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筹考虑设计与之相配套的法规尧 规章和政策文件

等袁细化配套制度制定的具体要求和时限袁为条例

的贯彻实施保驾护航遥 四是适度超前袁注重立法的

前瞻性遥 一部法规必须要有一定的适用时间遥 面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袁立法时应充分考虑政治尧经济尧
社会发展等的需要袁适度超前袁确保所立条例的预

见性与前瞻性遥
（作者单位：厦门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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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集成电路产业的地区袁1997 年在厦门市科学技

术局渊以下简称厦门市科技局冤推动下成立了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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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平台遥 厦门市科技局通过持续不断地投入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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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和长期稳定的平台培育袁 先后投入科技资金

超亿元袁建设了 EDA 工具平台尧芯片失效分析平

台尧晶圆测试公共服务平台尧集成电路研发保税平

台尧 集成电路人才实训平台等集成电路产业平台

及中国福建能源材料科学与技术创新实验室尧中
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RISC-V 开源芯片项

目尧 国家新能源汽车创新中心厦门分中心等产业

相关配套平台, 为集成电路及相关企业提供全过

程尧全方位尧一体化的技术及检测服务遥同时袁与清

华大学尧 国家集成电路设计深圳产业化基地等机

构合作完善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遥 通过这些专

业技术平台集聚了一流行业技术资源袁 实现产业

资源汇聚共享袁 为厦门集成电路企业快速发展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袁 为集成电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提供强劲支撑遥
方向引领袁助力野芯冶发展

中共厦门市委尧 市政府高度重视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袁 将其作为一项关系到厦门市产业发展全

局的战略性工作袁大力支持集成电路产业遥2011 年

起袁厦门市科技局出台了叶厦门市集成电路设计流

片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曳遥 在政策的推动下袁厦
门集成电路企业数量开始逐年增长遥2016 年起袁厦
门市推动出台了 叶厦门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规划

纲要曳叶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发展集成电

路产业实施意见的通知曳叶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加快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实施细则的通

知曳叶厦门市集成电路产业高端人才评定标准 渊试
行冤曳叶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完善我市集成

电路产业政策的补充通知曳以及叶关于促进集成电

路双创平台发展的若干办法曳 等一系列市区两级

的政策文件袁在投融资尧人才尧科研尧成长激励等多

方面进行支持遥近几年袁厦门利用政策野组合拳冶对
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推动环节的各个层面精准发

力袁厦门市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进入快车轨道遥
特色化布局袁野芯冶业齐发

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初期袁 厦门市对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就有了清晰的认识院充分发挥对台优势袁
不追求大而全袁 走一条适合厦门本地发展的产业

发展之路袁抓住中国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窗口期袁

承接台湾集成电路产业转移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袁
产业融合带动区域融合袁 落实高质量发展实现赶

超遥 作为世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重点地区袁台湾

在集成电路设计尧制造尧封装等环节有突出优势袁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袁台湾集成电路人才尧资源转移

的速度加快袁 而厦门吸引台资集成电路企业落户

具有天然优势袁聚集了光电尧平板显示等配套台资

企业遥 利用台湾半导体产业人才优势袁厦门吸引台

湾核心团队渊人才冤尧企业尧技术袁加快推进台资和

本地资本的融合袁 促进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的本

地化袁相当一部分厦门企业均引进台湾研发团队遥
厦门市布局半导体产业重点项目总投资超千亿

元袁重点布局了厦门联芯尧士兰微尧通富微等重点

项目以及第三代半导体产业链遥 在设计方面袁引入

星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尧 厦门紫光展锐科技有限

公司尧厦门凌阳华芯科技有限公司尧厦门码灵半导

体技术有限公司等袁 并培育出厦门优迅高速芯片

有限公司尧厦门傅里叶电子有限公司尧厦门芯阳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尧智恒(厦门)微电子有限公司等具

有一定特色优势的企业曰在制造方面袁联芯集成电

路制造渊厦门冤有限公司成为大陆 28 纳米产品良

率最高的 12 英寸晶圆厂袁厦门市三安集成电路有

限公司已成为国内最大的砷化镓射频芯片供应

商袁以及瀚天天成电子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SiC 外

延生产线袁 厦门士兰明镓化合物半导体有限公司

化合物及 MEMS 特色工艺制造产线曰 在封测方

面袁重点引进国内前三的通富微先进封测项目曰在
配套方面袁 引入厦门美日丰创光罩有限公司已建

成国内最大最先进独立光罩厂袁以及鑫天虹(厦门)
科技有限公司薄膜沉积设备尧 芯米涂布显影设备

等半导体关键设备制造企业遥 通过多年的积淀袁厦
门目前已初步形成涵盖集成电路设计尧 制造尧封
测尧装备与材料以及应用的产业链袁第三代半导体

产业链也日趋完善袁产业集群效应显现遥 厦门已成

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布局规划的重点城市遥
厚积薄发袁创野芯冶跨越

2019 年 5 月袁 第二十三届世界半导体理事会

年会在厦门举行袁来自台积电尧联电尧英飞凌尧智恩

浦尧意法尧索尼尧瑞萨尧三星尧海力士尧高通尧安森美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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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等国际知名半导体企业和相关机构高层代

