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厦泉科学城协同发展的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袁集聚力量进行原创

性引领性科技攻关袁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1]遥
科学城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核心袁 集聚高端创新

要素袁涵盖基础研究尧应用研究尧产业共性关键技术

创新尧新产业新业态培育等功能袁是发展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的重要枢纽袁也是区域落实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尧培育新竞争优势的核心单元遥
福建省曾多次提出建设福厦泉科学渊技冤城渊中

国东南也福建页科学城尧厦门科学城尧泉州时空科创

基地的统称冤袁打造全省技术创新高地遥福建省人民

政府 2021 年出台的 叶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

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曳提出布局建设福厦泉科技城[2]遥
叶福建省野十四五冶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规划曳提出以

建设福厦泉科学城为核心打造沿海科技创新走廊袁
将自创区打造成全省技术创新策源地[3]遥 2023 年福

建省科技工作会议提出以建设福厦泉科学城为核

心袁加快打造海峡科技创新中心[4]遥
目前袁福厦泉 3 个科学城都已启动建设袁但都

还处于建设初期袁 对区域科技创新突破的支撑有

限遥 福厦泉科学城区域协同创新发展袁可以相向协

作袁优势互补袁促进区域创新资源汇聚和整合袁以及

创新要素流动和高效利用袁有利于提升福厦泉科学

城科技竞争优势袁更有力地支撑区域创新发展遥

福厦泉科学城协同发展的基础
1.具有较好的经济和产业基础

福州尧厦门和泉州都具有较好的经济实力和产

业基础遥 2022 年袁福厦泉各地的经济总量尧高新技

术企业数量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都位居福建省

前列袁 具体如表 1遥 三地的经济总量共占全省

60.7%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共占全省 81%袁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数量共占全省 58.6%袁在电子信息尧生物医

药尧先进制造尧新能源及新材料等领域具有较好的

产业基础袁为科学城的协同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经济

和产业支撑遥

2.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

福州尧厦门和泉州都是国家创新型城市袁都具

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遥 2022 年袁福厦泉各地的研

究与试验发展渊R&D冤投入总量尧R&D 人员折合全

时当量尧R&D 活动企业数量都位居福建省前列袁具
体如表 2遥 三地的 R&D 投入总量共占全省 67.8%袁
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共占全省 92.4%袁R&D 人

员折合全时当量共占全省 74.9%袁R&D 活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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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共占全省 66%袁 大量的研发投入和创新主体袁
为科学城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遥

3.具有灵活的制度框架和政策支持

福州尧厦门和泉州拥有共同打造的福厦泉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袁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创新资源向福

厦泉地区集聚袁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政策先行

先试袁 同时具有海上丝绸之路技术转移核心区尧海
峡两岸协同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等多区叠

加功能袁为福厦泉科学城协同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

力袁提供了灵活的制度框架和政策支持遥
4.具有区位优势和交通便利

福州尧厦门和泉州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尧野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冶核心区袁对外开放程度高袁为福厦泉

科学城协同开展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丰富的

机会遥 福州尧厦门和泉州之间具有便捷的交通条件遥
福厦高铁通车后袁福厦泉同城化成为可能袁福州和厦

门形成一小时生活圈袁 厦门和泉州形成半小时交通

圈袁 极大促进区域各类创新资源的整合尧 流动和共

享袁为福厦泉科学城协同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遥
西部科学城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

主要做法借鉴
建设西部科学城是党中央作出的重要战略部

署袁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曳 明确提

出袁要以野一城多园冶模式合作共建西部科学城袁共
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5]遥2020 年以来袁
川渝双向奔赴袁 通过共同构建区域协同创新机制袁
打造协同创新共同体袁 共建跨区域协同创新生态袁
构建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体系袁 联手打造产业集

群袁合作共建西部科学城袁科技协同创新取得新进

展新突破袁形成了区域科技创新平台共建尧资源共

享尧项目共促尧产业壮大的良好开局袁为福厦泉科学

城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遥其主要

做法及成效如下遥
1.建立野双城合作冶战略袁构建区域协同创新体系

西部渊重庆冤科学城和西部渊成都冤科学城签署

了叶西部渊重庆冤科学城管委会尧西部渊成都冤科学城

管委会共同助推西部科学城建设战略合作协议曳袁
双方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尧 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尧优势产业集群打造尧高校院所交流互动尧信息交

