可依法收回

房屋，并依法追究责任。市国土房产局依法加大

对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截至２００９年７月，已对

１９２户住户的原承租公房进行了清退；对８户入

住保障房后发现收入超过规定条件和有其他住房

的住户执行退出，收回保障性住房８套；对１户不

腾退原承租公房的住户给予取消保障性住房承租

资格，收回保障性住房；对２户承租人死亡的收回

保障性住房；对５户在轮候期间家庭收入发生变

化，未按规定如实申报退出轮候的申请户，根据

《条例》规定作出行政处罚，目前行政处罚和罚款

已全部执行，其中 ３户合计 ９０００元的罚款已收

缴。

（四）政策体系建设情况

目前我市已基本建立起覆盖全体市民、分层

次保障的住房保障体系，市政府先后出台了二十

多个政府规范性文件，对社会保障性住房的申请

审核、建设管理、资金筹措、配租配售、使用管理、

监督检查和退出机制等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形成

了具有厦门特色的社会保障性住房政策体系。

《条例》颁布实施后，我市以《条例》为依据，积极

开展政策调整工作。

１、以《条例》为依据，不断完善政策制度。

《条例》出台后，为了确保政府的规范性文件能与

《条例》相一致，市保障住房办牵头各相关职能部

门，依据《条例》规定及时调整修订了《厦门市保

障性租赁房管理办法》、《厦门市经济适用住房配

售管理办法》、《厦门市保障性商品房配售管理办

法》等规范性文件，同时，新出台了《厦门市公务

人员保障性租赁房使用管理办法》、《厦门市社会

保障性住房户口迁移管理办法》（该《办法》的相

关规定已纳入今年８月１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

《厦门市户籍管理若干规定》，并予废止。）等配套

文件。这些制度的完善，为更好的贯彻落实《条

例》的立法精神，逐步解决本市居民的住房困难提

供了制度保障。

２、以《条例》为依据，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在

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条例》的要

求，我们借鉴香港的成功经验，在全国首创了房源

统调制度、登记轮候制度、诚信申报和诚信档案制

度、租金补助制度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制度，使

我市保障性住房政策体系在执行层面领先全国具

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前瞻性。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下一步主要工作思路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存在的主要问题。《条例》实施一年多来，

社会保障性住房各项工作总体比较顺利，各部门

之间的协作比较顺畅，运作机制效率也比较高效，

切实有效地解决了本市居民的住房困难问题。但

在工作中仍然存在这许多的困难和问题。

一是公共设施及配套设施亟待完善，与社会

保障性住房小区相配套的商业、交通、医疗、学校

等配套设施还不够健全。

二是维修维护快速反应机制仍需加强，违规

装修、无证养犬、占道经营、违章停车等违规行为

的执法处理程序有待规范和加强。

三是租金催缴司法执行简易程序和住房强制

执行退出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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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资产协查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对申请

家庭资产情况的真实性审查还缺乏必要的手段，

基层工作人员审查难度较大等。

（二）下一步主要工作思路。市政府将依据

《条例》，继续大力推进我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

与管理各项工作，不断创新机制，完善政策体系，

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性住房的准入和

退出机制。建立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与工商、

税务、车辆管理、金融机构等部门关于家庭收入、

资产的协查联动机制，完善公平、公正的准入机

制；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变化，适时调整保

障性住房的准入标准；加快完善租金催缴执行简

易程序和针对不符合条件住户的强制执行退出机

制。

二是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性住房的管理机

制。出台社会保障性住房的审批规范，明确职能

部门办理相关事务的时限；建立告知和反馈机制，

保障申请人的知情权；简化保障性住房小区公共

设施维修审批程序，明确相关部门管理职责；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应加强职责范围的行政执法力

