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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代升级 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我市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生态体系，着力提升创新链效能和产业链水平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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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厦门科学城加快建设、火炬高新区争先

进位、省级海洋高新区获批设立、厦门生物医
药港提质增效……当前，我市不断拓展完善
创新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了四大科创“引擎”
并进驱动城市发展的局面，不断塑造发展新
动能新优势。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意味着要加大科技创
新力度。为此，我市近年来科技战略规划不
断、改革举措不断。

顶层设计谋划提供了强大支撑。2022
年，我市成立由市委主要领导挂帅的市委科技
创新委员会，统筹推进厦门自创区、创新型城
市、厦门科学城等建设；《厦门市高素质高颜值
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发展战略（2020-2035）》《厦
门“一二三”战略规划》等一系列全市性中长期
规划，确立了科技创新是城市发展“核心战
略”，为科技发展指明方向。

“率先实现全方位高质量发展超越科技创
新行动计划”、《厦门市科技创新引领工程实施
方案》等规划布局已经或即将出台，接续优化
科技创新发展目标和路径，推动以科技创新引
领发展动能转换。

C
科技创新是系统工程。既需要

发挥科创平台的支撑作用，也需要
发挥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作用，做
到“点”“面”同步发力、协调联动。

我市目前已建立健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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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次培育体
系，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实施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行动等，近
三年累计净增加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超过1670家，总数超过3600
家；新培育省级科技小巨人企业
254家，总数达到490家。

近几年，我市扎实落实企业研
发费用补助等科技政策，激励引导
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2022年
共兑现补助资金、税收减免近百亿
元，引导近5000家企业投入研发
费 用 251.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4.24%。去年，全市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实现工业产值3420.2亿元，同
比增长6.35%，其中708家企业营
收同比增长50%；新增6家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A股上市或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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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实
现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
创新人才。

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
略，推进“群鹭兴厦”人才计划，出台国际
化引才“六条措施”、人才新政45条，修订
《厦门市留学人员创业扶持办法》，围绕人
才住房安居、配偶安置、子女入学、创新创
业等方面强化支持保障力度，为我市创新
人才的引进培育土壤。

去年，我市积极探索服务外籍人才的
新机制新模式，设立“国际留学人员创业
就业基地”，率先全国开展外籍人才专业
技术、技能水平评价试点，“‘四个一’构筑
外籍人才集聚高地”做法入选科技部科技
体制改革典型案例。

我市未来还将依托省创新实验室等
高能级创新平台，引进培育战略科学家、
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拓展国
际科技创新合作新路径，实施更加开放的
人才政策，加快建设国际留学人员创业就
业基地，探索更加便利的外籍专业人才执
业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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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近
年来我市先后出台“创新驱动 9
条”“成果转化新25条”“科学城12
条”等系列重磅政策，推进实施
152项改革创新举措，不断深化科
技体制机制改革，在科创生态体系
建设中迈出新步伐。

同时，推进科技创新法治化，
颁布实施《厦门经济特区促进科技
创新若干规定》《厦门经济特区知
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等一批特
区法规，探索形成“互联网+技术
转移”“‘信贷+保险+基金’科技金
融产品体系”“‘无需申报、直接兑
现’惠企政策”等一批具有全国重
要影响力的创新案例。

接下来，我市还将改革科研院
所管理机制，推进市属高校院所科
技成果转化综合试点，赋予省创新
实验室更大的自主权和探索权，扩
大“揭榜挂帅”等新机制项目比重
等，营造利于科技创新创业的生态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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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抢占科技制高点，呼唤高能级创新平台的涌现。当前，嘉庚

创新实验室、翔安创新实验室等载体建设高标准推进，我市不断
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增强核心竞争力。

目前，嘉庚创新实验室已攻克碱性电解水制氢等20项关键技
术，转化专利32项，自主孵化企业15家。与此同时，实验室正与
宁德时代共建厦门时代新能源研究院。此外，翔安创新实验室研
究的九价宫颈癌疫苗正开展三期临床试验。福建省海洋创新实
验室不断加快建设步伐，“海洋负排放”（ONCE）国际大科学计划
启动前期工作。

随着高能级创新平台的加快布局，我市不断筑牢产业高质量发
展“内核”，目前拥有院士工作站13家，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
138家，高端平台不断带动我市科技积蓄创新势能。