流互动平台搭建等 10 个方面开展合作袁 构建区域

协同创新体系遥两地科学城管委会建立了联席会议

机制尧 对上争取机制和工作推进机制三大合作机

制袁联合争取国家科研资源和创新政策支持袁协调

解决跨区域合作难点和重大问题袁 并以项目化尧清
单化的形式推进战略合作落实[6]遥目前袁科技创新中

心已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尧科技部联合发文批

复袁 西部科学城建设已获科技部等 12 个部委联合

支持遥 西部科学城战略性科技力量显著增强袁已布

局建设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等 10 余个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袁基本搭建起野国家实验室+省级实验室+重

点实验室冶的高水平实验室体系袁聚集国家级科技

创新平台 199 个[7]遥
2.组建跨区域的创新联盟袁打造协同创新生态圈

川渝携手组建了 40 余个跨区域的协同创新战

略联盟袁如川渝技术转移联盟尧科研院所联盟尧大学

科技园联盟尧高新区联盟以及电子信息尧数字经济尧
物联网等产业创新联盟袁联合两地高校尧科研院所尧
企业等创新主体袁通过举办学术论坛尧研讨会尧专题

讲座尧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袁推动各创新主体之间

的交流与合作袁促进两地人才尧知识尧技术尧资本尧服
务等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和开放共享袁共建跨区域

协同创新生态圈遥 如院成渝两地合作组建西部车网

公司袁 共同助力构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生态圈袁已
有 230 家成都汽车零部件企业参与重庆整车配套[8]遥
国家超算成都中心已与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等40 余

家重庆区域用户建立合作关系袁以高性能算力资源

赋能重庆企业技术攻关[9]遥
3.共享科技资源袁促进资源高效利用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和重庆市科学技术局签署

了叶科技资源共享合作协议曳和叶科技专家库开放共

享合作协议曳等共享合作协议袁建立了科技基础资

表 2 2022年厦门尧福州尧泉州科技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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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尧大型科研仪器共建共享机制袁打造了科技资源

共享服务平台袁促进川渝各类科技创新资源有效整

合和高效利用遥 目前袁川渝联合搭建了大型科学仪

器设备共享服务平台袁已实现 1 万多台渊套冤大型仪

器设备开放共享袁推动成都超算中心尧中国自然人

群生物资源库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跨区域共享共

用袁实现了两地 3 万余名科技专家信息资源开放共

享袁促进高端人才流动和集聚袁弥补双方高端专家

不足的短板袁并打通双方技术需求与专家服务的对

接通道遥
4.协同攻关核心技术袁联手打造产业集群

成渝设立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袁 支持两地企业尧
高校院所在电子信息尧装备制造尧生物医药等优势

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联合开展野卡脖子冶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袁提升两地协同创新能力袁促进产业链创

新链协同袁加速两地优势产业融合发展袁共同打造

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遥 如院成都高新区与重庆大

学袁成都龙泉驿区与重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开展合

作袁落地成都岷山生物芯片技术研究院尧光纤多维

智能感知项目等 20 个重点合作项目袁 协同推进汽

车产业新能源化和智能网联化转型升级[10]遥截至 2023
年 7 月袁 成渝科技创新合作计划累计联合实施攻关

核心技术项目 115 项袁资金超过 1 亿元[11]遥 成渝地

区电子信息先进制造集群获评国家级先进制造业

集群遥 西部渊成都冤科学城培育形成电子信息尧数字

经济尧生物医药等 3 个千亿级产业集群[12]遥 西部渊重
庆冤科学城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及核心器件全产业

链生态圈初步建成遥
福厦泉科学城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建议

福厦泉三地应充分利用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的创新资源集聚效应尧灵活的体制机制和先

行先试的政策便利袁建立福厦泉科学城区域协同创

新发展机制袁从创新平台共建尧科技资源共享尧技术

联合攻关尧 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深化创新合作袁实
现优势互补尧协同发展袁同时利用野海丝冶等区位优

势高水平推进开放创新袁打造一流科学城袁推动区

域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袁提升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创新体系能级袁加速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区域科技创新中心遥
1.建立跨区域的协同创新机制袁提升福厦泉创