度。

三是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性住房公共设施

及配套设施建设。对已经交付使用的社会保障性

住房小区存在的诸如生活配套设施滞后等问题，

要认真研究，提出应急解决措施；大力推进社会保

障性住房周边的公交、医院、学校、餐饮项目等生

活配套设施的建设；不断提高物业企业的管理水

平，为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提供更为舒适的居住

环境和服务水平。

四是要进一步加强相关政策的研究。继续完

善出台公共租赁住房政策；进一步完善我市企事

业单位人才、公务人员以及来厦务工人员申请保

障性住房的政策，逐步解决好这类群体的住房困

难问题；相关部门将进一步研究社会保障性住房

政策与人才引进政策、机关工作人员货币化补贴

等政策，统筹考虑企事业单位人才、公务人员的特

殊住房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申请分配方案，推进

人才兴市战略的实施。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厦门市人大常委会
对检查厦门市港口管理条例实施情况报告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对《厦门市港口管理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执法检查审议意见的要

求，现将有关研究处理情况汇报如下：

一、进一步加强对港口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有关加强港口

法规学习宣传的要求，市政府主要开展了以下学

习与宣传活动：一是认真组织港口相关法律法规

的宣传活动，提高港口工作人员、相关企业人员学

法用法的极积性和自觉性。二是组织开展港航法

律、法规的整编工作，对现有的港口、水路运输、航

道及水运工程等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和政

府规章及国际公约进行整理汇编，并印刷装订成

册发给各执法单位及人员，为广大执法人员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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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学习、熟悉和使用好法律、法规提供方便。三是

