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472 家，相较于上一年度
增加 109 家，同比增幅 29.9%；国家、省市级“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 145 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 22 家……2023 年，同安区精心培育，
促进科技创新企业发展，科技型企业数量呈快速
增加趋势。

近年来，同安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新材料和新能源产业快速崛
起。同时，牢牢把握科技创新的关键环节、关键主
体，发展基础稳固坚实，立足同安区“4+4+1”产业
体系，从政策扶持、创新研发、成果转化、引才育才
等多环节出发，激发产业发展动能，帮助企业补齐
科技短板，延长创新长板，赋能高质量发展。

在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即
将举办之际，同安区全力做好客商邀请及项目对
接工作，鼓励存量企业增资扩产、吸引国内外优
质企业前来投资。

科技创新 激发集群效应

8月8日，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在厦门
科学城Ⅰ号孵化器的首个产业化项目——浮力材
料生产线投产。该项目在 3月 29日召开的厦门市
科技创新大会上签约，4月7日启动项目建设。

4 个月内，从签约到实现投产，不仅展现出
科技创新的“厦门速度”，也意味着同安作为厦门
科学城核心区已经发展成为企业家、科学家、投
资人来厦创新创业的热土。

作为厦门市践行跨岛发展重大战略的主战
场之一，同安区做优做强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家居智造、现代流通、食品与都市现代农业四大
支柱产业集群。

同时，依托同翔高新城、同安新城片区培育壮大
生物医药与健康、新材料与新能源、高端机械制造、
新文旅四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厦门科学城核心区
的“三谷”和未来产业园为载体，布局新经济产业，
构建动能持续、梯次发展的“4+4+1”现代产业体系。

“借助龙头企业的带动效应，围绕主导产品
及上下游产业，引进高端人才和生产技术，拉长
技术链，形成完整产业链条和产业集聚。”同安区

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同安区拥有全市规模最大的专业

化、集约化食品生产基地，预制菜相关企业占厦
门市近三分之一，有绿进、乐肴居、古龙等一批在
国内占据相当市场份额的龙头企业。同安区委、
区政府立足发展优势，通过一系列举措，已初步
形成龙头引领、闽味驱动、串联上下游产业发展
的预制菜业态。

另一方面，依托同安新城和同翔高新城（同
安片区）建设，以打造厦门科学城为契机，加快聚
集以科技服务为主的新经济产业。同时，布局新
能源、新材料等新赛道，围绕动力电池、储能领域
重点发力，通过厦门时代、海辰储能等龙头企业，
引领“建圈强链”。

发挥优势 凝聚发展合力

7 月 7 日至 8 日，2023 年母基金年度论坛暨
第四届鹭江创投论坛首次在同安举办，同安区政
府与中金资本、金茂资本、海上丝路基金签约。

通过此次论坛，同安区着力打造的“科学城基
金湾区”愈发成熟，母基金、股权基金、专项基金等
多类型股权投资项目在此不断集聚，与国际国内知
名投资机构加深互动，助力开创新一轮基金招商。

“我们殷切期待广大企业家和投资机构深入
了解同安、积极牵手同安、宣传推介同安，开展重
点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定向投资，加强

‘基金+产业+科技’之间的互动。”同安区相关负

责人对投资者们发出诚挚邀约。
4 月 3 日，诺德溯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在同安设立独立核算的子公司溪木源（厦门）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已经开票运营。作为旗
下功能性护肤品牌，溪木源被评为中国未来独角
兽TOP100，是新国货美妆的头部品牌。

“通过‘走出去’招商，加大对外合作交流，不
仅进一步巩固与合作伙伴的关系，还能通过合作
机构的引荐发现新的招商机会。”同安区招商中
心主任助理苏晓青说，厦门溪木源区域总部项目
能够顺利签约落地，与另一家已在同安落地数年
的美妆企业尽心尽力的引荐密不可分。

围绕主导产业，聚焦产业链重点企业开展精
准招商，强化招商资源摸排。同安区通过“以商引

商”拓宽招商渠道，引荐优质企业或项目落地，带
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落户。

优化环境 政策加力提效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离不开合适的环境
和土壤。日前，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对实施新时
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作出全面部署，同安区作为
厦门市面积最大的行政区，也是跨岛发展的主战
场之一，将以工作实际，推动同安民营经济提质
增效、转型升级。

