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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廈門跨境電商發展情況 
 

 廈門開展跨境電商的七大優勢 
 

 廈門主要扶持政策 
 



 

      隨著“互聯網+”的興起，“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成為

時代的潮流。特別是跨境電商，在大陸發展迅猛，成為熱點

和焦點。跨境電商，是當今時代最具商機的領域、也是兩岸

經濟合作最具前景的領域。 

前言 



據估算： 
 
2014年廈門跨境電商交易額約800億
元，同比增長30%。 
 
其中：跨境B2B約770億元，跨境零售
約30億元（出口10億，進口20億） 
 
另有進出境郵（快）件1857萬件，因
沒有報關金額未納入統計。 
 

廈門跨境電商發展情況 



 
 

今年上半年廈門跨境電商交易額約
500億元，同比增長60% 
 

其中：跨境B2B約470億元，跨境零售
約30億元（出口10億，進口20億）， 
 

另有進出境郵（快）件523萬件，增
長223%。 
 

廈門跨境電商發展情況 



 
2014年全國跨境電商交易額： 
  3.75萬億元，同比增長39% 
 

其中跨境零售4492億元 
（進口1290億，出口3202億）。 
 

 
以上資料表明，廈門的跨境電商呈
爆發式增長。 
 

廈門跨境電商發展情況 



廈門80%的外貿企業運用阿裡巴巴、環球資源等平臺開
展跨境B2B業務，有部分企業運用亞馬遜、天貓國際、
Ebay等平臺，試水跨境B2C業務，並取得良好業績。 
 

5月份，亞馬遜與廈門市政府正式建立了戰略合作關係，
專門開設了亞馬遜臺灣館，並擬在廈門設立區域集貨物
流中心。 
 

日前，廈門正著力推動引進跨境電商體驗中心，鼓勵
開展跨境進口商品零售線上線下業務。 
 

廈門跨境電商發展情況 



廈門開展跨境電商的七大優勢  

政策優勢獨特 

市場容量巨大 

通關平臺順暢 

園區設施完善 

產業配套齊全 

物流通道高效 

發展前景廣闊 



 廈門電子商務發展起步早、速度快 
 2011年被國家列為電子商務示範城市 
 2013年，廈門被國家列為現代服務業試點城市，國家將在  
   2014-2016年三年每年給予3億資金，用於支援電子商務及跨  
   境電商等三大領域發展 
 2014年海關總署同意廈門開展廈台海運快件 
 今年廈門市政府出臺促進電商電商發展若干政策，與同類沿 
   海城市比，廈門的政策力度大、針對性強、受益面廣 
 今年5月，廈門獲批自貿試驗區，將迎來跨境電商發展的春天 

 政策優勢獨特 

廈門開展跨境電商的七大優勢 



 廈門是中國最早的經濟特區、計畫單列市。 
 廈門外貿進出口占全省半壁江山。 
 廈門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支出均位居大陸前六位。 
 據阿裡研究院發佈了報告，2014年廈門電子商務發展指數在中
國名列第六位，較2013年上升2個名次，企業網路零售、人均網購
水平均位居全國前4位。 
 廈門與泉州、漳州構成閩南金三角，佔據福建省60%的經濟總
量，這裡，聚集著大量的實體產業，如紡織服裝、鞋帽、食品、
日用品、工藝品等。 
 

市場容量巨大 

廈門開展跨境電商的七大優勢 



 2014年我市跨境電子商務產業園建設完成投入運營 
 
 2015年7月我市跨境電子商務直購進口正式上線運行 
   標誌著我市進入跨境電子商務“進出兼通”城市 
 
 我市跨境電商還可通過海、陸、空和郵路進出境，是國內    
   跨境電商運輸線路最為豐富的城市之一。 

通關平臺順暢 

廈門開展跨境電商的七大優勢 



下一步： 
 
 完善跨境電子商務平臺建設 
 
 進一步探索建立跨境電商“一站式”物流服務體系 
 
 建設跨境商品體驗中心等多種跨境電商模式 
 
 以及大力發展兩岸跨境電子商務等 
 
 全面推進廈門跨境電子商務快速健康發展 
 

通關平臺順暢 

廈門開展跨境電商的七大優勢 



  廈門海關： 
 
完善跨境電商和海運快件監管模式和通關作業流程 
 
推進“單一視窗” 
 
