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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新展望

2016年 6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在福州、厦门、泉

州 3 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自获批以来，厦门自创片区立足体制机

制、政策举措“双创新”，着力发展动能和效益“双提

升”，扎实谋划，高效推进，努力营造一流的创新创

业生态环境，创新型城市建设再上新台阶。

2017年，厦门全市 R&D 投入占 GDP的比重预

计将达 3.25%，科技进步贡献率约 65%；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将突破 1400 家，规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67.7%，比上年末提高 8.6

个百分点；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约 24件，国

内首家知识产权支行挂牌成立；技术合同交易额超

过福建全省 60%。厦门跻身全球城市可持续竞争

力百强，中国城市科技创新指数居第 11位，中国创

新创业指数居第 9 位。厦门营造一流创新创业生

态环境的努力获得高度肯定，2017年 9月金砖厦门

会晤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点赞厦门是一座“高素质

的创新创业之城”。

““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之城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之城””再放光芒再放光芒
——厦门努力营造一流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厦门努力营造一流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2017 年，厦门自创片区策

划、启动首批 19 个重大科技基

础条件平台类项目和 20 个龙

头企业研发平台项目。两岸集

成电路自贸区产业基地已进驻

科技企业 135 家，厦门稀土材

料研究所即将投入使用，厦门

大学能源与石墨烯创新平台已

形成 40 项可产业化成果，泰普

生物健康产业国际创新园正式

开园。目前，已有 40 余个子平

台（基地）启动建设或取得阶段

性进展。

按照规划，到 2020 年，厦

门片区要率先形成有利于“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创业

生态，率先形成创新社区和区

域创新中心，先行先试一批重

大创新政策；到 2025 年，基本

步入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轨

道，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

量 30 件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比例达到 70%等等。

科技创新已成为全市经济

发展的核心动力。招商引资是

厦门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建设、加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

要抓手。厦门积极打造各类创

新发展平台，从自贸片区、自主

创新示范区，到工业园区、“双

创”平台，联接政府、企业、高

校、科研、创客等资源，为企业

创新发展、转型升级提供良好

环境。

厦门市深入推进产业链科

技招商，并将“补链强链”作为

产业链招商的破题之举。截至

2017 年 10 月，厦门自创片区累

计 新 落 地 产 业 科 技 项 目 191

项，总投资 209.7 亿元，在谈项

目 71 项，计划总投资 736.34 亿

元；新引进中国科学院大学、中

电科 58所等在厦设立研究院或技术转移中心。

如今，厦门新兴产业所占比重已经超过 60%，创新创业引擎

正在营造更加活跃的新产业生态，多家创新创业基地已经颇具

规模。

与此同时，厦门市科技服务业快速发展，2017年 1—10月实

现营收 111.49 亿元，同比增长 19.3%。年末全市技术先进型服

务企业将达 31 家，年总收入中技术先进型服务收入占比超过

99%。基于科技资源共享的“研发共享经济”蓬勃发展，“科创红

包”、科学仪器设备资源共享网等共享品牌每年带动科技服务经

费数亿元。

服务型制造新模式不断涌现，盈趣科技为国际企业提供“互联

网+”整体解决方案，已形成国际品牌；艾德生物的“院外第三方分

子检测服务”、力品药业的“研发外包服务”“金旸WE WORK”的

实体行业创业平台等新模式成为企业利润新增长点。

创新技术交易市场机制有效推动线上线下技术交易发展。

2017 年，厦门技术合同交易同比增长 52.15%，创历史最高。国

家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厦门）示范基地——“科易网”已受邀在全

国 70 个省、市、区建设技术交易平台，已拥有技术成果 26.9 万

项，服务科技企业 126.9 万家，实现在线签约技术交易项目 5300

多项，在线交易额超过 22亿元。

目前，厦门全市已有各类研发机构 540多家，布点建设了各

类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95个，培育市级众创空间和小微企业创业

创新示范基地 225 个，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 15 个、加速器 2 个，

建立了软件、半导体、生物医药等六个国家级特色产业基地。构

建形成了较完善的创新研发—成果交易—创业孵化—中试产业

化的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

厦门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厦门市将积极探索

多种模式融合发力，完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市级高新技术企

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的“全周期”

培育体系，发展壮大高新技术企业集群，争取到 2020 年全市高

新技术企业突破 1800家。狠抓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材料、智

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关键环节和薄弱环节，重点推进集成电路产

品检测平台和产业基地、生物医药企业协同创业中心、厦大能源

与石墨烯创新平台、厦门稀土材料研究所等基地、平台建设，推

动向千亿规模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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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获批以来，厦门自创片
区立足体制机制、政策举措

