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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家火炬高新区软件园掠影

历史永远铭记这一天。
上世纪八十年代深秋一个秋高气爽

的日子，厦门岛西北部一个名叫湖里的小
村庄，伴随着一声震天的开工炮响，掀开
了鹭城命运转折的崭新一页。两年之后，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站在这片
激情燃烧的热土上，意味深长挥毫写下：

“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的殷殷
嘱托。先行先试，勇于探索，扬帆领航，当
好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田和排头
兵，就成为了厦门经济特区肩负的特殊使
命……

35年风起云涌，激荡着厦门儿女的光
荣与梦想。进入新世纪第13个年头之后，
面对经济新常态，中国这艘海峡西岸的巨舰毅然拨转航
向，充满新动能，再一次扬帆领航，劈波斩浪驶向新经济的
海洋。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
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和“四个切实”新要求为指引，以福建
省第十次党代会和厦门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为动力，围
绕实现“再上新台阶、建设新福建”，建设“五大发展”示范
市。厦门高新区力争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形成以创新驱
动为主引擎的发展动力机制，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为主体的产业体系，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区域科技
创新中心。当先锋、打头阵、挑重担，成为全市创新驱动的
主引擎，全面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先行区。

海之一隅，扬帆世界，百年沉寂，今朝崛起……

改革创新：重构现代产业新体系的战略引擎

产业兴则城市兴。
厦门产业转型之路在哪里？厦门市委、市政府的决策

者们经过反复思考得出的结论是：要突破，要腾飞，就要更
加注重质量和效益，就必须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形成新
动能！

这无疑又是一次在厦门市委、市政府带领下，践行“五
大发展理念”的世纪进发！

厦门火炬高新区在厦门市创新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
要角色。早在1990年，国家科委和厦门市共建创立火炬高
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以“火炬”命名的三个国家级高新区
之一。而火炬一旦点燃，便成燎原之势，历经26年发展，以
占厦门1%的土地，实现厦门41%的工业总产值；高新技术企
业占厦门四成，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80%
以上；成为福建省首个千亿级开发区，建成福建最大的科技
企业孵化器；成功培育出5家年产值超百亿元企业，亿元以
上企业达到100多家；近4000家企业在火炬高新区创新创
业，17家世界500强企业在火炬高新区投资29个项目。

火炬高擎，再谱华章。殷切期望，托付重任。火炬高
新区将按照省、市的要求，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充实队
伍，让干部成为发展现代产业的行家里手，对主导产业知
识、发展趋势、国家政策都要先学一步，不断提高能力和水
平；做强做大现有企业，重视培育生根型企业，鼓励现有企
业增资扩产和开展技改升级，培育一批有发展潜力的科技

“小巨人”；围绕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加强对上下游企业和
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招商；滚动开发新园区，适度超前规划、
全方位配套基础设施，加大公租房等生活配套和公共研发
服务平台建设，不断夯实经济发展基础，增强发展后劲。

鹭城厦门，开始了动人心魄的转型起飞！

创新生态：产业转型新空间新机制的保障

创新生态是产业转型的基石保障。
说到美图秀秀，几乎无人不晓。2016年12月15日，美

图在香港主板挂牌上市。按每股8.50港元发行5.74亿股，
所得款项净额约 46.88 亿港元，获得全球资本瞩目。截至
2016 年 10 月，美图旗下应用已在全球超过 11 亿个独立设
备上激活，其全部应用月活跃用户达4.56亿。据艾瑞咨询
6 月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国社交网络上分享的图片，约
53.5%经过美图旗下 APP 的处理。目前，美图拥有全球最
大的人像数据库，其人脸检测技术已经在全球处于领先地
位。根据国际权威的马萨诸塞大学 FDDB 数据集 10月份
公布的人脸检测结果，美图在所有参与测试的人脸检测系
统中位居第一。从 2010年开始，美图就利用大数据，研究
与计算机视觉和影像处理有关的新技术，并把人脸识别作
为产品核心。截至6月30日，美图已注册超过100项专利，
并拥有94款软件程序的著作权。

美图正是在厦门高新区这片创新沃土上成长为参天
大树的。构建优良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营造国际一流营
商环境，是厦门产业转型成功的基石。

