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9月 2日，香港理工大学晋江技术创新研究
院正式落地。值得一提的是，这是香港理工大学走出大
湾区建立的第一所研究院，对于晋江和香港理工大学都
有着特殊的意义。

2023年 2月以来，晋江与香港理工大学密切互动，
积极探讨校地合作新模式和项目落地事宜。港理大多
次组团到晋江考察调研、深入对接，并与晋江龙头企业
先行开展了一系列产学研合作。

安踏集团已经和香港理工大学在先进材料、先进加
工技术、智能可穿戴等方向展开合作洽谈，同时，也将在
人才培养、承接政府课题等方面开展布局，希望通过双方
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强科技攻关，积累原始创新，实现
信息共享与资源优化，合力打造引领运动鞋服行业的突
破性技术创新和原创设计，共同推进合作领域的产业化
应用。

“目前，我们与港理大教授多个项目正在紧密对接与
洽谈中。”安踏集团科研创新部总监杨建祥表示，香港理
工大学晋江技术创新研究院落地，在地域上缩短了他们
和香港理工大学的距离，在空间上放大了未来各种合作
的可能，“这几年，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晋江的创新创业
生态越来越好。”

和杨建祥有同样感受的企业并不在少数。这几年，
晋江创新创业生态持续优化。晋江先后出台科技创新、
制造业提质增效、数字经济发展、优秀人才引进、资本市
场建设等一揽子创新扶持政策，推动资金、空间、人才等

要素资源向科技企业倾斜。
在晋江打造的创新创业生态中，如何突破

成果转化推广应用“最后一公里”的瓶颈，是
关键的一步。

近年来，晋江加强合作共建、高效运
营海峡科技大市场，开展成果对接及
培训活动 30多场，惠及企业 2800家
次。中关村中试熟化服务平台建设
扎实推进。加快培育职业技术经纪
人、技术转移机构，培训技术经纪人

300 人次，新增认定技术转移机构 2
家，登记技术合同 105项，金额 2.64亿

元。
同时，晋江对外科技合作不断拓展。

开展“开放招商科技创新项目落地”攻坚行
动，举办百万青年看祖国，千名博士神州行

——晋江站、走进“大湾区”、中德科技论坛、中
国机器人大赛等活动，对接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

会、香港理工大学、澳门科技总会、中国自动化学会等知
名协会、高校推进对外科技合作。

据悉，2024年，晋江筹办高规格科技峰会（赛事），重
点举办中国新质生产力大会、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科技
博览会等综合性大型科技峰会（赛事），吸引国内外一流
科技人才来晋交流，力促资源、项目落地，进一步擦亮城

市创新名片。
“我们将进一步大力发展科技金

融，高效运作产业母基金，健全多层
次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体系，探索设

立人才科创基金，推动一批企业
纳入泉州技术创新基金‘白名
单’，为初创型、成长型科技
企业发展提供融资保障，
让科技创新更加‘如鱼得
水’。”张清常表示。

晋江市科学技术局：

坚持科技创新引领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改革创新是“晋江经验”的动力源泉，敢为人先是晋江的城市基因。
近年来，晋江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让创新“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先后获批第三批国家“双创”示范基地、首批

国家创新型县（市）和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示范县等荣誉称号，成为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科技创新赋能中
国式现代化晋江实践，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晋江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注入并延续“科技基因”的晋江，正源源不断地释放动力，焕发着新的生命力。

本报记者 柯雅雅 董严军

“晋江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保有量从2019年的
165家增长至 2022年的 647家，增长 2.9倍，今年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保有量预计突破800家。晋江
高企培育迈入快车道。”晋江市科技局局长张清常
表示，高新技术企业对于晋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
贡献，是一个地区科技创新发展的排头兵，也是转
型发展的主力军。

2013年茂泰(福建)鞋材有限公司便被认定为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相较于同行，茂泰鞋材便早
早意识到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截至目前，茂泰鞋
材拥有有效专利 188件，其中发明专利 136件、实
用新型专利 37件、外观设计专利 15件，而这些专
利转化与实施率超过90%。

“这几年来我们不论是产品架构、生产环节都
以科技研发、技术创新为导向，从传统鞋材企业转
型为科技型企业，不断增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茂泰鞋材中心技术经理卢鑫告诉记者。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这些年来，泉州市星达鞋
服材料有限公司在研发上的开发费用超千万元，
在新材料、高分子材料、新型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制
备及应用技术领域颇有建树。“在瞬息万变的市场
中，没有创新力的企业往往很难立足，只有创新才
能保持与品牌商的黏度，把握市场话语权。”星达
总经理庄刚松告诉记者，唯有不断推陈出新，才能
赢得品牌客户喜爱。

