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位于台湾海峡西岸中部、闽南
金三角的中心，南北连接珠三角和粤港
澳大湾区。



2021年全年地区生产总值(GDP)7033.89
亿元，同比增长8.1%，常住人口516.40万人。

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
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大片区之一，高素质的
创新创业之城，高颜值的生态花园之城。



同安区

集美区

厦门
本岛

翔安区

泉州

漳州



自由贸易试验区保税港区

出口加工区台商投资区经济特区

综合保税区

全国首个国家级

台商投资区 1989年设立

海沧行政区 2003年设立



两湾两城依两山

海沧街道、新阳街道
嵩屿街道、东孚街道

辖区四个街道

两湾：海沧湾、马銮湾
两城：海沧湾新城、马銮湾新城
（新规划：鳌冠新城、沧江新城）
两山：蔡尖尾山、天竺山

总面积186.46平方公里

人口68万

天竺山

马銮湾

海沧湾

海沧港

蔡尖尾山

沧江
新城

鳌冠
新城

马銮湾
新城

海沧湾
新城



柜上

亿元

亿元

全市增速第一
亿元

万元

全省十六连冠元

元

亿元

同比增长25.6%

同比增长64.4%

亿元



推动一系列便民、利企措施，为辖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马上就办、真抓实干

“ 2021年度中国政务网站领先奖”，全省83家
县（市、区）仅海沧、晋江入选。

获 评 2 0 2 1 年 福 建 省 城 市 发 展 “ 十 优 ” 区 。
厦门18个营商环境指标全部获评“全国标杆”。

上榜2021年度中国政府效率“百高市”，排名全国
第三。



成立企业综合
服 务 中 心

开发“企业服务
信 息 化 平 台”

建立协调机制

处理疑难杂症，专门解决“企
业进不了窗口”的问题

线上收集整理企业经营发展的
困难和问题，线上线下相结合
更加精准高效服务企业

区领导组织各部门着力协
调解决企业提出的问题

设立“企业接待日” 区领导亲自“坐台会诊”

在服务企业上，下大力气、
下大功夫，真正见实效！

牢固树立“企业就是衣食父
母、企业就是政府的生命线”
的服务意识！



厦门第一中学
海沧校区

厦门双十中学
海沧附属学校

厦门外国语学校
海沧附属学校

国家义务教育
发展基本均衡区

福建省
教育强区



2家三级医院

将复旦中山医院先进的同频远程会诊以及远程教学平台延伸到海沧区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按照 “小综合、大专科、精品、特色和产
学研一体化”规划建设

马銮湾医院（在建）海沧医院长庚医院



中欧、中亚班列起点于海沧

建成万吨级泊位29个

集装箱吞吐量1000万标箱

已开通国际国内航线70条
厦蓉高速起点在海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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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先 进 制 造 业

现 代 服 务 业



生 物 医 药 与 健 康 半导体和集成电路 新材料与新能源

三 大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发展目标

到2025年，力争生物医药产业规
模突破500亿元，建设国际知名的生
物医药产业集聚区。



全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



市重点上市后备企业上市公司 生物医药企业 产业规模

华西海圻新药安全性评价中心厦门工作站
厦门外科医疗器械行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抗肿瘤新药临床评价技术示范平台
厦门生物等效性（BE）/ I期临床试验平台
国家海洋三所海洋生物产业化中试技术研发平台
药用植物开发公共服务中试平台（厦门大学）
厦门健康工程与创新研究院（苏州医工所）
厦门医疗器械注册检验平台（筹）

厦门生物医药测试分析平台
闽台诊断产品创新创业园公共技术平台
厦门体外诊断仪器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厦门化学创新药研发平台
厦门海洋保健食品中试服务平台

平台资源



“筑巢引凤”，搭建了厦门生物医药孵化器、厦门生物医药中试及产业化基地、厦门生物医

药产业园、厦门生物医药产业协同创新创业中心  4个、60万平方米 专业化园区载体以及上百家

企业自建区，形成“研发创新-孵化-中试-产业化”的产业发展体系。

生物医药孵化器 10.14万平方米（2006）

生物医药中试基地 4.77万平方米（2008-2012）

生物医药产业园 22.53万平方米（2012-2018）

生物医药产业协同创新创业中心21.32万平方米（2018-2020）

生物医药港通用厂房（第五期）15.09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中）

生物医药创新园占地约300亩（策划）

载     体



海沧生物医药产业可
供用地169.42公顷。

海
沧
生
物
医
药
产
业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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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2022

）



• 黄金珠宝产业（厦海政〔2018〕132 号）

• 燕窝产业（厦海政〔2019〕105号 ）

• 建筑业（（厦海政规〔2021〕2号）

• 科学技术资金管理办法（厦海政〔2019〕117号）

扶持政策：先进制造业及其他*

研发创新平台补助

新药、仿制药研发
及产业化奖励

医疗器械产业化奖
励新业态投资配套
奖励

租金补助
企业经营贡献奖励

对新认定的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
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按照国家级、省（市）级不同等
次给予最高300万元、100万元奖励。