美图创始人兼董事长蔡文胜毅然从外地回到家乡厦
门。他投资的第一人，是互联网论坛上认识的“网友”张
立，在蔡文胜的资助下，张立创立的欣欣旅游以 14.5 亿元
估值融资2.5亿，成为一家B2B2C的互联网旅游平台公司；
91 助手软件的开发者熊俊，从蔡文胜处得到一笔启动资
金，创办同步网络有限公司。从事移动应用分发和移动设
备管理应用研发，至今一直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已挂牌新
三板的飞博共创的伊光旭，在蔡文胜的牵线下举家从南京
搬迁厦门，所创办的飞博共创覆盖全网超过2亿用户，成为
网红经济时代的社会化营销平台。为帮助更多创业者，蔡
文胜创办的隆领创投，已累计投资 81个互联网创业项目。
厦门软件园堪称是海西地区信息产业的人才吸附器、培育
器和加速器，4399游戏、美图秀秀、飞鱼科技等软件园二期
企业，为厦门互联网创业带来了巨大的羊群效应。厦门将
成为“东方的西雅图”。

如今的厦门软件园已行成一期、二期、三期有机联动，
岛内、岛外一体发展的良好格局。其中，软件园一期主打

“科技金融+企业孵化”，二期作为企业总部和研发中心聚
集区，三期打造产业发展要素齐全完整的产业集群。目
前，仅厦门软件园就有 6 家上市公司，27 家新三板挂牌企
业，集聚了产业资本运营、中介服务、培训机构、众创空间
等产业要素。

厦门火炬高新区是经中组部认定的福建唯一国家级
“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基地”，累计吸引近 500位海外留学
人员创业，累计培育、对接人才项目268项。在时任高新技
术创业中心主任施立华及其团队的贴心保姆式服务下，国
家“千人计划”人才黄剑带领团队研发出目前国内最尖端
的“NAS分布式集群系统”，实现了国际尖端云存储的“中
国创造”；国家“万人计划”人才蔡伟伟带领团队创办了国
内首家专业研发与销售石墨化学气相沉积系统的高科技
企业；省“百人计划”人才徐平创办的厦门优讯公司自主研
发出了国内第一颗光通信前端高速收发芯片。构建人才
高地，使厦门人才济济、灿若群星……

为确保产业发展新空间，预防城市产业空心化，市委、
市政府在同安区、翔安区启动建设两个总面积46平方公里
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两个总面积8平方公里的现代服务

业基地。在建设者们的艰苦奋战下，同安起步区一期已基
本完成 1066.71 亩的征地及场平工作，翔安起步区完成一
期约 600亩用地的征收及场平，并加快推进基地道路及配
套设施建设。同时加快招商洽谈，推进产业项目落地，已
有包括法睿科技、佰明、中移动数据中心等9个产业项目落
地，计划投资约120亿元。其中法睿科技项目已于2016年
7月开工建设。其他项目力争年内提前动工建设，在谈项
目约 20 个，计划总投资概算约 200 亿元，两座高新技术产
业基地将以快速崛起的雄姿屹立于八闽土地之上！

建设创新社区是厦门的一大创举。年仅 33岁原清华

大学团委副书记因地校合作来厦门挂职，后留任火炬高新
区管委会软件园管理处处长的倪杰担当了此项工作，开始
了软件园（二期）创新社区的创建。将产业园区从以前的

“提供载体、空间和基本公共服务”转变为“企业发展的合
作互联，研发生活环境的不断完善，人才和企业的高度参
与，打造人才安居乐业、兴业的综合环境”。社区建在园区
中，围绕居住、餐饮、交通、交流、文体等各方面需求，完善
社区类配套，打造“15分钟创新生活圈”。社区邀请50位龙
头企业负责人组成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以每周一次早餐
会形式，与政府共商共谋，建言产业规划、产业政策、发展
环境。产业发展共同缔造，厦门成为了将产业功能与城市
功能有机结合的产城融合的典范！

良好的生存发展条件，使火炬高新区企业成就斐然。
截至目前，火炬高新区共培育397年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拥有80多家国家和省市级技术与研发中心，10家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园区企业承担火炬计划、创新基金等各类科技
研发和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 800多项。高新技术之光，照
亮了海峡西岸，成为了引领产业转型的灯塔！

