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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办理营业执照的过程非
常顺畅，只花了 10 多分钟就顺利
拿到了，工作人员的态度也非常
好。真是太方便了！相信之后大陆
还会继续推出新的政策，落实同等
待遇，吸引、帮助台青前来就业、创
业。”统柚木业（昆山）有限公司总经
理、90后台青陈由杰说。

国务院台办、商务部、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实施《关
于做好台湾居民在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试点地区申请设立个体工商户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作为主要受惠群体，大陆各地台青
对新政充分认可并积极响应。

“新政一出炉，我马上盯着开
放行业的目录清单看，发现纸制造
也在其列，第一时间就跑去办理。”

《通知》发布仅两天，陈由杰就申领
到江苏省首张新增开放行业的台湾
居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大显身手

“我一直很想试水纸制造业
务，不过之前台商个体工商户的经
营范围只有24项，范围之外的要进
行外资审批，门槛高、时间长、手续
繁，就被迫搁置了。”陈由杰说，新政
的出台，为台商在大陆发展提供更
多利好，道路从此更加宽广。

陈由杰这次申领到的营业执照
经营范围中，包含纸制品制造等项
目，属于新政新增的内容。早在
2007 年、2011 年、2015 年，大陆
有关部门分别出台关于台湾居民在
大陆申设个体工商户的 3 份文件，
新政较之以往开放行业大幅增加，
由24项扩展到122项，涵盖《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同时开放地域进
一步扩大，包含 27 个服务贸易创
新发展试点地区。

目前 3 份政策文件仍在执行
中。截至 2021 年底，登记注册台

湾农民个体工商户359户，台湾居
民个体工商户 9926 户。新政出台
后，在文创、乡村振兴、服务业等
许多台湾具有发展优势、台胞经营
意愿高的行业，台胞台青都能更好
地一展身手。

“比如文化娱乐经纪人、茶饮料
及其他饮料制造、宠物服务、焙烤食
品、糖果巧克力及蜜饯制造，还有手
作文创类等，这些都是台湾的优势
产业。”厦门启达台享创业服务有限
公司联合创始人、台青范姜锋说。

轻松起步

“我为自己开的一家保健馆申
请营业执照，门店不大，是小本创
业。”了解新政后，台胞陈玉喆近
日来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行政服
务中心，顺利办理了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当地在咨询、注册等环节
提供跟踪式服务，针对台胞可能不
熟悉大陆政策法规、不习惯使用简
体汉字等情况予以帮助指导。“很
用心、很贴心。”陈玉喆对新政赞
不绝口。

在陈玉喆看来，相较于设立公
司，个体工商户申办只需1人，没
有注册资金要求，纳税额也小，这
种“轻骑兵”“渐进式”的创业模
式适合台青起步创业。

“大陆政府部门重视和关怀台
胞，出台相应优惠方案，给予政策
支 持 ， 在 大 陆 创 业 是 件 幸 福 的
事。”台青廖伯元扎根武汉 15 年，
作为台商二代，家里主要从事摄影
行业。捕捉到网络发展商机，他决
定成为个体工商户，主营网络咨询
和广告宣传。廖伯元说，比起申请
公司，个体工商户办理流程十分高
效精简。“轻资产、轻运营，纳税
额也比较合适。”

“让安全、美味的食品从牧场
直接来到餐桌，这是我的创业梦。
门店选址装修、证照和税务办理等
都非常便捷，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
的指导，让我迈出了踏实创业的第
一步。”武汉捷士鲜甄选肉铺创办
人、台商张若蓝说，“新政对于台
湾同胞而言，是振奋人心的好消
息，也为大家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
和选择。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台湾朋

友想来大陆创业、安居，因为民众的
福祉就在于未来有梦可追、有事可
为，共同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扩容发展

“新政出台，不仅减少了台商
的申报环节和办事时间，而且可以
让台胞通过‘轻资本’实现项目落
地，先熟悉大陆的市场和环境，再
进一步考虑扩容发展。”台商黄世
彰在海口投资的钓虾馆“海角一
号”近日开门迎客，这是台胞个体
工商户借新政“东风”在琼投资的
首个项目。

黄世彰介绍说，室内钓虾活动
兴起于台湾，操作简单，方便上
手，老少皆宜。“海角一号”钓虾
馆采用台湾钓虾馆模式经营，将钓
虾娱乐与餐饮融为一体。客人不仅
能在此体验钓虾乐趣，还能品尝到
蚵仔煎、三杯鸡等正宗台湾菜。

“开业这些天来，生意很好，
高 峰 期 一 天 店 内 客 流 量 近 300
人。”黄世彰说，他十分看好海南
自贸港广阔的市场前景，积极在当
地布局店铺，“加码”投资，加大
推广。“顺利的话，计划年内再开
一家店。”