進一步簡化跨境電商商品歸類和備案 
 
設立專門通關視窗，全面推廣無紙化通關作業 
 
對跨境電商監管實行全年（365天）無休日 
 

貨到監管場所24小時內辦結海關手續的作業時間和
通關時效要求。 
 

通關平臺順暢 

廈門開展跨境電商的七大優勢 



  廈門檢驗檢疫局： 
 
制定跨境電商產品“負面清單”和相關備案監管細則 
 
簡化放寬企業及其產品備案方式、方法 
 

簡化查驗流程和促進無紙化通檢 
 

對跨境電商及海運快件個人物品實施“只檢疫、免檢驗”模式 
 
對需檢驗的跨境電商產品及台海運快件實施關檢一次備案、一次 
  申報、聯合查驗 
 

通關平臺順暢 

廈門開展跨境電商的七大優勢 



廈門自貿試驗區電子口岸： 
 

依託建設廈門國際貿易單一視窗，充分考慮了廈門企業和政
府管理部門跨境電子商務通關服務、資訊共用、互聯互通的需
求，通過提供標準介面實現與電商、物流、支付等企業系統、
分揀線系統聯網，將企業在跨境交易活動中產生的電子訂單、
電子運單、電子支付憑證等資訊作為海關、檢驗檢疫等監管部
門通關手續的隨附單證，將海關、檢疫檢疫等部門的查驗、放
行資訊交換、傳輸到分揀線系統，實現跨境通關申報無紙化和
相關管理部門的高效管理。 
 

通關平臺順暢 

廈門開展跨境電商的七大優勢 



廈台海運快件是廈門開展跨境電商的優勢和有效通路 
 

廈門已開通經金門中轉的廈台海運快件航線，目前每週2班，
8月份將加密為每週5班 
 
廈門正推動開展廈台海運快件項目對接活動，理順兩岸海運
快件監管流程，理順廈門經金門中轉臺灣海運快件雙向通路 
 
廈門將開通廈歐班列，也將為廈門跨境電商注入更多商機和
活力 
 

物流通道高效 

廈門開展跨境電商的七大優勢 



廈門跨境電商產業園引入物流、代運營等專業服務企業形成跨
境電商產業生態鏈，為跨境電商提供全程快捷服務 
 
跨境電商產業園一期8200平米已基本投入使用，主要用於海關
監管、口岸單位駐場；二期新建5萬平方米，將用於跨境電商代運
營、申報服務、快件、物流企業招商 
 

各區都推動設立電子商務專業園區，為跨境電商招商築巢引鳳。 

園區設施完善 

廈門開展跨境電商的七大優勢 



 
廈門背靠漳州、泉州，與臺灣一水之隔，城市環境優美，發展
水準較高，吸引著大量電商高端企業和人才進駐 
廈門擁有一批專門從事跨境電商代理運營、行銷推廣、策劃設
計、分銷應用、人才培訓、拍攝服務等業務的專業服務企業 
 
廈門也擁有一批專門開展國際物流、境外倉服務的物流服務企
業，可以為跨境電商企業提供一條龍服務。 

產業配套齊全 

廈門開展跨境電商的七大優勢 



發展前景廣闊 

 

廈門開展跨境電商的七大優勢 

    2015年4月21日，福建自貿區正式掛牌後，廈門將進一步完善集疏運體系和口岸通
關功能，通過兩岸海快專區協同打通大陸通過廈台中轉至全球的跨境電商物流新通道，
以此樹立廈門跨境電商核心節點城市地位，提升兩岸貿易便利化服務水準，充分發揮
跨境電子商務在打造“雙引擎”，實現“雙目標”戰略中的重要作用，為“21世紀海
上絲綢之路”核心區域的發展添磚加瓦! 



國家現代服務業試點城市政策 
 
廈門本市扶持政策 

廈門的跨境電商扶持政策主要分為二塊 

廈門主要扶持政策 



主要扶持跨境電商大項目，對2014-2016年投資超過
1000萬元、公益性強、公共性強、技術先進、模式創新
的專案，經評審給予總投資的30%補助，補助上限為
3000萬元。 

國家現代服務業試點城市政策 

廈門主要扶持政策 



扶持電商平臺：對經評審認定的具公共性、示範性和帶動
性的電子商務平臺，按其上年度投入費用補助30%，每年上限
200萬元，最多補助3年。 
 
扶持發展跨境零售：按每200萬元獎勵1萬元，第一次納統
企業上限110萬元，非第一次納統企業上限250萬元。 

廈門本市扶持政策 

 

廈門主要扶持政策 



支持重點企業發展： 
 
 對重點電商平臺企業、應用企業辦公場所按200元/m2給予
補助，上限100萬元，最多補助3年 
 

 對重點電商企業電商配送中心、境外倉、進口保稅倉、境
外展示體驗中心，給予一次性補助100元/m2，單個設施上限
100萬元，單家企業上限300萬元 
 

 對重點電商企業人才培訓按上年度的電商營業收入規模核
定人員指標和名單給予相應的補助 
 

廈門本市扶持政策 

 

廈門主要扶持政策 



針對跨境電商的扶持 
 
    目前，我市即將出臺促進跨境電商扶持政策，
對企業開展跨境電商國際物流費用、專業服務、場
地操作、招商均有較大力度的扶持。（有關政策可
登錄廈門市商務局網站查閱） 

廈門本市扶持政策 

廈門主要扶持政策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