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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势能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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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产品打样，也不怕推倒重来

——在火炬物联网孵化基地的闽西南
工业仿真协同创新中心，企业可通过
仿真软件做研发，在仿真环境中对项
目进行预先设计和验证。

“工业仿真相关技术和服务有助
于降低研发成本，让企业大胆创新，大
胆试错。”相关负责人介绍，鼓励企业
开展以跟随式的“逆向创新”向引领式
的“正向创新”转变，是设立中心的一
大初衷，同时，闽西南工业仿真协同创
新中心也基于工业仿真生态为企业提
供智慧园区、智慧办公、智慧工厂及矿

山建设服务。自2022年6月正式对外
运营以来，已为上百家企业提供结构、
流体、电磁等仿真分析服务及智慧工
厂、智慧园区等仿真生态服务。

在火炬高新区，聚集了多个类似
闽西南工业仿真协同创新中心这样的
创新赋能平台，通过技术资源的赋能，
并结合火炬创新券等惠企政策，缩短
科技成果产业化和新产品的开发周
期，促进降本增效。

火炬高新区鼓励企业设立“火炬
创新研究院”“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
中心”等各类研发机构，并通过政策支
持企业研发机构提档升级，助推企业
以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抢
占发展制高点。

高新区还积极探索科研攻关组织
机制，形成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
体系。就在近期，厦门大学谢素原团
队与袁友珠团队，联合中国科学院福
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和高新区企业福纳
新材料的研发成果入选“2022年度中
国科学十大进展”。

面向未来，高新区将重点布局第
三代半导体、储能两大优势赛道，前瞻
布局元宇宙、数字医疗两大未来赛道；
加强与厦大嘉庚创新实验室、生物制
品创新实验室等合作，充分利用科研
机构的技术创新、专业孵化等功能，积
极承接优质产业化项目在高新区落地
转化，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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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火炬高新区企业致善生物获评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荣誉称号。该“国
字号”奖项认定工作由工信部发起，从创新投
入、创新人才、创新合作、创新队伍等多个方
面，对申报企业进行全面系统评价，并实行动
态管理。

“技术创新已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坚
强支撑。”致善生物副总经理占伟介绍说，公
司自2010年成立以来就坚持技术导向，专注
于分子诊断领域，持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致
力于打造“体外诊断核心原材料+试剂+仪
器+检测方案”的全产业链，产品线覆盖传染
病、遗传病、肿瘤等疾病领域。

结核病防治分子诊断技术是致善生物持
续深耕的一个领域。致善生物研发的用于结
核病临床辅助诊断的体外诊断试剂，填补了
我国结核病分子诊断技术和产品的空白。目
前，该产品线已有7项产品获批国家三类医
疗器械注册证，可为临床提供结核病全程伴
随诊断解决方案。

就在近期，致善生物再度迎来好消息：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对
致善生物的“结核分枝杆菌耐多药突变检测
试剂盒（荧光PCR熔解曲线法）”进行了审
核，拟定该款体外诊断产品予以优先审批并
进行公示。该产品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助
研制的医疗器械。

在最新的国家高新区综合评
价结果中，厦门火炬高新区位列
参评的169个国家高新区的第
11位，亮出科技创新“硬核”实

力，连续三年实现争先进位。近
年来，火炬高新区以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
设为统揽，坚守“发展高科技、实

现产业化”的初心使命，大力推动
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政策链、
资金链深度融合，将创新“势能”
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

眼下，“炬火种·燃新薪”2023厦门火
炬高新区高校专业新星挑战大赛正如火
如荼招募项目。火炬高新区联合园区内
十家重点企业向全国在校大学生发出“英
雄帖”，邀请各参赛团队就专业赛题展开
脑力激荡，获奖者有机会获得相关企业的
实习资格和优先入职的机会。

作为产教融合专业赛事平台，“炬火
种·燃新薪”已成功举办两届，成为火炬高
新区招引优秀高校毕业生人才的重要抓
手。2022年，大赛吸引全国30个省市自
治区182所高校2275人次学生参赛。截
至目前，2023年大赛已有全国215所高校
超1900位学子报名参赛。

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火炬
高新区通过以赛引才，推动“人才+项目”
落地，促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为广纳全
球人才，2022年，高新区将第六届海外创
赛硅谷赛区拓展至北美地区，同时依托海
外创赛渠道资源，启动海外科技人才招聘

工作。今年，高新区将把海外创赛英国赛
区拓展至德国，更大范围吸纳全球优秀科
技人才，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悉心育才，最大限度挖掘和开发人才
潜能。高新区拓展火炬大学堂核心业务，
通过链接全球优质资源，提升产业工程
师、专业技术人员和高技能人才培训水
平，全年共开设15个班级，服务企业400
多家。接下来，高新区还将争取打造一批
政产学研基地和大学生实习实训基地，探
索设立院校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谋划与西
南交大等高校、全球前三的德国史太白等
技术服务机构共建技术转移中心，推动建
设产业研究院、加大产业智库研究，推动
高校火炬行、企业高校行等校企交流活
动，助力企业技术创新和人才引进。

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为人才施展才
华提供了广阔天地。以厦门留学人员创业
园为例，该园区累计引进留学人员创业企
业1000多家，综合竞争力位居全国第三。

