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园镜头

报名参与路演项目数十个，百余家投资机

构强势围观……在刚刚落幕的全国集成电路

“创业之芯”大赛首次线上专场对接会上，一批

涉及核心芯片、数字孪生、5G 核心元器件等前

沿科技领域的项目脱颖而出。这项由福建省晋

江市政府承办了三届的赛事，已成为较早专注

集成电路领域中早期项目的全国性赛事。

大赛出台了全国首份《集成电路人才认

定标准》，制定了全国领先的集成电路人才

优惠政策，创业团队和项目经评审累计最高

可 获 近 2000 万 元 资 金 扶 持 …… 一 系 列 举 措

不 仅 展 现 出 晋 江 对 未 来 产 业 发 展 的 构 想 及

决心，也承载着这个全国县域经济“领头羊”

之一的“芯”梦想：以福建省集成电路产业园

为“圆心”，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集成

电路产业集群，丰富发展新时代“晋江经验”

的新内涵。

集成电路被喻为国家“信息工业粮食”，

发 展 集 成 电 路 产 业 已 上 升 为 国 家 战 略 。

2014 年 6 月 ，《国 家 集 成 电 路 产 业 发 展 推 进

纲要》发布，结合福建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布局，晋江大力推进福建省集成电路产业园

落地建设。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晋江探索走出了一

条独具特色的县域发展之路，形成了拥有两个

超千亿元和五个超百亿元的产业集群，“世界夹

克之都”“中国鞋都”闻名中外。

已在传统产业领域做得风生水起，晋江为

何还甘冒风险进军新兴产业？爱拼敢赢的晋江

人，不忘居安思危，晋江的优势产业集中在传统

制造业，要转型升级、打造全产业链优势，需要

高新产业的引领和融合发展。

2016 年，晋江市提出“打造国际化创新型

品质城市”。在“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

统产业的关系”的引领下，晋江敏锐地抓住了国

家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战略性机遇，把集成电

路产业作为重点培育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新一轮

发展的重要引擎，成为驱动晋江产城人融合创

新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目标既定，规划 2.4万亩的福建省集成电路

产业园，随之徐徐展开一幅壮丽的画卷。

前瞻性布局

品牌之都再立“芯”潮头

这是一次令人振奋的“突围”。

随着 5G时代的到来，核心元器件——射频

器件的需求将大幅增加。有分析机构预测，到

2023 年射频前端市场规模有望突破 350 亿美

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14%，快速增长的市场让

众多企业看到了机会，打造自主射频供应链成

为他们追求的目标。

入选晋江市高层次人才“海峡计划”项目团

队的晋江三伍微电子有限公司正是其中的佼佼

者，“公司将从 5G 射频前端开关出发，延伸至

5G WiFi射频前端模组，进入 5G 手机射频前端

PA，积极打造有核心竞争力的国产自主射频供

应链。”三伍微电子有关负责人说。

三伍微电子的底气源于其研发团队拥有前

沿的技术开发能力：2019 年 4 月，GaAs WiFi开

关实现技术突破，ESD（静电释放）超过 1000V；

2019年 8月，研发成功国内第一颗支持 8G 频率

的 GaAs WiFi 开关；2019 年 10 月，研发出国内

引才“强磁场”