台青邱智良在贵州贵阳定居发
展十余年，几年前，他与母亲一起
创办“宝岛阿嬷”台湾私房菜餐
厅，主营台湾海鲜料理和特色热
炒，同时售卖各式台湾小吃及伴手
礼。因菜肴独特地道，邱智良的餐
厅生意红火，也成为在当地打拼台
湾青年的“食堂”。近日，邱智良
申领到新政后贵州首张台湾居民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有了它，我就可以开分店让
更多人吃到台湾美食了。”邱智良
说，“国家对台胞的政策越来越
好，我们也要抓住机遇，积极开拓
自己的事业版图。”

台胞点赞个体工商户新政——

“在大陆创业是件幸福的事”
本报记者 张 盼

台青陈由杰 （中） 申领到江苏省首张新增开放行业的台湾居民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受访者供图）

台青陈由杰 （中） 申领到江苏省首张新增开放行业的台湾居民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受访者供图）

新华社上海4月10日电（记者潘清）
“每天 18 时，公司都会以视频会议的方
式，检讨当天的防疫工作。平时，生产主
管会在群里沟通相关情况和需求，并按要
求参与地方防疫部门安排的核酸检测和抗
原自测。”台企富士迈半导体精密工业

（上海） 有限公司总管理处处长刘忠说。
芯片制成设备制造商富士迈 2005 年

正式落户上海松江区。近年来，全球半导
体市场需求持续旺盛，富士迈实现了稳健
成长。

面对上海新一轮疫情，在松江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委会、松江区台办等部门指导
和协调下，富士迈从 3 月 31 日开始进行

“封闭生产”。工厂为 679 位留守厂区的员
工准备了充足的食材等物资。包括刘忠在
内的逾100位员工采用远程方式居家办公。

“目前留在厂区的员工人数大约是平
常的 65%，能够基本保证公司运营目标的
达成。公司会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包括
午间休息时播放轻松的音乐、为患病的员
工提供就医送药帮助等。”刘忠坦言，封
闭环境下员工心态肯定会发生一些变化，
但大家都相信，依托严密的防疫措施，曙
光很快就会到来。

上海近期陆续采取全域静态管理、全
员核酸筛查、全民流调排查、全面清洁消
杀等综合防控措施，分批实施、无缝衔
接，真正把风险人群管住，尽早实现社会
面清零。

配合上海防疫政策，不少上海台企和
富士迈一样，在确保疫情防控措施到位的
前提下进入“封闭生产”模式。

坐落于松江区的台积电 （中国） 有限
公司实行了厂区和宿舍“两点一线”闭环
管理。平时公司约有2400名员工，目前在
公司加上居家办公人员，约保持七成人
力，仍可实现“满产”。

“疫情以来，许多企业已将防疫物资
库存‘水位’拉高。台积电也储备了足够
的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物资。公司有
食堂和宿舍，承包商本身有完善的生活物
资供应链，员工吃住都有保障，士气还不
错。”台积电 （中国） 有限公司资材暨公
共关系处总监胡恩台说。

作为“落沪”近20年并在A股上市的
台企，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位于上
海的三家工厂也在疫情下坚持生产。

该公司第一时间采购了睡袋、睡垫、
洗漱用品等基本生活物资，确保留守厂区
的员工拥有完善安全的居住环境。除了提
升供餐标准、延长供餐时间，公司还不定
期发放牛奶、面包、饮料等食物，满足员
工的营养需求。

环旭电子相关负责人透露，公司人事
部门每天都会收集员工的疑问和反馈，及
时做出解答，并通过心理疏导、举办在线
卡拉 OK 活动等方式，帮助员工们缓解焦
虑情绪。

总部设立在上海并在全国拥有30多个
生产基地的旺旺集团也在人员管理、生产
管理、产品运输和销售等每个环节严格落
实防疫流程。在厂主管 24 小时待命，居
家主管线上合作，保证了员工安全及工作
运转。

由于跨省运输和出口海运空运面临较
大压力，物流成了众多上海台企当下的最
大困扰。不过，多家台企均表示，随着上
海防疫工作的不断推进，相信这一问题会
很快得到解决。

“新一轮疫情下，台企难免受影响，
但大多数台商都对上海保持信心。”上海
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李崇
章说，在与这座城市并肩抗疫的同时，台
商也期待出台更多扶持政策，帮助企业渡
过难关，迎来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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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澳门4月11日电（记者
刘刚、李寒芳） 位于澳门东亚运动
会体育馆的社区治疗中心 （方舱医
院） 11日亮相，月底将在此举行跨
部门演练。

这一方舱医院目前属于临时演
练场地，共有50张病床，分为治疗
室、急救室、病床区等区域，造价
约20万澳门元，拆卸后的设备大部
分可重复使用。

澳门仁伯爵综合医院医务主任
李伟成介绍，将按照疫情变化等适
时调整方舱医院的医疗配套和策
略，初步计划配备20名医生、40至
50 名护士。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