在企业的工程建设审批方面，同安区行政审
批管理局以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为抓手，聚焦、破
解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关键环节和突出问题，以便
民利企为出发点，将工程审批制度改革融入帮代
办工作中，不断创新“全馨办”帮代办模式。

2021 年 10 月蒙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竞得同
安区的地块，“全馨办”主动联系，指导企业制定
科学合理的项目开工倒排工期计划表，对项目期
间重要节点实时跟进，项目于次年 3 月取得施工
许可证，顺利开工。

2023 年 5 月，蒙泰健康科技产业园项目通过
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系统，申报“验登合一”审批手
续，实现“一次申请，一套材料，一次办理”。

6月，项目通过现场联合验收，取得竣工验收备
案证明；当日，测绘信息中心开展权籍调查成果审
查工作，并取得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确认书，成果
同步推送至不动产登记中心。6月8日，项目顺利取
得不动产权证，并由相关部门一次颁发全部证照。

“全馨办”联合市、区部门通过线上“一网通
办”模式和线下无缝衔接指导帮办、靠前指导服
务的工作方式，推动蒙泰健康科技产业园项目在
7个工作日完成“验登合一”工作。

营商环境的优化强健了企业体格，助推经济
高质量发展。2022年以来，“全馨办”团队全流程全
覆盖帮办了 89 个项目，助推海辰储能、厦门时代
等重大重点项目快速落地建设，将海辰储能、厦门
时代从常规的挂牌到竣工验收取得产权的办理时
间，从预计需要 2年多的耗时压缩至 300多天，为
企业节约近50%时间，让改革红利落到实处。

以更优营商环境，促民营经济做大做强

同安经济发展的“活力密码”
□本报记者 邱赵胤 通讯员 黄静怡 杨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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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九八投洽会的“金钥匙”又将在厦
门开启。未来几天，这场聚焦投资贸易的资本盛
宴，无疑将聚集全球目光。

今年以来，厦门着重“抢机遇、强优势、挖潜
力”，全力推动“大招商、招大商”，以项目开工为
关键环节，狠抓产业链精准招商和项目全流程跟
踪服务，不断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来自厦门市商务局的数据显示，1 至 7 月，全市新
增签约项目 500 个，三年计划投资额 551.87 亿
元 ，新 增 开 工 项 目 519 个 ，三 年 计 划 投 资 额
1236.08亿元。

精准布局优势产业
九八投洽会前夕，一场重点围绕厦门翔安机

场临空经济片区开展的招商合作拉开帷幕——
27 个项目成功签约，项目涵盖航空维修、零部件
制造、研发服务、航材供应链等领域，预计规划产
值约 220亿元。

“紧抓翔安机场建设及打造临空经济示范区
的机遇期，我们与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携手，
进一步拓展航空零部件制造、航空培训及服务等
临空产业，积极服务国产大飞机战略，助力厦门
打造航空千亿产业链集群。”厦门翔业集团相关
负责人介绍。

启动招商引擎，开足马力，时不我待抢抓先

机，是今年以来厦门的常态。
8 月初，第十四届海峡两岸文博会上，77 个

文化和旅游投资项目签约，总签约额 281.106 亿
元；7 月，2023 母基金年度论坛暨第四届鹭江创
投论坛举办，包括黑蚁资本、金茂资本、海上丝路
基金等多家活跃投资机构现场签约；4 月，第六
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厦门签约 9 个数字经济
重大项目，总投资 187.3亿元，签约项目总数和总
投资额均居全省前列；3 月底，厦门市科技创新
大会上，25 个重大科技产业化项目合作协议签
约，总投资 552.48亿元……

“招商不是简单地‘引进来’，而是针对优势
特色产业链，精准布局关键环节。”厦门市商务局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聚焦“4+4+6”现代化产业
体系，厦门全力抓项目抓招商。

一 方 面 ，全 市 上 下 主 动“ 走 出 去 ”叩 门 招
商，密集拜访央企、跨国公司和龙头企业，推动
华润集团、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中能建集团、依
视 路 等 企 业 的 40 多 个 重 点 项 目 落 地 ；另 一 方
面，充分利用各种大型活动，扩大城市品牌效
应、捕捉潜在招商目标，已策划举办“生物医药
企业走进厦门”、“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厦门行”、

“‘厦至’厦门会展业推介会”、2023 厦门国际会
展周、厦门文化影视产业推介会、第四届中国
计算机教育大会、2023 中国（厦门）生物药产业
大会等多个活动，为推动厦门产业高质量发展

