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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轩 李幼君

风浪纵然汹涌，也要披荆斩棘。在经济保持

一定速度增长的同时，国家高新区也肩负着提高

引领性、可持续性的发展愿景，“踏雪挑灯”践行

着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

“十三五”期间，作为厦门市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前沿和主阵地，厦门火炬高新区在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构建创新性服务企业机制、激发

聚集性创新要素流动、深挖众创空间潜力、创造

高品质营商环境等方面取得不俗的成绩。在“十

三五”收官之年，厦门火炬高新区预计将完成工

业总产值 4200亿元；截至 2019年年底，拥有高新

技术企业915家，占厦门市47.46%。

创新
产业星海立标杆

2018年2月，联芯宣布成功试产采用28纳米

High-K/Metal Gate工艺制程的客户产品，试产

良率高达 98%，成为我国大陆地区已投产的技术

水平最先进、良率最高的12英寸晶圆厂。在以联

芯为“先行者”的带动下，厦门火炬高新区集成电

路产业迎来“正茂”发展时期。同年 8月，全球排

名第四的 IC设计企业旗下的星宸 IC产业园项目

进驻；9月，由人工智能领域独角兽企业云知声研

发的全球首款面向物联网的AI芯片实现量产，促

进园区企业在人工智能应用上进一步突破……

2019年全球最大的商用光罩厂美日丰创光罩宣

布开工，同时吸引了更多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聚

集厦门火炬高新区，强化集成电路产业集聚效

应。以强链补链为方向，一直是厦门火炬高新区

做靓主导产业的“杀手锏”。

“这里有好的环境、对的政策和强的服务团

队，我们相信在这里可以有很好的发展。”联芯集

成电路制造（厦门）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2018 年 4 月，厦门火炬高新区荣获 2017-
2018年度“IC中国”优秀产业园区称号。随着紫

光展锐、联芯、美日丰创光罩等一大批集成电路

设计企业的聚集，截至今年 10月，厦门火炬高新

区已聚集集成电路及配套企业近 200家，初步形

成覆盖“芯片设计、材料与设备、晶圆制造、封装

测试、应用”的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布局，产业规模

居全国第五位。

在平板显示产业领域，厦门火炬高新区更是

将提“量”也要添“靓”举措一贯到底。2016年年

初，天马微电子第 6代 LTPS（低温多晶硅）生产

线在厦门火炬高新区全线贯通，首款 5.5寸FHD
LTPS产品成功点亮。2020年，总投资额达480亿

元的厦门天马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项目开工，从而实现了厦门平

板显示产业从5.5代LTPS产线到6代柔性AMO⁃
LED产线的代际升级，这也将带动引进上游芯片

设计、发光材料、光刻胶、高端装备等国际高端技

术配套企业，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厦门火炬高新区

平板显示产业链条。作为全国惟一的国家光电

平板显示产业集群试点，厦门火炬高新区平板显

示产业有着完整的产业链，集聚了天马微电子、

电气硝子、宸鸿、友达、冠捷显示等一批行业翘

楚。在新材料新能源领域，厦门火炬高新区引导

石墨烯相关企业抱团发展，形成集群态势。目前

以石墨烯为主业的企业超过30家，相关的新材料

企业超过100家。

“十三五”时期是厦门火炬高新区产业动力

转换、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2019年，总投资额

达 100亿元的中航锂电“新型动力锂电池生产线

项目”、浪潮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基地等项目落

地，进一步激发了园区产业活力，也为产业聚链

成群、做大做强夯实了基础。以产业集聚为依

托，厦门火炬高新区实现了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全

国领先。在这里，每平方公里土地创造出 163亿

元工业产值，以占厦门市不到 1%的土地，实现了

厦门市近43%的工业总产值。

作为厦门市的“产业大平台、投资主战场”，

厦门火炬高新区已形成平板显示、计算机与通信

设备、微电子与集成电路、软件与信息服务、

LED、电力电器等六大具有较强竞争力的“6+N”