加强行政执法人员培训，进一步提高执法人员素

质。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和相互交流等办法，

邀请法律专业人士对执法人员进行系统的、有针

对性的培训，定期组织执法人员前往兄弟单位观

摩现场执法，增强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法制观念，

提高执法人员业务素质和实际操作能力。

二、加快港口发展方式转变，努力构建国际航

运枢纽港

６月８日，黄小晶省长在厦召开厦门港提升

工作专题会议，研究如何进一步做大做强厦门港。

会后，厦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于伟国书记、刘

赐贵市长多次作出批示并提出明确要求，市政府

各分管领导积极响应，立即组织相关部门认真研

究，并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进一步解放思想，凝聚共

识，紧紧抓住做大做强厦门港这一难得的历史机

遇，将贯彻落实省政府专题会议精神作为近期我

市“重中之重”的工作。同时，市政府通过认真调

研，提出做大做强厦门港的目标、任务和措施，形

成《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省政府提升厦门港

专题会议精神的若干意见》及其任务分解表。７

月２９日，市政府第 １０７次常务会议对此专题研

究，并将实施方案的具体项目、责任单位、责任人

和时限要求等进行详细分解，做到目标明确、任务

明确、责任明确、务求实效。

（一）明确功能定位，着力抓好国际航运枢纽

港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加快转变港口

发展方式为中心，以构建“大港口、大联运、大物

流”为重点，突出以集装箱运输为主、散杂货为辅、

客货并举的功能定位，着力调整港口功能布局，推

进港口资源整合，强化管理服务理念，提升港口现

代化、规模化、集约化水平，逐步将厦门港建设成

为“管理一流、服务一流、设施一流、效率一流”、

面向世界、具有现代化水平和全球竞争力的国际

航运枢纽港。重点做好“四个突破”：一是积极拓

展国际航线。力争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在 ２００９

年９２条的基础上，年增长５条，到“十二五”末，达

１１５条以上。二是发展壮大国际中转。力争国际

中转在２００９年１７万标箱、占总箱量３．７％的基础

上，年增长１０万标箱，到“十二五”末，全港国际

中转箱占全港集装箱吞吐量的６％以上，名列全

国沿海港口前列。三是建设区域性国际邮轮母

港。力争通过几年的邮轮母港建设和运营，形成

高端邮轮经济商业圈，使其成为厦门经济发展新

的增长点；四是扶持做强做大港航企业。

（二）拓展港口腹地，夯实国际航运枢纽港的

经济支撑。一是拓展海向、陆向腹地。按照“政府

引导、市场运作”的原则，鼓励和扶持厦门港口和

物流企业与内陆地区企业合作建设“陆地港”。

继续扶持和发展海铁联运“五定”班列。利用高

铁开通契机，推动开通“厦门 ～福州”货运班列。

推动福州东站的监管堆场建设具备陆地港的设

施，推动三明、龙岩、湖南等陆地港建设，构筑以前

场铁路物流园为中心，以厦门港为枢纽，辐射内陆

广阔腹地的港口物流网络。继续扶持发展内贸

线、内支线，拓展至浙南、粤东等地的内支线运输，

吸引福州港、汕头港的集装箱货物在厦门港中转。

二是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组织开展第三方物流

发展调研，借鉴泉州美旗集团的经验和模式，研究

借助“物联网”的技术和载体，依托已开发的第三

方物流信息系统，发挥其较高的网上信息跟踪和

物流配送能力，为企业提供海运、空运、拖车、报

送、分拨等一系列综合物流服务。积极参与客户

的供应链管理体系，为企业提供仓储、信息动态管

理与分拣、配送等服务。三是培育大宗专业市场。

重点培育做大电子类产品进口分拨配送、大宗生

产原材料进口分拨配送、大型机械设备进口分拨

配送、酒类进口分拨配送、出口拼箱、台湾水产品

进口交易、区域零担货运、家电配送中心和建材批

发等专业市场。四是争取国家重点战略物资基地

落户。积极争取国家在厦门港布局大型能源、制

造业、粮食或汽车整车进出口等重大战略物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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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落户。五是大力发展临港产业。整合厦门、漳

州两市重要临港产业布局，整体推动船舶制造、修

船业、能源石化、旅游业等临港产业的发展；推进

游艇等海洋新兴、特色产业的发展，大力发展现代

海洋经济，完善五缘湾游艇展销中心配套设施建

设，支持促进海沧排头区域游艇制造基地发展，加

快翔安游艇基地建设。

（三）加强两岸合作，构筑两岸往来的主要通

道。一是加强厦台航运交流。密切与台湾各港沟

通联系，继续深化两岸港口之间、保税港之间的全

面合作，落实与高雄港的合作协议内容，吸引两岸

货物汇集厦门港中转。二是拓展提升“小三通”。

推进五通、东渡等对台客运码头建设，适时增加厦

金航班，争取开通夜航，实现“小三通”客运航线

海空联运行李双向直挂，实现厦金“自由行”。推

动“和平之星”轮尽快投入运营，提升“小三通”运

力。三是推动做强“大三通”。巩固发展“厦门 ～

台中”点对点集装箱班轮航线。研究出台“中远

之星”轮的补贴扶持措施，维持厦门～台湾客滚航

线持续稳定发展。推动厦门保税港区与台湾自由

贸易港区的深度对接。推动刘五店航道涉及金门

水域开放事宜的协调工作，保证刘五店港区泊位

生产运营。四是建设两岸港航信息交流平台。充

分利用厦门海峡航运服务中心的功能作用，实现

两岸航运信息的共享与发布，促进海峡西岸经济

区及周边地区的金融、贸易、物流、信息等各种要

素在厦门港的聚集。

（四）科学规划，统筹国际航运枢纽港的设施

建设。根据省政府专题会议有关“加快推进厦门、

漳州港口管理体制一体化”精神，市政府分管领导

多次率相关职能部门赴漳州市、省交通厅、省政府

进行沟通、协商、汇报，积极推动整合工作。８月

３１日，厦门港口局漳州分局正式挂牌，标志着厦

门港口管理局正式统一行使厦门、漳州两市行政

区划内的港政、航政、沿海水路运政的管理权。整

合后的厦门港将发展成为以国际外贸集装箱运输

为主、散杂货为辅的国际航运枢纽港。一是开展

整合后的厦门港规划修编。从全省港口布局和提

升厦门港的全局出发，启动《厦门港总体规划》修

编工作，年底前完成送审稿编制。二是优化港区

功能布局。根据已有规划成果和港口发展形势，

按照厦门、漳州市城市发展战略和定位，对各港区

进行有效分工，错位发展。三是加快港口基础设

施及配套设施建设。⑴推进现有各港区规划泊位

的调整及建设，重点实施海沧港区、刘五店港区的

码头建设及配套设施的完善，力争至“十二五”