打造重大战略载体，加快布局高能级创新平台，我市创新资
源集聚正在不断实现新突破。眼下，聚焦集群化布局高能级创新
平台、高层次创新团队、高效益成果孵化转化载体，我市正加快规
划建设厦门科学城，打造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厦门科学城将构建“新型研发机构+孵化器+专业园区+创新
飞地”孵化培育体系，引导推动创新创业资源向未来产业集聚，抢
占发展制高点。目前，我市已引进“厦门市创新生物医药研究院”
等20家新型研究机构，此外，总投资60亿元的厦门数字工业计算
中心项目开工，未来产业园（先进制造园）揭牌，“创新飞地”——
厦门科学城（北京）创新成果培育基地启用，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

亮点

厦门市科技创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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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科技局 厦门日报社
联合策划

科创

近年来，我市科技创新综合实力不断实现新突破，涌现出不少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市科技局联合本报
对部分优秀科技成果项目进行展示。这些项目代表了我市各行各业的科技创新水平，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
企业主导或在企业实际应用，显示出我市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产学研合作进一步增强。

旌旗猎猎，号角催
征。今天，厦门市科技创
新大会将吹响奋进的冲
锋号，瞄准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高站
位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
心的全面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
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
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
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
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
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
动能新优势。近年来，我
市持续激发“第一生产
力”，激活“第一资源”，点
燃“第一动力”，加快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
科技创新体系，提升创新
链效能、产业链水平，奋力
开辟科技创新支撑引领
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上个月，市科技局负责人带队调研了
我市部分尚处于初创阶段，但具有未来产
业高成长性、战略性、先导性等特征的科
技创新型企业，加力培育未来产业“种子
选手”。

2019 年下半年，我市率先启动实施
未来产业培育工程。市委市政府统筹推
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建立工作机制，
明确重点发展第三代半导体、氢能与储
能、基因与生物技术等六大未来产业。

近三年来，我市新引进国创中心厦门
先进电驱动技术创新中心、天马新型显示
技术研究院、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厦门星座

卫星应用研究院等20家新型研发机构，建
设柔性电子、元宇宙支撑技术与场景驱动
两家创新联合体，招引产业化项目149项
（三年计划投资额 963.97 亿元），新培育
176家未来产业骨干企业、143家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初步构建未来产业
创新体集群。

未来产业培育力度还将持续加大。
依托在厦高校院所优势学科以及省创新
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优势研发力量，
我市将健全“源头创新+技术转化+产品开
发+场景应用+企业培育”的产业全链条创
新体系。

前瞻布局培育未来产业
近三年招引

产业化项目149项

●去年全市R&D经费投入强度预计达3.2%，居全省首位。

●厦门科学城建设稳步推进，未来产业培育取得阶段性进展，
“海洋负排放”（ONCE）国际大科学计划启动前期工作，嘉庚、翔

安2家省创新实验室加快建设，引进20家大院大所和头部企
业研究院项目。

●国产首支宫颈癌疫苗、全球首支鼻喷新冠疫苗、“厦门科技
壹号”卫星等一批标志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年净增量连年突破新纪录，资格有效总

数超过3600家。

●培育发展（生物医药）战略性新兴产业、火炬高新区推动“双

创”发展等方面工作多次获得国务院办公厅通报激励。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

我市“科技集群”“科技强度”两项排名首次跻身全球城市百强。

基于大数据挖掘的B2C智能
电子商务系统

项目单位：华侨大学、蓝海(福建)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亚尔迪(厦门)科技有限公司、厦门至
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福建奇鹭物联网科技股
份公司

该项目围绕“智能化”和“个性化”两大特色
目标，设计并开发了一套软硬结合的B2C智能
电子商务系统。创新点包括：提出了多源大数
据融合和知识图谱的智能感知技术，提出了处
理器动态电压和频率调节、主副版本和重执行
的可靠性感知能耗优化调度技术，提出了序列
模式分析与预测、知识图谱和用户画像、深度学
习、迁移学习、地理位置和兴趣感知的混合推荐
技术。

项目解决了电商系统商业洞察力差、用户
并发效率低、用户黏性差、营销成本高等关键共
性难题，适应于不同业务类型的各领域应用环
境。相关技术和产品已出口欧美等33个国家，
使电子商务系统从“互联网”迈入“个性化推荐”
和“精准营销”的新时代。

大跨度桥梁拉吊索智能管养
成套技术研发与应用

项目单位：厦门大学、中交第二航务工程
局有限公司、厦门路桥百城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厦门市路桥管理有限公司、厦门市元固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

该项目针对大跨度桥梁拉吊索“早期损伤
检测难”“剩余寿命算不准”“检修更换难度大”
的关键难题，研发了拉吊索智能管养的“诊、
断、治”成套技术，提出了拉吊索早期损伤多尺
度检测方法，建立了拉吊索剩余寿命与承载力
精确预测技术，研发了拉吊索智能检修更换的
成套技术与装备。技术应用于厦门海沧大桥、
苏通长江大桥等50余座桥梁，在中交二航、健
研检测等10余家企业推广，范围覆盖10余个
省份，取得了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以全国
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徐恭义为主任的鉴定委员
会认为项目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拉吊索早
期损伤检测方法与技术方面达到国际领先。