“双创新”，着力发展动能和效
益“双提升”，扎实谋划，高效
推进，努力营造一流的创新创
业生态环境，创新型城市建设
再上新台阶。

创新发展进行时
张建琛 翁舒昕 黄 颖 曾广明

创新案例
夏宁邵团队：
医药科技成果转化获重大进展

2017 年 12 月 9 日，国际顶尖期刊《自然·生物技术》揭

晓“2016 年 20 大转化研究者”榜单，全球 5 位华人入选，厦

门大学夏宁邵教授、李少伟教授上榜。同日，夏宁邵教授

荣获 2017年“药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科技成果转化

奖”。以夏宁邵、张军、李少伟等为核心的“国家传染病诊

断试剂和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团队，近十年来取

得系列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成功。2012 年，实现世界第一支

戊肝疫苗上市。2017 年，世界第三支、国内第一支宫颈癌

疫苗完成临床三期试验并申报上市；首个国产第二代宫颈

癌疫苗获准开始临床试验；广谱乙型流感疫苗取得重大进

展。夏宁邵教授团队已成为我国重大医药科技专项领域

的领军型创新团队。

芯阳科技：
摘得“中国芯”最具投资价值企业

2017 年 10 月 23 日，由工信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

心（CSIP）评选的 2017 年第十二届“中国芯”系列奖项结果

揭晓。厦门意行半导体、芯阳科技在全国参赛的近百家优

秀 IC企业中脱颖而出，荣获“中国芯”最具投资价值企业。

笔者来到位于厦门两岸集成电路自贸区产业基地的

芯阳科技公司采访时，各个实验室一片忙碌，研究人员正

在测试电源芯片。芯阳科技技术中心副主任柴智告诉笔

者，芯阳是国内唯一一家自主 IC 设计、提供设计方案及智

能控制器产品应用的一条龙服务企业。同时，拥有自主研

发设计的智能家电控制器、LDO 电源控制器等多款智能控

制产品，特别是在高压、低功耗设计方面有相当技术实力

和科研优势。

光峰光电：
自主研发超宽屏超短焦激光投影技术

光峰光电是近年来创业圈里的明星公司：它先进的

激光投影技术吸引来韩国 LG 公司为其代工；全国 90%院

线的激光影厅的光源都由它提供；它还是小米生态链的

成员，为米家激光投影电视提供光源技术……2017 年，光

峰光电落户清华海峡研究院这一产学研综合创新平台，

在厦投资成立清大光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计划依托

自主研发的超宽屏超短焦激光投影技术，布局教育领域，

打造激光教育平台。

厦门大学厦门大学““嘉庚号嘉庚号””科考船科考船

随着艾德生物、强力巨彩、美亚柏科等一批高

成长性行业领军科技企业的不断涌现，高新技术

企业对厦门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日益凸显。厦

门市科技局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市资格有效高

新技术企业数量占全省半壁江山，规上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 71.88%，近 5 年增长

了近 30 个百分点。享受所得税优惠的高新技术

企业以户数占比 0.29%的比例贡献了全市所得税

高企激发新经济增长点，千亿产业应运而生

获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后，厦门片区明确了

“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政策先行区、创新合作引领

区，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定位，把产业转型升级作

为主攻方向，制定了十年发展规划。

厦门走前列、做示范，勇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排头兵，主动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牢牢抓