据悉，晋江雄厚的产业基础和浓厚的科研创
新氛围，催生了一批又一批的科技型企业。当前，
晋江正着力打造以高企为核心的企业成长链条，
持续按照“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
技小巨人企业”发展梯次，持续壮大科技企业集
群。2023年，晋江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894家，实
现翻一番；推荐365家企业申报高企认定，占泉州
的 27.8%，预计高企保有量突破 800家；新认定科
技小巨人70家，同比增长63%。

2024年，晋江科技局将继续完善这一全链条
梯级培育模式，多层次、分阶段、递进式地选择一
批成长性好、创新性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
型中小企业进行重点培育，力争认定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200家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晋江不断全面提升政策撬动
作用，对成功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的，叠加享受资金
奖励、研发费用分段补助和增量奖励、所得税优
惠、自主人才认定、科技金融优先授信等多个优惠
条款，以此进一步激发企业申报高企积极性，推动
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全链条培育科技企业也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企
业技术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去年，晋江不断推进
企业研发体系建设，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联合高校
院所共建实验室，组建创新联合体，引导链主企业
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开展产业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和重大科技成果转化。

“我们积极推动技术、资本、人才、政策等创新
要素向科技型企业集聚，为全方位高质量超越提
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持续打响创新高地‘金名
片’。”张清常表示。

2023年12月18日，在高端绿色鞋服产业高
质量发展创新大会上，来自安踏、三六一度、厦门
大学、福州大学等众多行业内龙头骨干企业和高
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聚焦高端绿色鞋服新材
料、智能制造、循环经济等领域，对行业发展相关
的多个主题进行分享。

与此同时，在这场大会上，中国鞋服产业发
展战略联盟举行了揭牌。该联盟集中 37家企
业、6家科研院所、13所高校等鞋服领域相关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和相关技术领域具有前沿水平
的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协同创新，共同攻关行业关
键共性技术。

不论是作为高端绿色鞋服产业高质量发展
创新大会的承办单位，还是中国鞋服产业发展
战略联盟成立的主要推动者，都有着中国皮革
和制鞋工业研究院（晋江）有限公司的身影。

“2013年落地晋江至今，我们已经成为集研
发设计、标准检测、应用推广、行业服务为一体的
公共服务平台，建有先进鞋用弹性体研发中心、
三维数字化设计开发中心、绿色制革工艺研究中
心等多个中心。”中国皮革制鞋院副院长、中国皮
革制鞋院晋江院院长王文琪告诉记者，依托晋江
产业优势，中皮院在晋江得到了发展，也融入晋
江产业发展中，承担政府计划项目40余项、企业
项目70余项，参与标准制修订50余项，组织行业
论坛、技术交流、培训活动 30余场，2022年度服
务企业600余家。

如同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晋江）有
限公司，在晋江还有众多科研平台在企业创新发
展的道路上寻找成熟的技术成果转化时发挥着
重要作用。

这几年来，晋江市紧紧围绕泉州市委、市政
府决策部署，把科研平台建设作为实施创新驱动
战略、创建国家创新型县（市）的重要抓手，立足
产业引平台、建好平台促产业，目前已引进建设
“4大高校、11家高水平研发检测平台”，基本形

成“一产业一平台”协同创新格局，为晋江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023年，晋江签约引进香港理工大
学晋江技术创新研究院、省集成电路
创新实验室、咸阳陶瓷研究设计院
等高端平台项目，实现主导产业高
水平科研平台全覆盖。

这些大院大所、科研平台立足
晋江经济社会发展，与本土产业和市

场优势深度融合，从人才、科研、成果转
化等全面赋能晋江产业发展。

“这里的创业创新团队不仅充满活
力，而且已经和本土产业牢牢绑定，这种共

生共创的状态就像成片的并蒂莲。”今年 8
月，中国大学科技园联盟理事长童俊在参访

晋江经济开发区时连连竖起大拇指。
据悉，晋江全市平台累计服务企业 5500多

家，开展各类成果对接、培训活动300余场次，为

企业解决技术难题771项，累计参与标准修制定
90项，横向技术服务收入超过3.39亿元，极大地
助力全市产业创新转型，增强行业市场话语权。

为了更好地发挥出平台作用，晋江聚焦产业
需求，以企业法人运行模式、事业单位企业化运
行模式、非独立法人运行模式等多种运行模式建
设平台，同时，持续探索科研平台运行管理机制，
制定科研平台绩效管理办法，加快产学研用融合
发展，全面增强“自我造血”功能。

“我们持续推动产业链与人才链、创新链、资
本链融合发展，以高端资源导入提升城市能级，
打造支撑创新平台发展的最优环境。”张清常表
示，接下来，晋江将围绕南翼国家高新区规划愿
景，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体系，策划布局各大院
大所大平台，深度赋能产业发展。

创新主体培育跑出加速度 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

大院大所深度赋能产业发展

2024年1月3日 星期三 编辑_刘宁 校对_黄青稚 设计_翁泽义 电话0595-82003110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