面向边缘感知的轻量化三维数字底座
及产业化应用

项目单位：集美大学、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市政管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数字孪生技术近年来呈现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目
前已在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领域广泛应用。当前大场
景数字孪生系统普遍存在模型存储量过大导致的部署灵
活性不足，感知能力和效率受限等问题。

为此，项目组从2011年开始，先后研发了形成边缘感
知与轻量化三维数字底座紧耦合的数字孪生系统。该项
目针对大场景三维模型存储量，以及边缘感知和空间信
息融合技术当前存在的挑战，研发了高效点云配准与重
建方法，创新性提出大场景结构化模型表面完备重建技
术，突破了以知识图谱与场景三维空间结构为引导的边
缘智能算法体系，系统性研发了浮点转换驱动的卷积量
化技术及边缘计算设备，在城市管廊、公共安全等应用领
域实现产业化推广。

声带运动障碍相关疾病精准诊疗体系
的研发及推广应用

项目单位：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声带运动障碍病因复杂，局部喉部神经、肌肉、关节病

变和全身多系统疾病均可累及，但因位置深在、关节细小
且运动复杂，易误诊漏诊。该项目自主设计并实现喉部三
维运动的可视化及动态三维特征的提取；开发及测量喉部
三维结构新参数，并在动物实验中探索其影响发声振动功
能的机制；在省内率先引入喉肌电图（LEMG）这一诊断喉
神经损伤的金标准方法，结合喉肌电图及嗓音功能检查，
多维度精准评估声带运动障碍的病因、部位及程度。

项目组联合神经电生理、影像科医疗专业人员及图像
软件工程师，与头颈胸部相关科室紧密配合，有效将高技
术难度的LEMG、动态CT三维薄片扫描、喉部动态喉镜图
像及后期的图像自动化处理整合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先进
性的诊断评估系统，构建出一套声带运动障碍相关疾病精
准诊疗体系。项目显著提高了我国在该领域的诊疗水平
及国际影响力。

重型燃气轮机高温端用复杂结构
部件加工制造技术的开发

项目单位：厦门金鹭特种合金有限公司、东方电
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
司、华侨大学

重型燃气轮机是发电和驱动领域的“心脏”。该
项目聚焦于解决重型燃气轮机高温端复杂结构部件
的切削加工难题，开发了切屑流向精准可控的波形刃
结构刀具与成分和组织双重梯度耦合的高光滑高硬
涂层，搭建了一套模拟全流程切削工况的工艺稳定性
快速测试平台，并形成了高温端部件的整体加工解决
方案，最终推动了我国首台F级50MW重型燃气轮
机的自主生产制造。

该项目建成了年产1800万片可转位刀具和1.5
万支异形复杂铣刀的产业化规模。项目成果解决了
我国重型燃气轮机高温部件加工刀具的“卡脖子”问
题，为国家战略安全夯实基础。

高阻硅TSV及其射频集成产业化
应用

项目单位：厦门大学、开元通信技术（厦门）有限公
司、成都嘉纳海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微电子技术
研究所、北京大学

集成电路是未来大国竞争的关键点，其中TSV三
维集成已成为集成电路领域全球竞争的新高地。针对
后摩尔时代射频“芯粒”系统级三维集成关键问题，该
项目揭示了高阻硅TSV高频损耗主要机理，在国内率
先建立了高阻硅TSV圆片级封装Baw 5G滤波器芯片
的设计与量产能力，开发了高阻硅TSV集成式系列滤
波器，应用于国家重点工程中，并研制了高阻硅TSV三
维集成L波段接收组件、宽带信道化接收机等样机，试
用于国家重点工程中。

这一项目成果不仅高度契合厦门市集成电路产业
链发展需求，更对推动我国TSV三维集成技术的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支撑先进电子信息装备射频系
统小型化、集成化、综合化、智能化发展具有关
键作用。项目出版学术专著 2 部，促进
了学科发展。

3.5GHz频段5G终端砷化镓
功放芯片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单位：厦门市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在元宇宙产业的驱动下，砷化镓功放芯

片年需求量逐渐增多，3.5GHz频段作为全球
黄金频段，或将成为全球统一频谱。该项目
从外延材料、器件工艺至终端应用可靠性验
证，攻克技术难点，掌握核心专利技术，开发
出3.5GHz频段高功率、高效率、高集成密度
小尺寸的砷化镓功放芯片。