（澳门） 已完成相关培训，将成为首
批进驻提供服务的医疗团队。日后
如有需要，可向其他机构调配人力
和物资，或者向内地请求支援。

李伟成表示，特区政府也和民
间团体合作培训医生和护士等进行
核酸采样工作，下阶段将为他们提
供方舱医院服务流程指引和培训。

据悉，根据方舱医院的一体化
病人管理系统，居民可以查询是否
有家人入住，以及患者的行踪等。
患者出院后有医生和护士专责追踪
了解其健康状况，直至其完全康
复、健康码转为绿码为止。

根据近日公布的 《应对大规模
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预案 （第一
版）》，为应对出现较大规模的社区
传播，特区政府拟增加不同层次的
隔离设施，包括在东亚运动会体育
馆、运动员培训及集训中心成立社
区治疗中心 （方舱医院） 等。按照
该预案，当感染者总数超过 50 人
时，开始筹备启动方舱医院。

澳 门 方 舱 医 院 亮 相
月底进行演练

澳 门 方 舱 医 院 亮 相
月底进行演练

本报澳门4月11日电（记者富
子梅） 澳门多机构近日联合发布研
究报告，建议特区应以“国家所需、澳
门所长”为原则，结合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建设以及特色金融、大健康、
文化基地等澳门着重发展的产业领
域，做实做深澳门平台，更加紧密中
国与葡语系国家之间的联系。

该报告题为《“一带一路”背景下
澳门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关
系中的平台作用研究》，由澳门基金
会赞助，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
院、澳门“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澳门
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完成。

报告指出，资金融通是“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澳门可以
突出发挥作为葡语国家人民币清算
中心的优势，以特色金融辐射珠江
西岸及泛珠西地区、葡语系、西语
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区域
市场，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报告提出，在中葡文化交流方
面，澳门应通过创设多样化交流活
动、搭建品牌化交流平台、构筑常
态化交流格局等手段，进一步完善

人文交流合作的统筹推进机制，以
交流互鉴促进共同发展。

报告建议，在助力青年创新创业方
面，特区政府应充分发挥“青年创业孵
化中心”的作用，为内地、澳门和葡语系
国家青年提供支援，并落实“中葡青年
创新创业交流计划”，鼓励中葡青年科
技合作，定期组织“中葡青年考察团”。

报告课题组负责人代表、城大
葡语国家研究院院长叶桂平表示，
澳门宜结合中葡平台定位，以平台
经济模式发展特色金融；以中小企
业为轴点，创新与中小企业的合作
模式；以区域合作和民心相通为纽
带，深化内地、澳门和葡语系国家
在卫生防疫及健康产业领域的合
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澳门“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
周平期望澳门能进一步扩展中葡平
台服务功能，与横琴粤澳深合区的发
展对接，与“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
展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标准对接，与葡
语国家的发展需求和贸易服务项目
需要对接，形成高效务实的中国与葡
语国家经贸合作服务项目集散地。

澳门发布研究报告：

更好服务中国与葡语系国家联系

本报澳门4月11日电（记者富子
梅） 记者从澳门特别行政区旅游局获
悉，澳门大赛车博物馆近日新增 360
环景导览，让居民和旅客可先在线上
参观虚拟博物馆，进而吸引他们亲
身到场体验。旅游局希望通过多元

化互动方式，让参观者深入了解澳门
格兰披治大赛车的历史及知识，推动

“旅游+体育”跨界融合。
据悉，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引入360

全景虚拟导览技术，以逼真的效果把
博物馆的展区空间、场地布置及展品

呈现在观众眼前。居民和旅客只需到
访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官方网站线上虚
拟参观专页，就可通过线上虚拟导览
方式从多角度参观博物馆。

澳门大赛车博物馆近期还与澳门
航空合作推出活动，由3月1日至6月
30日，凡搭乘澳门航空到访澳门的乘
客，出示 7 天内有效的澳门航空登机
牌，可享博物馆门票买一送一优惠。

澳门大赛车博物馆推动“旅游＋体育”融合

新华社台北4月11日电（记者徐
瑞青、何自力） 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
挥中心 11 日公布，新增 630 例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分别为 439 例本土个案
及 191 例境外移入，另确诊个案无新

增死亡。本土疫情持续延烧，目前岛
内所有县市均有确诊案例报告。

指挥中心表示，今日新增的 439
例本土病例，为216例男性、223例女
性，年龄介于未满 5 岁至 80 多岁，其

中包含 223 例无症状感染。个案分布
以新北市145例为最多。

今日新增境外移入个案为 96例男
性、91例女性、4例调查中，年龄介于未满
5岁至70多岁，以来自越南31例为最多。

指挥中心统计，截至目前台湾累
计 7393751 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
通报，其中28040例确诊。

台湾新增630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