线上众包，对接台湾人才需求；线下众创，帮助台湾青
年发展。青年创业者黄国华创办的“一品威客”和“一品创
客”，吸引了台湾广告设计、工业设计、软件开发、动漫设计
等人才加入，集聚了超过50万来自台湾的高端创意人及设
计师。厦门市政府为连接两岸合作发展新纽带，倾注了浓
浓的爱意：入驻一品创客的台湾青年住宿
有困难，集美区就把干部宿舍腾出，免费
给团队住；创业资金有困难，政府则启动
创业启动扶持资金；出行不方便，火炬高
新区、软件园管委会第一时间架设了公共
自行车系统，接驳宿舍到创客空间。让台
湾青年在厦门生活、创业、处处感到有如
在自己家门口般温暖。已被国台办授予
国家级“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称号的
一品创客、孵化的创业团队超过220家，其
中台湾团队 100 家，台湾青年 200 多人。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TMT、文化创意、电
子商务、无人机、机器人、智能软件、创客
空间、创客咖啡、企业加速器、天使基金使
台湾青年在大陆的创业活动色彩纷呈
……

两岸清华携手厦门，翻开两岸合作发
展崭新一页。厦门堪称是接纳两岸清华
大学高端人才和项目的理想之地，为推动
两岸和平发展与交流融合再上新台阶，厦门市政府与清华
大学、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友会三方决定在厦门共同设立
并建设“清华海峡研究院”。汇聚各方资源，建设新型创新
载体，使之成为两岸合作发展的独特纽带。2015年4月17
日，厦门市委领导，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和新竹清华大
学校友会到理事长蔡能贤共同为“清华海峡研究院”揭
牌。2015 年 7月 8日，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教授金联舫等与
海峡研究院执行院长郭樑等两岸清华人聚首厦门会展酒
店，共同确定了两大愿景（两岸融合乐园、创新创业沃土），
三大使命（桥梁、摇篮、生态），以科学家为核心，企业家为
动力，投资家为纽带，共同描绘两岸合作发展未来新蓝图。

一流的营商环境，优质的各类服务，优良的精神图谱，
厦门开始了举世瞩目的转型远行……

结构调整：战略新兴产业快速崛起的新动能

有新动能才能实现新崛起。
集成电路产业是厦门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

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厦门高新区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
致力打造集成电路千亿产业链和国家级集成电路产业基地。
2016年11月16日，两岸合资金额最大的集成电路项目——
联芯集成电路制造（厦门）有限公司正式开业，不仅将有力带
动厦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更将推动两岸产业深度合作。该
项目是由福建省、厦门市和台湾联电公司共同出资建设的12
英寸晶圆厂，一期项目总投资62亿美元。5个月内开工建设，
一年半内实现竣工投产，创造了全球12英寸晶圆制造厂的建
设速度纪录，产品良品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天马微电子第 6 代 LTPS 产线再传捷讯，天马第 6 代
LTPS（低温多晶硅技术）产线单月出货量超过两百万片，累

计出货量已超过五百万片。成为厦门市产业转型升级、打
造平板显示产业高地的新里程碑。早在2011年，天马就前
瞻性地在厦门投建了国内第一条LTPS产线（第5.5代），在
高端显示领域打破国外垄断。2014年12月，天马继续加大
高端产线布局，投资120亿元，在厦门投建一条全球最先进
的 G6 LTPS产线。成为全球最大的 LTPS单体工厂，年销
售额将达到160亿元。

培育新动能，培植新土壤，落地新项目，创新驱动，硕
果累累……

南有“华为”，北有“紫光”。赵伟国创造的“紫光神
话”，令世界瞩目。这位 49 岁的清
华学子，秉承他的“新合资时代”理
论，探索出一套中国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的新模式。赵伟国不断进行
着他的“惊险跳越”，从 2013年 7月
到 2015年 6月的两年时间内，紫光
集团连续完成三次国际并购和一
次外资入股，成为世界第三大手机
芯片企业；2015 年 5 月，斥资 25 亿
美元收购原惠普旗下新华三集团
51%股权，成为中国排名第一、世界
排名第二的网络产品与服务领导
企业。全面构筑以“芯”到“云”的
信息产业生态系统。紫光不仅得
到世界芯片巨头英特尔的青睐，更
得到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的鼎
力支持，肩负起振兴我国集成电路
产业的历史重任，2016年营业收入
力争达到700亿元人民币。