表参会袁 增强了全球巨头对厦门半导体行业的了

解和关注遥 2020 年厦门市半导体产业完成产值

436.2 亿元袁集成电路产业产值 265.6 亿元袁集成电

路产业产值比增 11.6%遥 其中袁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超过 100 家尧 行业产值 45 亿元袁 比 2019 年增长

9.2%曰销售额过亿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6 家曰其中

光通信尧电源芯片尧光电驱动芯片尧图像处理集成

电路等设计领域发展较好遥 2021 年厦门 5 家企业

荣获第十六届野中国芯冶优秀产品奖项遥
截至 2021 年 12 月袁 厦门已经形成厦门火炬

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尧海沧集成电路产业园尧两岸集

成电路自贸区产业基地为主的 3 个集成电路集聚

区袁全市集成电路产业链企业 300 余家袁已形成覆

盖芯片设计尧先进工艺及特色工艺制造尧第三代半

导体尧封装测试尧设备尧材料及应用等各环节的较

为完整的全产业链生态体系遥 其中厦门火炬高技

术产业开发区已集聚集成电路及配套企业 200
家袁是中国集成电路十大优秀产业园区袁重点围绕

联芯集成电路制造渊厦门冤有限公司尧厦门市三安

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引进 IC 设计公司

和配套项目袁与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尧清华大

学微电子所共同开展人才培养和科研合作曰 国家

野芯火冶双创基地核心区利用野双自联动冶优势袁以
两岸集成电路产业园尧 自贸区集成电路研发基地

为核心载体袁重点发展集成电路设计尧保税交易袁
建立专业企业孵化器袁 积极推进全国首创的集成

电路研发保税试点袁 截至 2021 年 12 月实际入驻

相关企业 200 家袁产业规模初显成效曰海沧台商投

资区集成电路产业实现了野从 0 到 1冶的突破袁2016
年至今聚集了厦门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尧 厦门士

兰明镓化合物半导体有限公司尧 安捷利美维电子

(厦门)有限责任公司等 12 家制造业企业以及数十

家设计类企业袁总投资 350 亿元袁形成厦门中心集

成电路设计产业园和海沧信息产业园两大园区袁
集聚 IC 设计相关企业和以 MEMS尧功率器件为主

的特色工艺半导体企业遥
把握野芯冶机遇袁乘势而上

依托厦门本地电子信息千亿产业集群袁 以及

物联网尧机器人尧信息安全等下游应用袁厦门集成

电路的应用领域和市场规模正不断扩大袁 芯片与

整机联动发展优势逐渐凸显袁 具备发展集成电路

产业的雄厚基础遥
以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厦门片区作为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载体袁 深入先行先

试探索袁突破阻碍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袁补足创新

创业链条短板袁提升区域创新体系能级袁激励创新

创业创造热情袁厦门创新动力日益增强遥 以产业发

展需求为切入点袁策划尧启动集成电路双创平台建

设袁大力引进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在厦聚集袁形
成良性循环尧同步发展的全产业链增长擎袁探索设

计企业与上下游关联企业共生关系袁 营造良好的

创新创业环境和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尧 优化提

升产业生态系统遥
在厦门集成电路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袁 我们

也清醒地认识到产业发展仍旧存在产业规模不

大尧产业人才短板明显等诸多问题遥 产业整体规模

与北京尧上海尧深圳相比明显偏小袁设计环节企业

数量虽多袁但实力强尧体量大的企业少曰制造封测

环节引进的项目产能做大尚需时日曰 下游终端模

组企业数量多尧体量不小袁但难以在本地形成规模

化配套遥 厦门对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和经验丰富

工程师吸引力不强袁 本地院校紧缺专业人才培养

数量有限袁企业仍旧无法摆脱招人难的处境遥
挑战和机遇并存遥 关于未来袁厦门野芯冶仍旧朝

气勃发袁对标国家产业发展需求袁野芯冶动能十足袁
来日可期遥2021 年中共厦门市委尧市政府提出建设

厦门科学城的战略规划袁 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区域创新中心袁 建设国家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区

的新引擎遥 在厦门科学城规划区域内建设集成电

路设计与半导体装备产业园袁 打造高水平科技创

新平台尧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尧汇聚科技创新人才袁
助力厦门集成电路千亿产业链遥 新年伊始袁让我们

携手坚定方向袁潜心创新袁勇往直前袁为中国芯国

产化替代进程做出新的贡献遥
（作者单位：厦门科技产业化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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