末，全港新增综合货物通过能力６２００万吨；加快

厦门港主航道扩建三期工程等港口航道基础设施

的建设，满足１０万吨级集装箱船舶实载全潮双向

通航，兼顾１５万吨集装箱船和散货船乘潮通航要

求；⑵加快完善港区集疏运体系，重点推进海沧港

区货运通道、前场铁路物流园区与港区连接通道、

东渡港区货运交通等项目，加快完成厦深、龙厦铁

路及港口支线、厦漳跨海大桥、厦成高速、厦安高

速、沈海高速扩建等路网建设任务，推进厦门港与

腹地各中心城市、各级服务中心、重要发展地区的

快速交通设施建设。

三、提高港口管理和服务水平，完善港航发展

环境

（一）完善通关服务环境

在市分管领导的统筹协调下，市口岸办、海

关、检验检疫、海事、边检等部门强化大通关服务

机制，加强联动，不断完善港口通关服务环境。

一是提升国际中转快速通关服务水平。口岸

查验单位积极推广运用国际中转快速通关软件

“国际转运３．０版”、推出船舶预检验等优化通关

服务措施，促进厦门港国际中转业务迅猛攀升。

今年上半年，全港国际中转箱累计完成１８．８１万

标箱，同比去年增长６４１．５１％，占全港集装箱的

比重达到６．８７％。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省政府专

题会议精神，市政府分管领导还多次召开座谈会，

征求码头、货主、航运商、物流商的意见，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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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问题，研究更为有效的措施，提升通关效率。