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搭平台、出政策、优服

务，打造创新创业生态圈。截至目前，共培育众创

空间 200 余家，其中国家级 33 家、省级 51 家，累计

众创空间总面积 42 万余平方米，在孵创业团队

3200多支，2016年以来新注册企业 2000多家，超过

40%的众创空间运营团队实现盈利。

在厦门，云创智谷是 4 个国家级的“海峡两岸

青年创业基地”之一。它是厦门自贸试验区内最大

的智慧园，吸引了近 450 家企业入驻，涵盖了跨境

电商、环保、生物科技、农业、摄影、动漫等多个领

域。园区现有 3000 多人就业创业，不少来自台湾

的创业者已在此落地生根。

另一个国家级“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

厦门两岸青年创业创新创客基地，已有 120多家企

业入驻，其中 42 个为台湾企业，台湾青年创客 130

多人。据悉，基地对两岸创业者在开办补助、住房

补贴、租金补贴、贷款担保补贴等方面均提供了支

持，台湾青年还享有额外的特殊政策。

在厦门这座“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之城”，像清华

海峡研究院这样的“梧桐树”还有许多，它们既是大

项目、好项目的载体，更是人才培养、技术孵化的摇

篮。以厦门软件园为例，截至 2017年三季度，拥有

境内外上市企业 8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 42 家；每 1

万平方米的土地就实现营业收入 6亿元，实现税收

2200 万元，成为本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千亿产业

链的重要载体。

题图为厦门市汉飞鹰航空科技公司“海骑兵”
无人机参展第十九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
会。图中为厦门市副市长李辉跃，前排右二为厦门
市科技局局长沈灿煌，前排右一为厦门火炬高新区
管委会主任黄晓舟。

创新因子迸发活力，打造创新创业生态圈

以政策先行先试为主要突破口，厦门推出首批

69 项创新事项，其中 45 项已落地试行，6 项在全省

推广。构建厦门自创片区与自贸片区“双自”联动

优势，推出 15 项联动举措。其中，“企业研发经费

补助政策”有效调动了企业创新投入积极性。2017

年，1584 家科技企业申报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

备案，涉及研发费用 78.1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81.65%、50.79%，相比政策实施前的 2015 年分别增

长 288%、87.3%，带动全社会 R&D投入增长 13.8%。

厦门以制度创新助推科技创新。2016年 7月，

一条“厦门人才新政 45条”的新闻在海内外人才的

朋友圈中刷屏。这一政策“大礼包”，一方面针对顶

尖人才和团队提出 1000万元到 1亿元的支持，对毕

业生提出普惠性政策；另一方面，突出对台人才交流

和自贸人才改革的品牌，提出加大力度引进台湾专

才、吸引台湾大学生来厦实习并给予补贴等优惠政

策，以及推进国际人才出入便利化等创新政策，为来

自全球的人才提供广阔的天地、追求梦想的舞台。

为了持续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积极性，厦门

市在《科技创新二十五条》基础上，出台《厦门市促进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若干规定》，瞄准阻碍创新积极性

的核心关键节点，进一步细化工作任务，在赋予高校

院所成果处置权、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鼓励

发展技术转移机构等六个主要方面提出了 19条具

体举措，受到科技企业、高校院所等的热烈欢迎，有

效调动了全社会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和动力。

随着一个个创新平台发展壮大，人才政策红利

逐步凸显。每年的人才项目资本合作展，就是透视

厦门市创新创业成果的一个窗口。展会上的产品，

囊括人工智能、集成电路、软件信息、先进制造、新

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领域，其中多

数的产品来自“千人、双百、百人”等各类高层次人

才创业企业，在科技含量、产业代表性、市场应用等

方面都具备较高水平。

先行先试，制度创新助推科技创新

收入的 8.68%。

高新技术企业对于厦门的创新发展、城市经济

转型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布新局谋新篇，厦

门将力促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

形成新的千亿元产业集群。此外，还将切实推动经

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运用新技

术、新工艺开发新产品，提高附加值，特别是要充分

运用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颠覆性技术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

生物医药产业作为厦门市重点培育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通过平台支撑、集群发展、提质增效，

目前形成了生物制药、诊断试剂等为重点的特色

产业集群，部分领域关键核心技术达到国内领先

水平。至 2020 年，厦门要实现“1111”的发展目

标，即建成 1 个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建设 10

个支撑产业的国家级科研平台、培育 100 个亿元

重点企业、发展 1000 亿元的产业规模，形成具有

对台特色的国内有重要影响的生物医药与健康

产业集群。据统计，近五年厦门市生物医药与健

康产业年均增幅达 20%。

2017 年软件与信息服务业营收预计超过 1200

亿元，利润增长 34.5%。美柚、4399、吉比特等 7 家

企业入围“中国互联网企业 100强”，其中美图影像

和社区应用已覆盖全球 11亿台设备，市值约 400亿

元。新材料产业发展迎来新契机，已集聚恒力盛

泰、烯成等一批石墨烯领域代表性企业。第三代半

导体材料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成为在全国占有重

要地位的重点扶持产业集群，发展势头强劲。

集成电路产业厚积薄发，通富微电、士兰微电

子项目的落户进一步补齐产业链缺失环节，厦门已

形成覆盖材料、设计、制造、封装和测试环节的完整

产业链。规上集成电路企业产值规模居全国前

六。2017 年，预计集成电路设计产业产值可达 32

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50%，增速居全国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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