构建创新服务生态圈

我们常见的运动鞋，也能有“大脑”吗？

在信泰集团，该公司总裁蔡清来穿着一双

自主研发的“智能运动鞋”，手机 APP 显示出相

对应波段，展示当前穿着者多个步行数据。从

制造和创新鞋面材料，到依靠互联网和大数据，

信泰集团给运动鞋装上了“大脑”。

以鞋服纺织供应商起家的信泰集团，之所

以完成智能可穿戴设备转型的惊人一“跃”，源

于福建省集成电路产业园区建设筹备工作组的

“一臂之力”。在其牵线搭桥下，信泰科技公司

与深圳智能云穿戴技术研究院合作成立“福建

万物智联穿戴技术研究院”，依托信泰科技公司

深耕鞋服行业的基础，着力开发智能鞋服、纺织

柔性传感器等智能穿戴产品。

“我们发现了人们运动过程中更深层次的

需求。不是单纯的‘跑’，而是要遵循健康规律

和运动方法。这让我们决心做万物智联科技，

嫁接鞋服等多个领域方向。”蔡清来表示，晋江

正在大力发展集成电路产业，与晋江现有的纺

织鞋服、体育用品等优势产业相结合，将有更

大、更深层次的市场空间。

如今，新基建正成为时代“风口”，晋江在大

力优化集成电路产业园“硬设施”的同时，也着

力建立和优化了一批创新平台载体“软设施”支

撑，形成产学研用一体的产业格局，源源不断注

入发展“芯”活力。

如推动福州大学示范性微电子学院、微电

子研究院探索“政学企”协同创新模式，服务区

域经济建设与发展；建设“6·18 协同创新院微

电子分院”，积极整合资源，成功吸引入驻专家

达 120多位，推进成果对接 60多项；促进省级集

成电路研究院落地晋江，将为园区企业提供芯

片研发设计以及设备、材料、软件等集成电路国

产化方面的研究和技术服务……

泉州半导体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晋江

分园区管委会主任陈志雄表示，下一步，将立

足相关平台建设，围绕人才培养、队伍共建、

高新产业孵化等方面深耕发力，努力建设创

新要素融汇、创新创业活跃、高端人才密集、

优势产业集聚、产城产教融合发展的创新型

特色园区，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半导

体产业集群。

发力新基建

构建引领区域发展新增长极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 讯 员 陈弘毅 柯国笠

第一颗高增益低噪声车载北斗 LNA……

落地福建省集成电路产业园短短两年间，

三伍微电子为何能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三伍

微电子有关负责人道出其中奥妙，“公司得到国

家集成电路大基金与晋江市政府合作组建的安

芯基金投资，还申报了晋江集成电路产业扶持

政策资助。”他坦言，项目落地晋江不仅因为地

方政府扶持政策、城市环境的吸引力，更重要的

是先行落地项目形成的“创新生态圈”带来的诸

多发展机会。

看中这一“创新生态圈”的，还有福建信同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团队。该公司拥有多项国际

先进、国内领先的核心技术。2019 年 10 月，公

司就将原厦门、福州的员工和设备等搬到晋江

合并经营。该公司有关负责人透露：“筹备组和

管委会主动沟通协调对接，解决了公司新研发

芯片的就近封装难题，帮了我们大忙。”未来，该

公司将依托晋江总部，发展“芯片+”模式，开拓

“芯片+车联网”“芯片+医疗”等领域。

据泉州半导体高新区晋江分园区管委会常

务副主任谢建新介绍，以《晋江市集成电路产业

发展规划纲要（2016—2025）》为基础，晋江市打

造“1+N”集成电路产业政策体系，从项目落地、

投融资、科研奖励等方面发力，积极以产业发展

格局、城市发展空间和高端的城市配套吸引项

目落地，汇聚起高端人才的高地，形成新兴产业

发展“榕树效应”。

“抓龙头、铸链条、建集群。”目前，晋江集成

电路产业已形成相对完善的产业链，从 IC 设

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到装备材料、终端应用，

集成电路产业生态圈总投资超 600 亿元，全产

业链生态圈正在逐步呈现。

洪恒飞 秦 羽 本报记者 江 耘

凭凭““晋江经验晋江经验””走走““芯芯””路路
这个园区要建集成电路产业这个园区要建集成电路产业““生态圈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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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李迪 记者盛利）近日，成都高新区与 10家金融机构