完成Ⅰ期、Ⅱ期、Ⅲ期临床试验并取得注册批件的，创新药最高给予400万元补
助，改良型新药最高给予300万元补助，仿制药研发补助100万元。取得药品注册
证书且首次在海沧区实现产业化的创新药、改良型新药、仿制药，每种产品分别
给予300万元、150万元、100万元奖励。

二类、三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和产业化奖励: 三类器械最高可享受每个品种80万奖
励，二类器械最高可享受每个品种20万奖励。对生物医药合同研发机构（CRO）、
合同外包机构（CMO）、合同定制研发生产机构（CDMO）等产业应用基础平台
建设项目，按照获得市级相应固定资产投入补助的50%予以配套补助，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

研发创新平台补助 对新认定的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
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按照国家级、省（市）级不同等
次给予最高300万元、100万元奖励。

新药、仿制药研发
及产业化奖励

医疗器械产业化奖
励新业态投资配套
奖励

租金补助
企业经营贡献奖励

完成Ⅰ期、Ⅱ期、Ⅲ期临床试验并取得注册批件的，创新药最高给予400万元补
助，改良型新药最高给予300万元补助，仿制药研发补助100万元。取得药品注册
证书且首次在海沧区实现产业化的创新药、改良型新药、仿制药，每种产品分别
给予300万元、150万元、100万元奖励。

二类、三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和产业化奖励: 三类器械最高可享受每个品种80万奖
励，二类器械最高可享受每个品种20万奖励。对生物医药合同研发机构（CRO）、
合同外包机构（CMO）、合同定制研发生产机构（CDMO）等产业应用基础平台
建设项目，按照获得市级相应固定资产投入补助的50%予以配套补助，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

研发创新平台补助 对新认定的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
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按照国家级、省（市）级不同等
次给予最高300万元、100万元奖励。

新药、仿制药研发
及产业化奖励

医疗器械产业化奖
励新业态投资配套
奖励

租金补助
企业经营贡献奖励

完成Ⅰ期、Ⅱ期、Ⅲ期临床试验并取得注册批件的，创新药最高给予400万元补
助，改良型新药最高给予300万元补助，仿制药研发补助100万元。取得药品注册
证书且首次在海沧区实现产业化的创新药、改良型新药、仿制药，每种产品分别
给予300万元、150万元、100万元奖励。

二类、三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和产业化奖励: 三类器械最高可享受每个品种80万奖
励，二类器械最高可享受每个品种20万奖励。对生物医药合同研发机构（CRO）、
合同外包机构（CMO）、合同定制研发生产机构（CDMO）等产业应用基础平台
建设项目，按照获得市级相应固定资产投入补助的50%予以配套补助，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

研发创新平台补助 对新认定的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
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按照国家级、省（市）级不同等
次给予最高300万元、100万元奖励。

对2021年1月1日（含）以后入驻海沧区生物医药专业园区的企业，根据实缴资本
额按不同标准给予三到五年一定承租面积的租金补助。对符合海沧区规上条件的生
物医药工业企业，给予区级税收留成“两免三减半”的返还奖励；医药商贸企业按
其每年批发销售额的1‰给予奖励。

研发创新平台补助

新药、仿制药研发
及产业化奖励

医疗器械产业化奖
励新业态投资配套
奖励

租金补助
企业经营贡献奖励

对新认定的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
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按照国家级、省（市）级不同等
次给予最高300万元、100万元奖励。

完成Ⅰ期、Ⅱ期、Ⅲ期临床试验并取得注册批件的，创新药最高给予400万元补
助，改良型新药最高给予300万元补助，仿制药研发补助100万元。取得药品注册
证书且首次在海沧区实现产业化的创新药、改良型新药、仿制药，每种产品分别
给予300万元、150万元、100万元奖励。

二类、三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和产业化奖励: 三类器械最高可享受每个品种80万奖
励，二类器械最高可享受每个品种20万奖励。对生物医药合同研发机构（CRO）、
合同外包机构（CMO）、合同定制研发生产机构（CDMO）等产业应用基础平台
建设项目，按照获得市级相应固定资产投入补助的50%予以配套补助，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

研发创新平台补助 对新认定的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
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按照国家级、省（市）级不同等
次给予最高300万元、100万元奖励。

新药、仿制药研发
及产业化奖励

医疗器械产业化奖
励新业态投资配套
奖励

租金补助
企业经营贡献奖励

完成Ⅰ期、Ⅱ期、Ⅲ期临床试验并取得注册批件的，创新药最高给予400万元补
助，改良型新药最高给予300万元补助，仿制药研发补助100万元。取得药品注册
证书且首次在海沧区实现产业化的创新药、改良型新药、仿制药，每种产品分别
给予300万元、150万元、100万元奖励。