开春以来，火炬高新区招商动作频
频：高新区上下各级领导干部带队分赴各
地“敲门招商”超50次；组建新能源与新
材料、集成电路与传感器、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以及基金等领域的四个招商工作专
班，完善产业链招商图谱，截至目前已制
定20余个重点项目招商方案。

“产业链招商是打造产业创新集群的
‘源头活水’，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重要抓手。”火炬高新区管委会有关负责
人介绍说，高新区结合厦门“4+4+6”现代
产业体系，坚持“链”上发力，靶向招商，重
点围绕天马、联芯、厦门时代、中创新航、
海辰等“链主”补链拓链延链，打造产业生
态圈。

引来一个项目，聚集一批人才，带动

一个产业，招商引资对创新的激活力不容
小觑。近年来，火炬高新区紧抓新能源机
遇招大引强，吸引厦门时代、中创新航、海
辰、恩捷、科达利等项目落地，如今，一条
覆盖电池正负极、隔膜等上游原材料，电
芯、电池等中游制造以及电子消费、储能
等下游应用各环节的产业链条日趋完善，
产业集聚效应逐步释放。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再通过创新
链引领产业链。高新区大力实施先进制
造业倍增计划行动，以百亿级项目、百亿
级企业为牵引，以“腰部企业”为根基，精
准滴灌“专精特新”、隐形冠军等高成长性
企业。去年，高新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35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
冠军3家。

加强创新载体建设
2022年，火炬高新区新增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1家，国家级孵化器总数达到5个，占全市一
半，3家国家级孵化器年度考评优秀（A类）；新增
国家备案众创空间3家、省级众创空间2家，市级
孵化器6家、市级专业众创空间3家、火炬专业众
创空间1家、火炬两岸众创空间1家。

提升企业创新能级
2022年，新增1家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家国

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1家省级重点实验室获授
牌、2家省技术转移机构、1家福建省博士后创新
实践基地、5家省企业技术中心入库培育企业；
新增中国专利优秀奖5个，福建省专利奖一等奖
1 个 ；新增 13 家企业获评“省知识产权优势企
业”，1家“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8家“国家知
识产权优势企业”。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2022 年全年拨付各类财政扶持资金 67 亿

元，落实退减缓免税费约34亿元。

优化人才服务政策
2022 年，高新区全年新增高层次人才 537

名，同比增长167.2%。区级财政兑现各类人才政
策资金1.1亿元，同比增长24.8%。

抱团参展，链接资源。3月底，在
厦门火炬物联网专业孵化器的组织
下，多家物联网创业企业将带着自家
核心产品亮相“深圳国际传感器与应
用技术展览会”。

“物联网企业所属赛道比较细分，
大家抱团参展，围绕客户所需共同输
出方案，有助于更好地开拓市场。”感
易通科技研发负责人连清文对参展表
示期待，他说，感易通致力于为冷链运
输、资产管理等提供物联网解决方案，
身处火炬物联网孵化器大家庭，感触
最深的是这里贴心的服务，“除了帮我
们做专利申请、高新企业辅导之外，还
积极组织各种活动，帮我们对接行业
资源。”

作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厦
门火炬物联网专业孵化器秉承“用创
业心态做创业孵化”的理念，形成了为
在孵企业提供“标准化+特色化+定制
化”为一体的孵化服务模式。

碍于资金有限，创业企业对市场
开拓、品牌宣传往往心有余而力不
足。对此，火炬物联网孵化器推出“创
业者故事”“产业直通车”等特色宣传
服务，从产品端宣传为企业订单增长
助力。

与此同时，火炬物联网孵化器还
牵手火炬高新区龙头企业，为在孵企
业共同提供孵化服务，涵盖应用场景、
投资、小批量生产、平台测试等，形成
龙头企业带动中小企业“齐步走”的良
好格局。一个典型案例是，在火炬物
联网孵化器的牵线下，园区某专注于
智能制造视觉服务的企业成为平板显
示龙头企业的供应商。

为推动更多科技创新技术成果落
地，火炬物联网孵化器引入顶级技术
资源，2022年落地中国传感器与物联
网产业联盟（厦门）科技加速器，这也
是中国传感器与物联网产业联盟目前
唯一的一个分联盟。目前，该分联盟
已正式运营，将联合火炬物联、厦门火
炬智能传感器产业联盟共同举办高层
级产业峰会、沙龙活动，助力吸引物联
网优质企业项目集聚，打造东南区域
智能传感器与物联网技术高地。

专业化孵化器是火炬高新区孵化
体系的一大特色。相关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火炬高新区将继续提升孵化
水平，推进生物医药、元宇宙等专业孵
化器建设运营，引导物联网、石墨烯等
国家级专业孵化器发展，促进“数量”

“质量”双提升。

一体化孵化服务模式

培育优秀创业企业

目前，火炬高新区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1500家，占全市比重超42%。

2022年，火炬高新区新增百亿项目3个（厦门时代、中创新航三期、天马8.6代），

新增百亿企业1家（中创新航）；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5家、国家级制

造业单项冠军3家；新增2家上市公司，3家 IPO成功过会；3家企业入选中国互联
网企业综合实力百强。

▲致善生物实验室
研发人员在做试验。

▼火炬高新区鼓励
企业设立各类研发机
构。图为乾照光电工作
人员对产品进行抽测。

▲火炬高新区目前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1500家，占全市比重超42%。图为火炬新科广场。（火炬高新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