据介绍，这一项目在国内率先发明了“高
功率附加效率外延片生长技术”，首次提出

“背面铜制程工艺技术”，率先开发出“异质接
面双极晶体管基极的蚀刻工艺”，率先设计出

“五层复合的基极金属结构”，并首先提出“铜
柱凸块与RDL（重新布线）集合工艺”……多
项技术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目前，项目产品已成功导入中国通讯终端
巨头，经济效益显著。项目填补了我国在
3.5GHz频段5G终端功放芯片领域的空白，促
进我国在化合物半导体产业链完善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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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宫
颈癌疫苗，创新性利用大肠杆菌体系进行
HPV16/18型双价疫苗的研发，构建了符合中
国和世界卫生组织（WHO）标准的规模化生产
质控体系，研制出首支国产HPV疫苗——馨可
宁，通过WHO预认证，获得全球通行证，标志
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三个实现HPV疫苗自主供
应的国家。

目前已有多省市政府为适龄女孩开展本项
目疫苗免费接种项目，截至2022年9月，累计
应用3211万剂。

复杂海域环境下超长管道整体
式沉管施工关键技术与应用

项目单位：华侨大学、厦门市政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南京工业大学、厦门理工学院、福建荣
工建设有限公司

为突破复杂海域环境下超长管道整体式沉
管技术瓶颈，系统研究并建立了考虑波流作用
的海上管道浮运阻力、吊点临界跨度、波流阈值
和海底基槽边坡稳定性确定方法；发明了折弯
型沉管防变形结构、细长折线形沉管加强结构
等新型保护结构，构建了长距离、水下不间断数
据传输的海空一体无线监测系统。

与传统沉管技术相比，该项目技术可节省
技术成本约20%-30%，减少封航时间约80%-
90%，缩短总工期约15%。该项目还实现了千
米级无固定桩整体式沉管的零损伤目标，封航时
间仅需3-4天，设备投入只需中小型吊船2艘、
拖船2艘-3艘、浮箱组14只-15只、气囊9只-
10只等少量设备。目前已在厦门、福州、平潭的
五个大型工程中成功应用。经中国工程院专家
组鉴定，认为项目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科技生态、金融服务是实现创新
发展的两翼。我市着力为科技创新
插上金融的翅膀，近三年累计发放科
技信用贷款、科技担保贷款等科技贷
款82.23亿元。2022年新组建厦门科
技创新创业引导基金，采取“子基金+
直接投资”相结合方式引导社会资本
投早投小投科技，首批参股设立 10
只子基金，总规模超过23亿元，构建
起“科技信贷产品+科技保险+科技
创投基金”金融产品体系，鼓励支持
中小微企业做大做强。

为推进科技创新创业迈向更高

水平，近三年我市新培育 3 家国家
级、22家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目前
全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已有 54 家，其
中国家级10家。2022年，4家国家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获评优秀，占全省
获评优秀孵化器总数的50%。鼓励
技术成果交易，技术合同金额连续
三年超过百亿元，其中 2022 年合同
金 额 达 到 134.2 亿 元 ，占 全 省
46.36%。2022年我市支持企业实施
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471项，同比
增长44.5%，相关项目预计可为企业
带来年销售收入590.4亿元。

优化创新创业生态
近三年累计发放

科技贷款82.2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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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眼诊疗技术创新与应用
项目单位：厦门大学
干眼是除屈光不正外最常见的眼科疾

病，临床精准诊断与治疗一直是此领域最关
注的难题。该项目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眼表
微环境”理论，使干眼的治疗由对症治疗转变
为整体综合化治疗，该理论写入了我国干眼
的定义；发明了干眼诊断的新方法，使干眼的
诊断进入分子水平；开发了5个具有知识产权
的干眼新药物，获得了5个医疗器械证，多个
产品为全球首创。

项目的多个成果已列入国际干眼共识、
亚洲干眼共识与指南以及我国干眼共识与指
南，被全球多个国家与地区应用，仅我国每年
受益患者就有4000万名以上，创造了巨大的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项目的完成，整体提
升了我国干眼学科的国际影响力，使我国干
眼学科进入国际领先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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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国产HPV疫苗馨可宁2020年在武
汉完成上市首针接种。

重型燃气轮机高温端用复杂结构部件。

翔安创新实验室办公实景。

国创中心厦门先进电驱动技术创新中心主楼内部场景。

厦门科学城美峰西柯片区效果图厦门科学城美峰西柯片区效果图。。

重组人乳头瘤病毒16/18型
双价疫苗（大肠杆菌）的研制
与应用

项目单位：厦门大学、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