主导产业链（群）。平板显示产业在国家新型工

业化示范基地产业细分评价中排名第一位；集成

电路产业规模居全国第六位，是全国十大优秀集

成电路产业园区之一；LED产业芯片出货量全国

第一；2019年，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国家新

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发展质量评价结果中，厦

门火炬高新区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获评“五星

级”。今年年初，厦门火炬高新区电子信息（光电

显示）产业也获评“五星级”。厦门软件园在工业

和信息化部 2018年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

地发展质量评价中，获评全国软件和信息服务领

域的 4个“五星级”园区之一，在全国软件基地评

价中综合排名第七位，成长性指数排名第一位。

与此同时，众多企业衍生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

式，也让厦门火炬高新区的产业版图日趋丰满。

创业
为创意景象接续力量

“企业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厦门火炬高

新区的扶持和帮助。”园区企业厦门天马微电子

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钟建升说，厦门火炬高新区

出面，牵线企业与高校、中科院等进行合作，促成

了企业研究院的建成与发展，为天马的科研创新

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和人才储备。

校企合作是厦门火炬高新区近年来推动新

材料企业发展的重要举措。2019年以来，厦门火

炬石墨烯新材料专业孵化器主动对接中科院、厦

门大学、华侨大学等研究院所和高校，开展产学

研活动，推动优质项目落地孵化器，烯成、祥福

兴、泰启力飞、捌斗、中凯、福纳等近 10家企业发

展迅速，有力推动了厦门石墨烯新材料产业集群

式发展。

钟建升称赞的校企合作可以说是厦门火炬

高新区坚持“小政府，大服务”服务机制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厦门火炬高新区积极发挥政策扶持

引领作用，以政府管理的“减法”换取创新创业

“乘法”。启动金融服务平台与智能制造服务平

台，聚焦资金和技术两大产业发展的要素，提升

产融结合与智能制造服务水平；打出一系列政策

组合拳，在人才引进渠道、人才培育平台、人才金

融支持、人才服务保障等全方位发力，持续加大

对高端人才和科技项目支持力度，为创新创业提

速增效推出“创新十条”“智能制造十条”“火炬创

新券”等，从技术、人才、金融、孵化、技术交易等

全方位促进创新创业和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推

进智慧园区建设，压缩审批时限，提高服务效率；

深入走访企业一线，扩大精准服务范围，全力提

供“接地气”服务，打造“温度园区”；通过搭建金

融服务平台、优化金融政策支撑体系、强化金融

服务保障等多措并举，着力打造“一个资本平

台＋四个项目与资本对接平台＋一系列金融创

新产品”的“1+4+N”科技金融体系。同时，组织

企业在全球布局研发中心、商务中心，依托厦门

火炬高新区硅谷创新创业基地、厦门中以协同创

新中心，对接硅谷、以色列等创新高地优秀技术、

项目。当好“枢纽站”，打造“一带一路”加速器等

国际化双向协作平台，助推国内企业“出海”，帮

助境外企业“落地”。

今年 5月，厦门火炬高新区双创工作获国务

院通报表扬，这是继2018年双创工作获国务院督

查激励后再获殊荣。得益于良好的创新创业环

境，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愿意来厦门火炬高新区为

创意“买单”。毅然离开法院审判台，推出本企业

首个法律AI 工具的赖华平；从“撒网钓鱼”到为

港口设计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博大视野；跳出

全屋智能家居的盲目区，深耕离线“会说话”开

关贝乐……带着创意的创业者，不断为厦门火炬

高新区的创业景象积蓄力量。而这些力量源源不断

的蓬发，离不开园区接续不断的创新服务。

多年来，厦门火炬高新区以建设福厦泉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国家双创示范基地为统揽，充

分发挥厦门市创新驱动发展主引擎作用，强化科

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重点推动

建立、健全创新体系、创新环境和创新生态，全力

打造区域创新中心。厦门火炬高新区重点依托3
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形成“众创空间（苗

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的全链条孵化

模式，以“专业孵化＋创业导师＋天使投资”创新

孵化集成模式，加速培育企业成长。支持龙头企

业打造“龙头企业＋新型研发机构＋专业孵化”