厦门与紫光的合作大幕耀目开启。赵伟国陪同清华
控股董事长徐井宏踏上厦门的合作考察之旅，2014年9月
13 日，紫光与厦门火炬高新区管委会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紫光将旗下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紫光展锐引厦门落地，
并在厦门打造紫光科技园，布局以集成电路为核心的高新
技术产业集群。2015年 6月 6日，经过几个月的筹建，“厦
门紫光展锐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户厦门火炬高新区创业
园，目前已有海内外两百多位高级芯片工程师在厦投入研
发工作。2016年1月24日，紫光与厦门市发改委签订进一
步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继续拓展在集成电路以及互联网、
大数据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双方将合作项目总投资规模扩
展到 500 亿元。2016 年 3 月 9 日，厦门国资委与紫光签署

《合作框架协议》，共同设立 160亿元的厦门国资紫光联合
发展基金。吸引服务更多高新技术产业在厦门聚集。
2016年6月30日，由紫光与世纪互联共同成立的合资公司

“紫光互联”在厦门成立。紫光互联将与微软基于 MI-
CROSOFTAZURE 和 OFFICE365 云服务开展深度合作，
搭建混合云平台，混合IT解决方案及提供相关云服务。厦
门火炬高新区将成为紫光互联和微软的战略合作伙伴，共
同打造智慧园区。2016年7月13日，紫光旗下在厦门的上
市公司银润投资正式更名为“紫光学大”，整合原美国纽交
所上市企业学大教育，将在厦门建设高水准的国际学校，
助推厦门教育产业整体水平。2016年7月22日，厦门紫光

科技园暨展锐大厦奠基仪式在厦门火炬高新区举行。总
投资40亿元，总建筑面积超过40万平方米，形成集成电路
企业研发中心、研发型总部集聚区，紫光微电子学院，全力
打造国家级集成电路产业基地，成为厦门集成电路千亿产
业链的重要部份。紫光东来，照亮世界！

2011 年，火炬高新区企业美亚柏科公司成功上市，成
为厦门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的一大亮点，拓展成为拥有电
子数据取证，视频分析及专项执法装备、大搜索、大数据信
息化四大产品和存证云+搜索云+数据服务及信息安全四
大服务的网络空间国家战略的生力军。在厦门市政府支
持下，企业自建了厦门市超级计算中心，拥有了自己的“云
平台”，在国家信息安全产业超千亿的市场空间纵情作为。

注入新动能的新厦门，谱写了辉映世界东方的产业转
型的精彩华章！

换挡提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生死抉择

壮士断腕，凤凰涅槃，置之死地而后生。
厦门传统产业换挡提速转型升级的命运之战是这样

进行的。
麦克奥迪（厦门）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杨泽声接手

濒临破产的厦门光学仪器厂，建立信任，转变观念，建立团
队，改变机制，经过数年打拼，终使企业重新站立起来。可
是，当杨泽声去美国参加国际设备展览会时，却发出了这样
的感叹：显微镜龙头企业Cari Zeiss已是在沉欢于150年的
厂庆，日本的Nikon、Olympns也经历了70年以上的品牌磨
练，麦克奥迪只是十年出头的“小孩子”，能和他们竞争吗？
世界光学的“老祖宗”蔡司博士和阿贝博士一个半世纪以前
发明的显微镜光学系统和阿贝聚光镜系统仍然在显微镜行

业经久不衰，光学显微镜能有我们的份额
和地位吗？这之后，风云突变，正当杨泽声
为企业生存忧心忡忡之时，世界数码技术
问世，新技术的改朝换代，摧枯拉朽，让显
微镜业所有人都面临生死考验，同时也给
麦克奥迪提供了与西方四大显微镜制造商
几乎同步的数码技术平台上搏拼的机遇。
不转型就是死路一条，转型才有光明的前
景。杨泽声引进国际高端人才，研发数码
技术在显微镜的整合，聘请超过120位来自
德国、加拿大、韩国、美国、中国大陆以及香
港地区的人才，创立了多元文化的多科学
技术中心。走产学研之路，与众多国内外
知名大学及研究机构展开合作。率先在内

置数码显微镜、显微镜互动实验室、DNA定量细胞分析补充
等领域取得突破，并成功开发远程病理诊断系统，开创了远
程病理诊断先河。从一个生产软硬件产品的制造商迈进医
疗服务业，麦克奥迪实现了转型升级的华丽转身……