合作推出“高新之星”200 亿元集合信贷计划。该计划以信用贷款为

主，将通过股权、应收账款、订单、知识产权等多种反担保措施，拓宽企

业融资渠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计划对于部分重点高新区企业，贷款

利率最低可达 2.05%。

此次 200 亿元的信贷额度由多家合作金融机构联合提供，包括

国家开发银行四川省分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四川省分行、中国工商银

行成都分行等。按照该计划，合作银行将为成都高新区企业提供优

惠贷款利率，其利率不高于同期发布的 LPR（贷款基础利率），对于符

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发放专项再贷款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重点企业名单内的成都高新区企

业，贷款利率最低可达 2.05%。

“同时，各家银行还将为成都高新区中小企业融资开通绿色通道，

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成都高新区财政金融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合作

金融机构指定专门部门和人员提供定制化服务，为企业“一对一”量身

设计专属融资方案，实施全过程跟踪服务，建立绿色快速审批通道，保

证企业在第一时间获得信贷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最快可在一个

工作日内获得批复。

成都高新区

启动200亿元集合信贷计划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黄姿）记者从长沙经开区获悉，

长沙经开区、长沙县近日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新“入手”新能源汽车

领域核心技术 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项目等 14 个项目，涉总投

资 61亿元。

由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蔓延，产业发展不同程度受阻。但

长沙经开区在项目引建和产业发展中，却呈现“风景独好”之态。复

工复产以来，园区启动了新项目、新建设、新技改等“三驾马车”，加

快恢复受疫情影响的“元气”。数据显示，3 月份，长沙经开区实现规

模工业总产值 243.9 亿元，增长 7%，4 月预计规模工业总产值还将有

较大幅度增长。

长沙经开区党工委书记、长沙县委书记、长沙高铁新城党工委书记

沈裕谋称，此次集中开工的 14 个项目，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健康、电子

商务、工程机械、智能制造等多领域。其中，新引进的“半导体新能源汽

车核心电子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总投资达 10亿元，是经开区对标

长沙市“一条主线、三个中心和五个链条”的新一代半导体产业总体布

局顶层设计后，引入的 IGBT 重点项目。它的建成，有望为中国新能源

汽车 IGBT 芯片的国产化打开新局面，也有望助推湖南本土新能源汽

车产业的发展。

长沙经开区

启动新能源汽车IGBT生产线

科技日报讯（黄龄亿 秦羽 记者江耘）近日，浙江宁波高新区出台

《关于加快重点领域新兴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设立 10亿元的区级新

兴产业发展基金，力争到 2025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

值比重达到 10%，软件产业营业收入突破 1500 亿元，占宁波市比重达

到 50%以上。

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宁波高新区软件产业发挥自身轻资

产、高技术、办公灵活的优势，逆势而上。数据显示，在 2019 年实现软

件收入 247 亿元、同比增长 40.2%的基础上，今年 1 月至 3 月，宁波高新

区软件收入达 55.6亿元，同比增长 38.1%，有力助推了宁波市新兴产业

的发展。

作为宁波高新区软件园内第一家复工企业，宁波海大物联科技有

限公司除了在第一季度圆满完成既定订单外，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研发

的无接触电梯物联系统也即将进入试用阶段。而像海大物联这样复产

率达到百分之百、软件收入实现快速增长的企业，在宁波高新区内不在

少数。

“由于我们服务的多是行业头部企业，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反

而让他们更加重视搭建物联网的重要性，因此今年前 3 个月，我们

的软件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翻了一番。”海大物联总经理屈琪辉介

绍说。

“下一阶段，高新区将重点发展工业操作系统、工业 APP、5G、大数

据软件等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搭建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抢占工业

软件产业制高点。”高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宁波高新区

抢占工业软件产业制高点

一排排机床设备飞速运转，机器轰鸣声扑面

而来……近日，记者置身位于浙江宁波北仑大碶

高端汽配模具园区的宁波臻至机械模具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的一派繁忙驱散了新冠肺炎疫情的

阴霾。

北仑大碶高端汽配模具园区是宁波高新区

“一区十园”的北仑分园重要部分。这个面积不

大的园区集聚了 70 多家企业，90%都是压铸模及

其上下游配套企业，全国压铸模具企业前 20 强

中，这里占了 11席，有很多“隐形冠军”。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我们与 10 个分园之间