链接更多资源。

厚植企业扎根沃土
在位于火炬（翔安）产业区的茂晶光电厂房

内，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身着无尘服的技术人
员穿梭其间。

2021年的九八投洽会上，由台湾玉晶光电投
资建设的沉浸式 VR 光学镜头项目“茂晶光电”
签约落户厦门火炬高新区，这一增资扩产项目已
于今年 6月顺利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

“与之前的产线相比，新建的产线自动化程
度更高。”玉晶光电副总经理陈志明说。

既要引得进，又要留得住、培育好。多年来，
厦门在招大引强的同时，积极支持企业做大规
模、做强创新、做长链条，通过协同发力，助力企
业增资扩产，实现项目高质量发展。

今年 3 月，厦门出台《关于鼓励企业扩大有
效投资促进产业发展提质增效的若干意见》，撬
动超 800 亿元的社会资本支持企业增资扩产和
产业发展，力争到 2025 年，实施增资扩产项目
500个，三年累计总投资超 2000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意见》提出设立规模 50 亿
元的产业链招商基金，通过“以投带招”模式，引
进培育高成长性项目，扩大产业有效投资。

作为新能源领域的领头羊，宁德时代于 3 月

底在厦门签约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储能研发实验
室，成为继新能安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厦门时
代新能源电池产业基地等多个项目后，宁德时代
在厦门的又一次落子。

宁德时代研发体系联席总裁欧阳楚英表示，
宁德时代将充分发挥朋友圈资源优势以商引商，
积极引入一批新能源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厦门，
助力厦门成为我国新能源产业的重要一极。

“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天马光电子 8.6代
项目顺利推进，这也是厦门天马打造的首条专精
于中小尺寸显示领域的高世代生产线。”厦门天
马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钟健升说，目
前，天马在厦门的总投资已超过 1000亿元。

厚植企业扎根沃土，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8
月 ，厦 门 全 市 新 增 法 拉 电 子 、士 兰 微 、宏 发 电
声 、安 井 食 品 等 增 资 扩 产 项 目 226 个 ，项 目 主
要 涉 及 电 子 信 息 、新 能 源 、新 材 料 、半 导 体 和
集成电路等产业。

创新探索多元招商
围绕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国际投资合作，厦门

持续在招商引资上下功夫，创新探索灵活多元的
外商投资方式，提升城市国际吸引力。基金投资
就是其中之一。

去年，厦门积极对接国际头部基金管理机

构，引进新加坡祥峰睿鸿股权投资基金、中法凯
辉达安股权投资基金项目，重点投向工业科技、
碳中和、新能源、新材料、大消费、大医疗等领域，
促成境外资本和境内优质企业对接，基金招商成
效进一步显现。

此外，厦门市专门出台《厦门市进一步促进
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的若干措施》。该政策
将高端制造业投资项目到资奖励比例提高至
3%，从奖励力度、投资要素、投资服务等方面对
原有外资政策进行优化，充分发挥新政策红利优
势，推动外资保稳促优工作。

厦门市还建立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制度，进一
步畅通与外资企业沟通渠道，及时协调解决企业
反映的突出问题和合理诉求，为外资企业扩大投
资提供优质服务。

在机制创新带动下，外资继续加码投资厦
门，用实际行动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投下信任票。

“近年来，中国显示产业发展迅速，全球约
70%的显示器在中国生产。我们也进行了阶段性
的增资扩产。”电气硝子玻璃（厦门）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

日本电气硝子为全球第二大玻璃基板制造
商，自 2014 年落户厦门以来，几乎一年布局一个
新项目，每两年完成一次增资扩产的投资。在不
断发展壮大中，厦门基地已经成为电气硝子在海
外投资规模最大、生产工艺最完整的工厂。

厦门全力推动厦门全力推动““大招商大招商、、招大商招大商””，，促进一大批项目签约落地促进一大批项目签约落地，，服务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招大引强招大引强招大引强招大引强 汇聚发展澎湃动力汇聚发展澎湃动力汇聚发展澎湃动力汇聚发展澎湃动力
□本报记者 林丽明 廖丽萍

厦门充分利用会展活动厦门充分利用会展活动，，扩大城扩大城
市品牌效应市品牌效应，，捕捉潜在招商目标捕捉潜在招商目标。。图图
为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为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施辰静施辰静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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