的研发创新模式，加快推动“高新技术企业—科

技小巨人领军企业—生根型企业—上市企业”的

培养路线进阶，持续强化园区创新驱动和企业研

发能力的提升，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双千

亿”目标注入强劲动力。

如今，厦门火炬高新区充分发挥福厦泉国家

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主引擎作用，成

为“三高”（高技术、高成长、高附加值）企业集聚

地、厦门千亿产业链（群）主要载体以及创新创业

主平台。这里聚集各类企业8000多家，其中世界

500强企业在此布局项目达 31个，年产值超百亿

元企业 7 家、超亿元企业 300 多家，瞪羚企业 89
家，各级科技小巨人企业600多家，境内外上市公

司80家（含“新三板”挂牌），高新技术企业900多

家，占厦门近五成。建设各类创新平台 100 多

个，其中国家级孵化器 3个、国家备案众创空间

21家。

创造
两岸资源再“合”融

厦门特区是祖国大陆对台交流的前沿，厦门

火炬高新区在产业、创新创业、金融等多方面与

我国台湾地区展开深入合作，两岸融合发展取得

一定成效。围绕集成电路、光电显示等台湾地区

优势产业，厦门火炬高新区先后引进宸鸿、联芯

等一批“高、大、新”项目。回溯上世纪 90年代，

厦门火炬高新区就有计划对接软件与信息服务

产业、集成电路产业等发展突出的台湾地区产

业，重点聚焦发展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技术

等领域。

2016 年 11 月，两岸合资金额最大的集成电

路项目——联芯集成电路制造（厦门）有限公司

正式开业。2018年联芯集成电路制造（厦门）有

限公司顺利导入 28 纳米制程并量产，其产品良

率高达 98%，已成为我国大陆地区技术水平最先

进、产品良率最高的 12英寸晶圆厂。与此同时，

厦门火炬高新区还积极与我国台湾地区排名前

10位的 IC设计企业、基础性平台企业深入洽谈，

加速推进一批优质项目落地，完善产业链条；积

极推动本地设计企业在本地晶圆制造厂流片，加

速完善本地集成电路产业上下游配套，做大本地

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在制造配套方面，引进了鑫

天虹等设备及材料配套项目和台湾美日光罩等

关键配套项目……海峡两岸产业融“合”度不断

加深，这是厦门火炬高新区在产业探索区取得的

有目共睹的成绩。

今年，厦门火炬高新区利用厦门市工商信用

体系，纳入海关、质监、药监、财税等信息，建设

“两岸科技信用首善区”，引导建立企业信用融资

机制，形成“信用辅导—信用征信—信用评级—

信用担保”的融资服务模式。2016年年初，《厦门

火炬高新区管委会关于落实鼓励台湾青年来厦

创业就业政策的实施细则》出台，从政策环境和

政策服务入手，营造台胞在厦门火炬高新区创

业、就业、生活的温馨氛围，吸引更多台湾地区青

年前来发展。有浸润性、针对性的政策是厦门火

炬高新区多年来紧随创新创业新形势，创造各种

有利条件服务来园区开启“人生事业”的举措之

一。目前，来自我国台湾地区的创客团队在厦门

火炬高新区不断涌现，在孵台湾地区创客项目数

已突破 200个。不断提升协同创新形式，两岸创

新创业的质量在精进。两岸清华校友共建的清

华海峡研究院成功落户，台湾科技企业育成中心

成功吸引36家台湾学者企业入驻，厦门两岸股权

交易中心成功挂牌企业近900家。

厦门火炬高新区作为闽南文化另一种形式

交流与融合的重要承载地之一，在产业发展、创

新创业、园区建设再到一系列以技术交流、创业

者的路演活动、项目的公开竞标等活动加持下，

不断演变的创造舞台，成为越来越多有志于创业

的台湾地区创新者进驻的最大理由。

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上，厦门火炬高新区将深

刻把握新的时代特征，弘扬特区精神，以更笃定

的脚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做大增量、做优

存量，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深化对

台特色，建设成为全球创新资源配置的区域枢

纽、国家高新区特色发展的典范、福建省高科技

园区的发展标杆，努力将厦门火炬高新区打造成

为推动厦门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新样板”，勇当

“两高两化”城市建设的“排头兵”，助力厦门市率

先实现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

根据规划，到 2025年，厦门火炬高新区建成

产业高端、创新活跃、开放协同、产城融合、治理

高效的一流高科技园区，增强园区全球影响力、

竞争力和创新力，成为生产生活生态相得益彰、

宜居宜业的科技新城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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