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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产业立区，实施科技创新引领工程
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站上世界舞台

从产业发展看科技创新

亮点

厦门生物医药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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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

厦门生物医药港以海沧区翁角路
中、西段为轴线，由东向西逐步展开建
设，形成生物医药产业走廊。园区由
统一规划建设的科创中心、生物医药
中试基地、产业园、协同创新创业中心
等四个生物医药专业园区，集中规划
的企业自建区，以及落户于海沧其他
产业载体的企业，共同构建了较为完
善的“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区”的
产业发展体系。

目前，厦门生物医药港已聚集企
业超过440家，在新型疫苗、基因工程
蛋白药物、体外诊断、助听器、骨外科

植入材料、呼吸耗材、第三方医学检验
等产业细分板块形成了地方优势和特
色。

2019年，以厦门生物医药港为核
心的厦门市生物医药产业入选国家发
改委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成为全国
首批入选的17个生物医药领域产业
集群之一。2020年，厦门生物医药港
又入选国家发改委第三批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示范基地（精益创业方向）。
2021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通报表
扬以生物医药为代表的海沧战略新兴
产业。

2022年，厦门市创新能力
指数升至全国创新型城市第14
位，“科技集群”“科技强度”两项
排名首次跻身全球城市百强。
在厦门海沧，如何把科技创新这
一“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
展的“最大增量”，始终是决策者
记挂在心的重要大事。

“近年来，海沧坚定产业立
区，积极融入国家产业发展战
略，走出了一条具有区域特色、
产业集聚的发展之路。”海沧区
表示，科技创新已成为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支撑，在科技创新的催
化下，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新材
料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纷纷站
上了世界舞台。

面向未来，海沧区将继续深
入实施科技创新引领工程，把握
科技创新规律，紧跟技术前沿，
紧贴企业需求，多措并举营造有
利于科技创新的良好环境，全力
支持企业技术攻关、产品试验和
成果转化，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
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
势。

从厦门市中心驾车出发，经海沧大桥出
岛，再沿城市快速路一路向西，大约20分钟，
就抵达了厦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心脏地
带”——厦门生物医药港。

厦门生物医药港汇聚了400多家生物医
药企业，跻身全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综合竞
争力榜单第10位，成长为长三角和珠三角之
间、海峡西岸产业集聚度最高、创新研发转化
能力最强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它不仅是海
沧加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一环，也
是海沧科技创新成果加速转换的重要平台，
肩负着转换动力、率先发展的重大使命。

研发是生物医药企业发展的生命之魂。
走进万泰沧海，研发团队高效有序，百余名研
发人员各司其职，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从这
里走向世界的戊肝疫苗属全球独家产品，二
价宫颈癌疫苗是第一支由发展中国家拥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并获得国际认可的宫颈癌疫
苗，通过了 WHO PQ 认证并获得摩洛哥、尼
泊尔、泰国、刚果（金）等国的上市许可。如
今，第二代宫颈癌疫苗——九价宫颈癌疫苗
完成了Ⅲ期临床试验接种，20价肺炎疫苗也
在上个月启动了受试者招募工作。

事实上，生物医药产业只是海沧加速推
动科技创新转化的一个缩影。在化合物半
导体领域，士兰明镓成立了化合物半导体研
究院，一方面扎实开展基础研究，另一方面
紧跟国际先进研究方向，基于公司战略发
展，主攻第三代功率半导体芯片、先进化合
物半导体器件及高端LED芯片三大领域，

累计斩获专利128项，授权专利58项。在
新材料领域，长塑实业已实现长塑锂电膜、
佰恩丽、长塑矢量膜、长塑优耐膜等核心科
技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其中多项产品填补了
国内外高端膜材市场空白。近三年，公司研
发投入超过1.5亿元，获得授权专利139件，
其中发明专利68件，牵头、参与制定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11项……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日举行的厦门市科

