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在市委尧市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袁 在全市科技界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下袁厦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袁全市科技创

新事业发生了系统性尧格局性重大变化袁科技创新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显著提升遥
这些年袁我们布局重大战略平台袁促进开放合

作袁打开城市高质量发展全新局面遥 从创新型试点

城市到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渊厦门片区冤袁
再到争创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袁 我们紧扣新时

代科技创新工作新使命袁立足当前袁着眼长远袁启
动实施科技创新引领工程袁布局打造厦门科学城尧
中国要金砖国家新时代科创孵化园尧 海洋负排放

国际大科学计划三大战略平台袁 推动以科技创新

引领发展动能转换遥 作为科技创新引领工程的主

平台袁 厦门科学城聚力服务科技型创业和成果转

化袁搭建野新型研发机构+概念验证中心+小试中试

平台+标杆孵化器+未来产业园+创新飞地冶 全链

条产业孵化服务体系袁成为新质生产力野超级孵化

器冶袁与火炬高新区尧海洋高新区尧厦门生物医药港

构建形成野一城三区冶创新驱动发展新格局遥

这些年袁我们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袁优化创

新生态袁全社会创新意识显著提升遥 成立市委科技

创新委员会袁确立科技创新全局发展野核心战略冶
地位袁系统改革科技计划体系袁推出企业研发费用

补助尧科技信用贷款尧科技创新创业引导基金等科

技野新产品冶袁探索野科学家+企业家+投资人冶新型

研发创新模式尧野拨投结合冶 成果转化模式尧 国际

野揭榜挂帅冶等科技野新举措冶袁有力激发全社会创

新活力和动力遥 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由 2012 年

的 79.01 亿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270.71 亿元袁 研发

投入强度提升到 3.36%遥 申报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

除的企业数从 2012 年的 283 家增长到 2023 年的

5878 家袁增长超 20 倍袁企业创新积极性显著提升遥
这些年袁我们发力集聚创新资源袁增加科技供

给袁城市综合创新实力显著提升遥 聚焦补足创新资

源不足短板尧增强高质量科技供给袁与厦门大学尧海
洋三所等驻厦高校尧 科研机构签署新一轮共建协

议袁支持增强创新能力曰启动智慧储能大型科研基

础设施袁布局建设嘉庚尧翔安尧海洋 3 家省创新实验

室袁引进天津大学尧中国科学院理化所尧腾讯等 30
余家国字号大院大所和头部企业来厦建设新型研

发机构袁培育天马新型显示技术研究院尧厦门柔性

电子研究院等一批龙头企业研发机构袁实现区域创

新力量的结构性调整遥厦门城市综合创新实力逐步

由点的突破迈向系统性提升袁 在 圆园圆源 年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百强科技集群榜单中袁厦门跃

升至第 72 位袁过去 猿 年上升了 31 位遥
这些年袁我们加大科技重大攻关袁突破核心技

术袁引领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遥 强化企业主导的产

学研深度融合袁建立野企业界出题尧科技界答题冶新
机制袁聚焦重点领域组织实施重大科技攻关袁突破

科技引领 向新而行
要要要厦门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024年 11月 26日袁 厦门市人民政府新闻办

举行野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冶系列

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八场(科学技术局专场)遥 会

议围绕野科技引领 向新而行要要要厦门科技创新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冶作介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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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英寸碳化硅外延晶片量产技术尧高品质氮化铝粉

体材料产业化关键技术等一批核心技术袁 抢占未

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厦门

34 项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尧603 项成果获省科学

技术奖袁 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年均增长超过 20%袁
培育出国产首支宫颈癌疫苗尧面向 5G 通信的氮化

镓器件等一批标志性创新成果遥 全市 90 多项技术

或产品处于全国尧全球领先水平袁部分产品市场占

有率居全国第一乃至全球第一遥
这些年袁我们注重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袁强

化主体地位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更加紧密遥
强化企业研发投入尧 科研组织尧 成果转化主体地

位袁先后出台野科技创新 25 条冶野创新驱动 9 条冶和
野深入实施科技创新引领工程 16 条冶等系列重磅政

策袁支持建设重点实验室尧转化应用高质量科技成

果袁引导加快成长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遥 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数量由 2012 年的 775 家增加到 2023 年

的 4209 家袁净增超过 3400 家遥 科技创新始终站在

关键产业的前端袁率先全国开展未来产业培育袁第
三代半导体尧 基因与生物技术等 6 个未来产业纳

入野4+4+6冶现代化产业体系遥 生物医药尧新型功能

材料产业入选国家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培育

工程遥 厦门市生物医药产业在疫情期间表现突出袁
连续 3 年获国务院办公厅督查激励袁 产值达到千

亿元规模遥

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袁科学技术要打头阵袁科技

创新是必由之路冶遥 下一步袁 厦门将全面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福建尧厦门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袁依靠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深化拓展科技创新引领工程袁
扎实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袁加快塑造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城市发展竞争力遥
一是加强统筹谋划与协同联动遥健全市委科技

委工作机制袁构建市尧区协同高效组织实施体系袁深
化科技管理服务创新袁高质量编制科技创新野十五

五冶规划遥
二是提升厦门科学城创新野引擎冶功能遥加快引

育一批顶尖人才团队及新型研发机构尧中试验证平

台袁培育标杆孵化器袁推进未来产业园区建设袁健全

产业育成服务体系遥
三是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遥 优化提升嘉庚尧翔

安创新实验室袁加快建设智慧储能大型科研基础设

施尧省海洋创新实验室等一批平台遥
四是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遥加大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力度袁 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尧建设联合实验室等研发机构袁牵头重大科技攻

关袁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遥
五是深化科技与产业交流合作遥 拓展野创新飞

地冶布局袁加快建设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尧中
国要金砖国家新时代科创孵化园袁加强与粤港澳大

湾区等区域以及金砖国家和野一带一路冶共建国家

的交流合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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