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报记者白若雪

过去的五年是厦门勇立潮

头、勇毅前行的五年，也是全市各

级科协组织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团

结奋进、担当作为的五年。五年

来，全市各级科协组织聚焦政治

引领主责，在服务科技工作者、服

务创新驱动发展、服务全民科学

素质提高、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

策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保持和

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全

力打造开放型、枢纽型、平台型组

织，为厦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聚才育才
促科技人才发展

五年来，厦门市科协坚持服

务为本，发挥招才聚智作用，助推

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成果丰

硕。

厦门市科协围绕“4+4+6”现

代化产业体系开展院士专家工作

站建设，修订院士专家工作站建

设管理办法。目前，厦门全市共

建成院士专家工作站38家，其中

海外院士专家工作站3家；43位

院士和192位外部专家签约院士

专家工作站并进站工作，累计开

展合作项目188个，已完成合作

项目为建站单位创造直接经济效

益超过15亿元。

厦门市科协还积极搭建学术

交流合作平台，繁荣学术交流活

动，为科技工作者成长成才营造

良好的学术氛围；指导学会举办

或承办一批高层次大型学术会议

和学会学术活动，据不完全统计，

五年来学会举办各类学会学术活

动超过1700场。

汇聚资源
提升发展新动力

五年来，厦门市科协坚持汇

聚资源，聚焦科技要素赋能，促进

科技创新发展与城市动能转换同

频共振。

科技咨询服务在近年来实现

了显著提升。厦门市科协协调

“院士专家八闽行”来厦开展活

动，累计20名院士领衔专家团队

来厦专题调研，提供战略咨询；修

订重点调研课题管理办法，累计

完成市科协重点调研课题52项；

市科协学会部被市委评为“市政

协工作先进集体”；出台市科协智

库专家管理办法，建设科协智库

专家库，规模达600人以上；鼓励

所属学会积极为党委政府决策服

务，提高学会建言献策质量，累计

提供各项咨询论证1533项。

产学研融合作为推动科技创

新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模式，近年

来得到了持续而深入的推进。厦

门市科协打造科协年会品牌，创

新年会办会模式，引导高层次智

力资源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

举办市科协年会主会场和分会场

活动共计96场；常态化开展学术

创新发展沙龙，引导和鼓励学会

与企业开展“会企”合作，扶持学

会学科智库资源服务企业科技创

新，市级学会与企业累计对接科

技需求58项，签订合作协议23

项；市医学会等医口学会每年为

厦门带来直接和间接会展经济收

入超过40亿元；开展“科创中国”

博士创新站建设试点工作，经推

荐，厦门大学嘉庚创新实验室等

4家单位的博士创新站已获批成

立，同时指导完成我市其他23家

建站单位申报工作。

在服务城市发展中，厦门市

科协勇于担当，引导学会承接各

类政府转移工作1076项。此外，

厦门市科协还常年开展科技下乡

和农技培训，以科技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扎实推进。

改革创新
规范学会建设提升
五年来，厦门市科协坚持改

革创新，持续加强自身建设，科协

组织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不断增

强。

为了让学会组织规范发展，

厦门市科协修订了市级学会组织

通则、学会能力提升项目奖补办

法、学会学术活动项目资助管理

办法等制度，持续开展学会能力

提升行动，连续五年评选“十佳学

会”；积极培育前沿学科和符合产

业发展重点的专业性学会，指导

新建“厦门市健康管理协会”；创

新学会管理方式，组建市生态环

境学会联合体，指导成立“厦门市

陈景润基金会”和“厦门市亿联公

益基金会”；指导开展学会换届、

人选变更等工作，组织开展学会

年报工作，规范学会发展；坚持

“以评促建”，推动学会参与“社会

组织等级评估”，配合市民政局开

展学会清理整顿。

晨报讯（记者 钟宝坤）党的

十八大以来，厦门34项成果获国

家科学技术奖、603项成果获省科

学技术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由2012年的775家增加到2023

年的4209家，净增超过3400家

……昨日，厦门市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举行“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

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会（市科技局专场），记者获悉，厦

门城市综合创新实力逐步由点的

突破迈向系统性提升，在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百强“科技集

群”中，厦门过去三年上升31位，

今年跃升至第72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厦门市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市科

技创新事业发生了系统性、格局性

重大变化，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显著提升。厦

门市紧扣“4+4+6”现代化产业体

系，累计引进30余家新型研发机

构、培育176家未来产业骨干企

业，90多项技术或产品处于全国、

全球领先水平，推动未来产业成为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引擎。

近年来，厦门市积极布局重

大战略平台，促进开放合作，打

开城市高质量发展全新局面。

厦门启动实施科技创新引领工

程，布局打造厦门科学城、中国

—金砖国家新时代科创孵化园、

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三

大战略平台，推动以科技创新引

领发展动能转换。其中，以厦门

科学城作为科技创新引领工程

的主平台，聚力服务科技型创业

和成果转化，搭建全链条产业孵

化服务体系，打造新质生产力

“超级孵化器”，与火炬高新区、

海洋高新区、厦门生物医药港构

建形成“一城三区”创新驱动发

展新格局。

与此同时，厦门市持续深化

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创新生

态，全社会创新意识显著提升。

如，成立市委科技创新委员会，确

立科技创新全局发展“核心战略”

地位，系统改革科技计划体系，推

出企业研发费用补助、科技信用

贷款、科技创新创业引导基金等

科技“新产品”。

记者了解到，厦门加大科技

重大攻关，突破核心技术，引领性

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抢占未来科技

和产业发展制高点。党的十八大

以来，厦门34项成果获国家科学

技术奖、603项成果获省科学技术

奖，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年均增长

超过20%，培育出国产首支宫颈

癌疫苗、面向5G通信的氮化镓器

件等一批标志性创新成果。全市

90多项技术或产品处于全国、全

球领先水平，部分产品市场占有率

居全国第一乃至全球第一。

值得一提的是，厦门市持续

强化企业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

果转化主体地位，先后出台了“科

技创新25条”“创新驱动9条”“深

入实施科技创新引领工程16条”

等系列重磅政策，支持建设重点

实验室、转化应用高质量科技成

果，引导加快成长为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数据显示，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数量已由2012年的 775

家增至2023年的4209家，净增

超过3400家。

同时，科技创新始终站在关

键产业前端，与产业融合更加紧

密，率先在全国开展未来产业培

育，将第三代半导体、基因与生物

技术等六个未来产业纳入“4+4+

6”现代化产业体系，生物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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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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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世界科技组织论坛暨2023年厦门市科协年会举行。市科协供图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市科技局专场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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