技创新大会上，厦钨新能源青礁基地项目、宝
太生物新药研发基地建设项目、铂联科技高
端柔性电子集成模组项目等三个项目将签约
海沧。一批批高能级科技创新项目纷至沓
来，汇聚起推动海沧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建设科技创新平台
海沧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作用，提升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支持
企业承担重点实验室、人才工作站等建
设任务，打造一批高水平实验室和企业
孵化器，加快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同时，鼓励依托
企业科研中心、实验室积极建设公共技
术服务平台，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
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

集聚新型研发机构
海沧支持企业承担重点实验室、人

才工作站等建设任务，支持行业骨干企
业与高校、科研机构联合建设研发平台
和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同时，密
切与厦门大学等校企合作，加强与清华
大学等国内外专业学科领域实力较强的
重点高校对接，大力发展研发机构。

集聚高科技企业
海沧加大创新政策集成，完善科技

孵化链条和创新创业生态，实施科技企
业“全周期”培育工程，做大做强高科技
企业群；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促
进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小巨人”（领
军）企业加速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鼓
励和支持科技型企业申报认定国家、市
高新技术企业。

大力培育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海沧支持龙头骨干企业、新型研发
机构等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小微企业
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等创业孵化载体，推
动科技企业加速器建设，加快国家双创
示范基地建设，促进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持续涌现。

深入开展
“三高”企业倍增行动
海沧持续挑选一批高技术、高成

长、高附加值企业，设立“三高”企业培
育库，通过政策“组合拳”予以重点扶
持，为企业发展提供“精准滴灌”和个性
化服务；同时，不断健全“三高”企业服
务机制，优化“三高”企业综合服务平台
功能，扎实落实领导挂钩帮扶机制，激
励加大研发投入、增资扩产，实现倍增
发展。

首创“进不了窗口”事项
综合服务中心

海沧全市首创成立企业“进不了窗
口”事项综合服务中心。企业遇到“进
不了窗口”“找不到门路”问题，可直接
向中心反映——通过扁平高效审批，减
少在部门间的流转耗时，事项办理有门
路、有牵头、有跟踪、有落实、有反馈。

海沧集成电路产业园由集成电路
制造产业园、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海
沧半导体产业基地三大功能区组成。
园区重点引进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
路封装测试、集成电路装备与材料、终
端运用等产业项目，重点打造与物联
网、智能制造、智能汽车、网络通信、大
数据和云计算等应用市场有效衔接的
产业链，规划建成华南地区集成电路
设计、封测产业核心集聚区。

园区充分发挥海沧台商投资区综
合优势，加强与台湾集成电路产业的融

合发展，主动承担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战略中的对台功能，构建具有区域特
色的集成电路产业集群，打造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集成电路产业重镇。

园区吸引了一批市场前景广阔、
技术实力较强的制造业企业以及40
余家集成电路设计公司，初步形成了
以特色工艺技术路线为主的集成电路
产业链布局和具有区域特色的集成电
路产业集群。2021—2022年，园区连
续两年获评“中国集成电路高质量发
展十大特色园区”等荣誉称号。

士兰明镓生产车间士兰明镓生产车间。（。（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江毅张江毅 摄摄）。）。

海沧集成电路产业园

风采

海沧半导体产业基地海沧半导体产业基地。。

厦门市高分子功能性膜材料重点实验室——厦门长塑实验室。

万泰沧海研发人员正在进行实验万泰沧海研发人员正在进行实验。。

本版文/本报记者 林岑 通讯员 洪欣琳
本版图/海沧区 提供（除署名外）

聚焦

2022 年，海沧区共组织实施
九批科技计划项目，兑现科技资

金17612万元，惠及企业
684家次，其中兑现企业研发费用
补助9173.6万元，带动企业研发投
入约3.7亿元。

2022年，全区有166家企
业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其
中重新认定62家、新认定104家；
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14家、总数达24家，新增省
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27 家、总数
达42家，新增6个市级企业类重点
实验室、占全市四成、总数达 12
个。

2022 年，海沧区有省级及以

上创业服务平台机构14家，国
家级双创示范基地两家，国家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两家，省级以上
众创空间10家。

2022 年，海沧区拥有国际化

人才1087人，引育和新评选
省级以上高层次人才或团队36人
次，市级高层次人才 361 人次，数
量再创历年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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