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鼓励院
校专家下海，成立了两家公司，其中一家是北京计算机新
技术发展公司（联想集团前身），另一家是科龙公司，也就
是科华恒盛的前身。两位改革者，柳传志在北京中关村创
业，而陈建平则南下福建，先在漳州驻足，后在厦门市感召
下转战落户厦门。当年探索UPS国产化之路，为解决资金
困难与香港振兴贸易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科龙改名为科
华。若干年后，单一产品一度使企业难以为继。进入21世
纪，人类面临着由信息化技术和新能源技术高度融合所引
发的新的一轮技术革命，经济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带来
了对电力保护及节能一体化方案的旺盛需求，如何保障电
子更安全、更可造、更节能、更智慧，也成为中国电源行业
及信息发展产业面临的新挑战。转型升级使科华恒盛借
上市融资契机成为了智慧电能的领导者，一下子站在了行
业技术最前沿！科华恒盛提出了集电力保护、节能与储能
技术、大数据与网络技术、智能化能源管理系统等为一体
的智慧电能应用体系。结合高端电源数据中心、新能源三
大产品方案按需定制，构建高效智能的用电空间，提供环
保智慧的“云”动力。如今的科华恒盛已成为中国最大的
高端电源制造商与提供商，正在构建生态型能源互联网，
实施“一体两翼”发展战略形成能基（UPS、定制电源、军工
电源、电力自动系统）为体、云基（数据中心、数据安全、云
资源服务）和新能源（光状、储能、微网、电动汽车充电系
统）为两翼的三大业务，从设备提供商转型为整体解决方
案的技术服务型提供商。

1984年，迈克尔.戴尔创立了戴尔公司。1998年，戴尔
在厦门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生产服务中心，仅用4年时间，
就实现了100万台电脑的出货量。在中国快速增长的市场
背景和厦门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戴尔建立了更大的生产
厂区并在进入中国的第二个四年里达到了千万级出货
量。2006年，戴尔开设了在厦门的第二个生产工厂，在使
产能翻倍的同时支持整个北亚市场。2015年9月10日，戴
尔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戴尔访华，吹响了转
型升级的号角，宣布戴尔“在中国，为中国”在华创新4.0发
展战略，未来5年在中国投入将超过1250亿美元。戴尔公
司与金山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大数据和云计算领域进行
合作。2016年5月24日，戴尔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迈
克尔·戴尔再次来华，受邀作为各信息企业的代表主持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与中外信息企业的对话会，就“以大数据
引领创新驱动，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开展深入交流。
厦门成为戴尔在中国转型升级的桥头堡……

厦门传统企业的换挡提速，成为产业转型的重要基
石。风雨过后是彩虹，海阔潮平，千帆进发，找好定位，精
准发力，老树新枝，生机无限……

魅力鹭城：海峡西岸产城融合的“厦门范本”

山高我为峰。
与厦门的现代转型相伴随的，是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

转型。面对更为杂费的经济新常态，厦门产业转型的“赶
考”远未结束。

早在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厦门调研时
就提出，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逐步形成具有厦门特色和
优势的产业体系，要优先培植若干产业链和优势产业群，
推进产业集聚和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早已为厦门的产业转型指明了前进的
方向。

国务院批准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无疑给
厦门火炬高新区带来了重大机遇。今后五年，厦门火炬高新
区将重点形成新的发展动力与路径，把厦门火炬高新区打造
成产业发展最快速的海西“硅谷”，力争迈入国家高新区第一
方阵。到2020年，高新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实现翻番，平
板显示、软件和信息服务、计算机与通讯设备等3个产业领域
成为厦门千亿产业链（群）的核心力量；微电子与集成电路，
LED、电力电器3个产业冲刺千亿产业链（群）的生力军……

今后五年，厦门要基本形成以创新驱动为主引擎的发
展动力机制，形成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
业体系，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助力“五大发展”示范市建设，实现“再上新台阶、建设新福
建”的目标。立足城市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聚焦发展电
子信息、旅游文化、现代物流等三大主导产业，培育发展生
物与新医药、新材料、海洋高新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打
造平板显示、计算机与通讯设备、机械装备、生物医药、新
材料、旅游会展、航运物流、软件信息、金融服务、文化创意
等十余条千亿产业链（群），增强城市资源配置能力和集聚
辐射功能，为全市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撑……

这是何等动人心魄令人鼓舞的发展前景啊！
大潮起东方。今天，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从未

如此之近。厦门，激荡着华厦儿女的光荣与梦想。厦门，
昭示着民族复兴的蓬勃与希望。厦门的产业转型已写入
人类的工业文明历史，厦门的创新还将继续改写人类工业
革命浪潮的未来……

创新转型，鹭城崛起！

扬 帆 领 航
——厦门国家火炬高新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产业转型”

朱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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