二是全面实施直通放行制度。根据福建“两

关两检”直通放行和区域通关备忘录规定，对符合

直通放行条件企业，给予直通放行便利。对厦门

辖区企业的进出境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全面实

施直通放行，企业可向所在地报关报检，在完成检

验检疫工作后直接取得通关单。

三是实行进口货物集中查验模式。建立港检

协作工作机制，减少工作环节，完善查验预约模

式，对进口大宗化工、轻纺、机电、食品及动植物查

品全面推行“港区查验为主、周边堆场查验为辅，

积极推进集中查验”的查验模式，实现港区、堆场

现场操作与检验检疫查验有效结合，提高口岸查

验效率。

四是对台口岸通关更加便利。厦门海关对从

台湾进口的鲜活产品推出“保鲜”通关模式，对承

载船舶舱单实行“提前录入、提前确认、提前申

报”，在审单部门设立优先窗口，查验部门接受企

业提前预约，货物随到随验，船边验放；检验检疫、

边检、海事部门也分别制定多项对台通关便利化

措施。

五是厦门边检实施船舶预报检、网上报检等

制度，在厦门港区推行登轮证件“一港通”，构建

边检机关与服务企业通联网络，优化通关环境。

六是厦门海事局正加快覆盖厦漳、东山湾水

域的厦门港ＶＴＳ系统建设，提高船舶安全保障能

力。在口岸查验方面实行“７天２４小时”服务制，

并在厦门湾水域实现“统一的通关流程、监管模

式、查验标准和操作规程”的执法模式。

七是加强“电子口岸”建设。厦门港务控股

集团所属的信息企业积极配合福建电子口岸公

司，推动电子口岸向全省各市覆盖推广。

（二）提升港口管理水平

一是开展专题调研。着手开展建设国际航运

枢纽港的战略研究，查找当前制约厦门港发展的

主要因素，初步提出有效提升厦门港管理和服务

水平、加快建设国际航运枢纽港的对策措施。

二是开展码头资源整合。市国资委牵头，市

金融办、证监局、港口局等部门组成港口资源整合

工作小组，与码头国有股东、外资股东多次沟通和

商洽，初步提出码头资源整合建议方案，即按照专

业分类、股东自愿的原则，采取码头资产评估作价

入股以及股权置换等办法，合并新设股权多元化

的合资公司，适当调整留存公司，拟分别组建设

立：厦门国际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暂名）、东渡

散货股份有限公司（暂名），保留厦门国际货柜有

限公司。两家新公司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决

策、执行、监督机制，董事由各方按股权比例委派，

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组成，总经理分别

由董事会通过公开招聘任用。

（三）努力降低费率，降低成本

市政府相关部门通过调研，采取切实有效的

措施降低相关费率，降低物流成本，务求厦门港的

各类收费在沿海同类港口的收费实现较低水平。

一是开展收费调查。市口岸办、厦门港口管

理局、厦门港务控股集团等单位组成港口收费调

研小组，对厦门港航运商和货主收费情况进行调

查，研究制定进一步降低相关费率和物流成本的

措施办法。

二是研究厦门港两口岸间国际航线船舶港务

费的财政补贴措施。市政府第１０７次常务会议研

究决定，在国家有关船舶港务费征收标准未调整

前，厦门港两口岸间国际航线船舶费由厦门市财

政承担。市财政局主动与厦门海事局协商，根据

省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精神，制定由厦门市级财政

按季度结算方式承担厦门港两口岸间国际航线船

舶港务费（约３０万／年）的具体操作方案。

四、加强厦门海域专业消防力量，努力提升港

口的安全保障能力

市政府高度重视厦门港水上消防工作，加强

救援体系建设和工作指导。厦门海事局、厦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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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局、市公安消防局（支队）等部门密切配合，积

极作为，先后开展厦金航线消防搜救演习、岛礁搜

救演习、海上救援、溢油处置演练与海事系统消防

救生演练等工作，通过联合演习、消防实战等方

式，逐步完善海上消防应急体系。近期，市委陈炳

发副书记召开水上消防救援问题专题会议，詹沧

洲常委、卢士钢常委和潘世建副市长出席，明确要

求新配一艘专业消防船。厦门港口局在赴广州、

大连等地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拿出具体方案报市

政府研究确定。８月３０日，市政府第１０９次常务

会议研究决定：一是由厦门港口局牵头，市财政

局、审计局配合，尽快建造一艘专业消防船；二是

由公安消防部门牵头，积极向上申请成立厦门水

上消防大队，在造船的同时争取同步组建水上公

安消防队伍，组织各项专业培训；三是在水上公安

消防专业队伍未组建之前，仍由厦门港务集团为

主承担厦门港口的消防任务。当前，各相关职能

部门正在按照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开展相关工

作，确保厦门港水上消防安全。

五、探索建立港航综合执法体制，进一步提高

执法效率和水平

（一）充实基层执法力量

当前，厦门港的港口、航道、水路运输和质量

安全监督行政执法还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政、分而

治之的状态，不利于行政执法资源的共享和行政

执法效率的提高。下一步要加大对港口水域的行

政执法整合力度，从整治水域工程船、泥沙船违法

卸泥的案件入手，做到管理与处罚并重。要将上

述船舶纳入水路运输营运的管理范畴，提升此类

船舶在厦门港营运的市场准入门槛。对那些屡次

违法的船舶要列入“黑名单”，勒令其退出厦门港

水运工程建设市场。要充分利用港口局下属３个

港口管理站站点分布广、人员数量较多的优势，加

强码头港区一线的巡查和监管，力求解决港政执

法力量薄弱的问题。

（二）探索建立综合执法体制

抓住厦漳港口整合有利时机，整合港政、航

政、运政和质量安全监督行政执法力量，积极争取

上级的支持，组建统一的港航综合执法队伍，以适

应港口一体化整合后范围扩大，职能增加的港航

行政执法要求。同时认真做好港航行政执法监督

管理工作，完善监督制度：一是加强内部监督，成

立港航行政执法监督小组，建立建全行政执法监

督机制；二是重视社会监督工作，设置举报电话、

举报箱等措施，广泛接受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

监督，使港航行政执法逐步走向规范化。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罢免叶剑平的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职务的决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６日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四十八条的规

定，鉴于叶剑平涉嫌经济违法，厦门市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向常务委员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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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关于提请审议罢免叶剑平的福建省第十一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议案》。经厦门市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

议，决定罢免叶剑平的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职务，并报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

厦门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６日厦门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黄国彬为厦门市旅游局局长；

洪成宗为厦门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

王德贤为厦门市外商投资局局长。

决定免去：

林建农的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职

务；

陈爱京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职

务。

免去：

林健的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吴海燕的厦门海事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

判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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