新体系能级

一是建立由省市相关部门领导参与的福厦泉

科学城联席会商制度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袁协商制

定科学城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和创新机制袁协调解决

跨区域合作难点和重大问题袁统筹推进战略合作落

实袁共同推动区域创新发展遥 二是建立联合布局战

略性科技力量的协同机制袁联合布局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袁共同争取国家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载体袁推动

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纳入全国重点实验室序

列袁推动省创新实验室进入国家实验室体系袁联合

布局科研机构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袁共同争取更多

国家野双一流冶学科袁全面提升区域创新策源能力遥
三是建立联合科技攻关的协同机制袁联合申报和承

担国家级的重大科技项目袁共同开展基于大科学装

置的科学研究工作袁 拓展交叉科学领域合作研究袁
针对新兴产业领域面临的野卡脖子冶技术难题开展

联合攻关袁 解决区域科技发展面临的重大技术问

题袁推动区域协同创新遥
2.营造超越行政边界的创新生态袁形成创新创

业合力

一是成立福厦泉科学城协同创新联盟袁打破区

域行政壁垒袁联合建设孵化器尧加速器尧创业投资基

金等创新创业平台袁 提供创业者所需的资源共享尧
融资支持尧知识产权保护尧科技成果转化等服务袁提
供全方位的创新创业支持袁共建区域创新生态遥 二

是建立跨区域的创新资源开放共享机制袁整合福厦

泉现有科技创新资源袁联合搭建科技资源共享服务

平台袁强化科技人才协同招引袁共同打造福厦泉科

学城人才池袁促进科技专家尧科研仪器等高端创新

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和高效利用袁促进人才尧技术等

创新要素流动袁激发协同创新活力遥 三是联合建立

福厦泉科学城创新社区等跨区域网络交流互动平

台袁营造开放包容尧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袁促进跨区

域跨领域人才进行创新交流与合作遥联合举办创新

创业大赛尧创新论坛尧科技展览等活动袁鼓励创新思

维和创业精神传播袁倡导敢于冒险尧宽容失败的创

新精神袁激发创新潜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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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构建开放型产业创新协同体系袁提升福厦泉

产业竞争力

一是以各科学城为核心袁联手福厦泉轴线上的

高新区共同打造科技创新走廊袁共同搭建野科学城

研发孵化+周边成果转化冶的产业创新协同联动机

制袁推进科学城孵化的技术尧成果尧项目尧企业在科

技创新走廊沿线园区转化落地袁形成野基础研究-
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冶的产业协同创新体系袁加快

产业技术创新袁提升福厦泉产业整体竞争力遥 二是

发挥福厦泉各自的产业优势袁遵循优势互补尧外溢

承接的发展策略袁深入开展光电尧数字经济尧生物医

药尧新能源和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集群共建活动袁 打造一体化的创新链和产业链袁推
动相关产业集聚和发展袁形成福厦泉科技创新产业

集群遥
4.高水平推进开放创新袁共建国内外协同创新

网络

一是主动与京津冀尧长三角尧粤港澳等科创高

地的知名高校院所尧 创新团队开展多层次对接合

作袁通过共同开展科技项目袁建立创新联盟尧创新飞

地尧新型研发机构等方式袁建立跨区域长效合作机

制袁深度融入国内创新网络袁促进资源共享和协同

创新袁提升福厦泉地区科技创新能力遥 二是发挥福

建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独特优势袁 共同推进建设

野一带一路冶科技创新合作区和国际技术转移中心袁
布局建设一批野一带一路冶国际技术转移机构袁通过

项目引进尧产业合作尧人员流动等方式吸纳国外先

进技术和优质资源袁实现跨区域国际产能合作遥 发

挥厦门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的

作用袁推动福厦泉科学城共同联合金砖其他国家高

水平大学设立新型跨境研发机构袁实现福厦泉国际

科研计划遥 发挥福建对台优势袁推进国家级对台科

技合作与交流基地建设遥 三是支持海洋负排放

渊ONCE冤 国际大科学计划发展成为服务国家战略

的重要国际协同创新平台袁支持野一带一路高精度

位置与时间公共服务平台海上丝绸之路分中心冶等
国际科技平台的建设袁积极寻求与国际创新城市和

机构的互动合作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袁深度参

与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袁促进国际科技创新资源汇

聚和利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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