形成了以产业为纽带的联动发展机制，与分园所

在区（县、市）形成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联动

发展格局，这为培育宁波市战略新兴产业、引领

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宁波高新区党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利琴表示。

耕耘七年 开垦十个分区

“高新区紧邻市中心城区，随着开发建设规

模扩大，土地等资源要素制约了高新区的发展空

间。”黄利琴介绍道，与此同时，宁波工业园区原

先“小而散”局面也限制着各产业园区创新能级

的提升。

早在 2013年，宁波市政府就决定实施高新区

“一区多园”发展战略，成立了由市长任组长的领

导小组，出台分园发展政策，设立 1亿元的专项资

金，出台了科技信贷代偿补偿政策等。

发展战略实施 7 年来，宁波高新区已形成了

包括海曙、鄞州、江北、北仑、慈溪、余姚、宁海、象

山、奉化、大榭的“一区十园”格局，产业涵盖了智

能制造、高端装备、汽配模具、软件产业、生物医

药等众多领域。

目前，宁波高新区“一区十园”拥有高企 963

家，集聚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北方材料科学与工

程研究院等科研院所 30家，建成国家级企业技术

中心 21 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技术中心（工程实

验室）5家，涌现了均胜电子、奥克斯集团、华翔集

团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

错位发展 走差异化之路

当下，诸多国家高新区相继走上“一区多园”

的道路。如何优化管理机制，防止因企业转移、

资源分流等原因造成园区平均发展、质量下降，

是摆在园区管理者面前的必答题。

以“一区多园”为平台，宁波高新区重点开展

联动招商、园区互动、项目扶持等工作，促进了分

园主导产业快速集聚，发展能级不断提升。

“2010 年成立时，我们是宁波江北高新技术

产业园内的第一家企业，如今已实现反射膜技

术的国产化替代。”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周秋帆告诉记者，随着宁波高新区

的协调部署，一批膜材料企业先后入驻，联合园

区高端动力装备制造业，构成了江北膜幻动力

小镇。

据了解，该小镇已形成了从基膜到功能膜的

完整产业链，年产能达到 5亿平方米，占到全球光

学膜总产能的 30%，在全国产量过亿平方米的 3

家企业中独占 2家。

北仑分园“主攻”汽配模具；江北分园“兼修”

光学膜材料和高端装备制造；奉化分园通过品牌

资源共享引进苏氏精密机械以及比亚迪、德朗能

动力电池等智能制造项目……据不完全统计，多

年来，宁波高新区转移到分园和周边地区的优质

企业达 300 余家，总投资超过 200 亿元，有力地支

持了分园集群化发展。

拧成合力 构建全域创新格局

2018 年 2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宁波高新区建

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同 年 11 月 ，围 绕 国 家 自 主 创 新 示 范 区 建

设，宁波出台《关于推进科技争投高质量建设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实施意见》，鼓励企业开展

自主研发，研发投入超过 4000 万元、超过总营

收的 7.6%。

如今，以宁波高新区为核心，宁波正在全市

域推进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将提升“一区

多园”的创新力量并拧成一股合力，使之成为宁

波市科技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和自创区建设的示

范载体。

“我们将充分发挥专项资金作用，引导分园

加大科技投入，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建设企

业研发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平台载体。”黄利

琴表示，高新区正研究出台新一轮扶持政策，探

索建立联动招商、项目跨区转移、分园合作开发

等机制，构建高新区创新引领、全市域产业协同

的利益共同体。

产业纽带串起“一区十园”
宁波高新区提升发展能级有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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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正成为时代

“风口”，晋江在大力优

化集成电路产业园“硬

设施”的同时，也着力建

立和优化了一批创新平

台载体“软设施”支撑，

形成产学研用一体的产

业格局，源源不断注入

发展“芯”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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