二类、三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和产业化奖励: 三类器械最高可享受每个品种80万奖
励，二类器械最高可享受每个品种20万奖励。对生物医药合同研发机构（CRO）、
合同外包机构（CMO）、合同定制研发生产机构（CDMO）等产业应用基础平台
建设项目，按照获得市级相应固定资产投入补助的50%予以配套补助，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

研发创新平台补助 对新认定的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
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按照国家级、省（市）级不同等
次给予最高300万元、100万元奖励。

医疗器械产业化奖
励新业态投资配套
奖励

研发创新平台补助

对2021年1月1日（含）以后入驻海沧区生物医药专业园区的企业，根据实缴资本
额按不同标准给予三到五年一定承租面积的租金补助。对符合海沧区规上条件的生
物医药工业企业，给予区级税收留成“两免三减半”的返还奖励；医药商贸企业按
其每年批发销售额的1‰给予奖励。

租金补助
企业经营贡献奖励



集成电路设计

集成电路封装测试

集成电路装备与材料

到2025年，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力争突破
5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1000 
亿元，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集成
电路产业重镇。

连续举办五届集微半导体峰会

“2020-2021中国集成电路高质量发展十
大特色园区”

招商重点 发展目标



海沧集成电路制造产业园规

划 总 面 积 8 平 方 公 里 ， 核 心 区

3.22平方公里。先后引进士兰微

12吋芯片制造和6/4吋化合物芯

片制造、通富先进封装测试、金

柏科技柔性载板、云天半导体特

色封装、安捷利美维等一批制造

业项目。

海沧集成电路制造产业园控规图



位于厦门中心(E座7-30层，4.2万㎡)，共引进开元通信、码灵半导体、亚成微电子、烨映电子等40
多家设计类企业，聚集了约 集成电路从业人员。



海沧半导体产业基地占地面积约6.83公顷，总投资6.5亿元，建设2栋11层研

发办公楼、6栋6～8米层高的高标准中试厂房和相关配套辅助用房，总建筑面积约

13.77万平方米。

中科四合、云天半导体、烨映电子等多家企业已签约入驻。



• 黄金珠宝产业（厦海政〔2018〕132 号）

• 燕窝产业（厦海政〔2019〕105号 ）

• 建筑业（（厦海政规〔2021〕2号）

• 科学技术资金管理办法（厦海政〔2019〕117号）

扶持政策：先进制造业及其他*

• 研发机构补助

• 流片补助

• 租金水电补助

• 采购芯片模组补助

• IP 购买补助

• 担保补助

• 增产奖励

• 展会补助

• 专项贷款

• 专利资助



到2025年，力争新材料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建成国内
重要的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发展目标

发展现状

培育发展厦门钨业、厦顺、长塑、金旸、当盛等企业，
三元正极材料、石墨烯浆料、厦钨7万吨车用锂离子正极材料
等项目已顺利投产。

厦钨新材料产业园和硬质合金工业园项目正在建设，达
产后年产值220亿元以上。当盛新材料，是世界第二、中国
第一家，将闪蒸法非织造布实现商业化量产的企业。

2021年新材料产业实现产值214.4亿元，比增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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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能 家 居 汽车及零配件

先 进 制 造 业



海沧区智能家居整体发展态势较好，聚集了
松霖科技、瑞尔特卫浴、威迪亚科技、盈趣科技、
钢宇工业等行业领先企业。2021年，海沧区卫浴
产业完成产值100.4亿元，同比增长23%。

龙头企业实力不断增强，松霖科技、瑞尔特
科技、钢宇工业、品谱工业和盈趣科技等企业年
产值均超过10亿元，特别是节水卫浴领域的企业
在海沧已形成一定产业集聚。

产业优势

发展成绩



发展成绩

海沧聚集了金龙旅行车、捷太格特、正新实业、宏发电子、
法拉电子、协富光洋、卡斯卡特等龙头企业。2021年，海沧区
汽车及配件实现产值168.6亿元，同比增长12.4%。

产业链相对完整，形成了汽车总装、重型机械制造
及底盘、连接器、汽车电子、转向系统、车用轮胎、橡
胶塑料、车用保险丝等汽车及零配件产业链。

金龙旅行车无人驾驶准 L4 级车型在以色列成功测试，
成为首辆走出国门进行道路测试的中国无人驾驶客车。

产业优势



入驻紫金黄金珠宝、今生金饰等24家企业
2021年园区产值达

年毛燕处理能力 ，全国最大燕窝深加工基地
2021年运营公司实现产值

特 色 园 区



• 黄金珠宝产业（厦海政〔2018〕132 号）

• 燕窝产业（厦海政〔2019〕105号 ）

• 建筑业（（厦海政规〔2021〕2号）

• 科学技术资金管理办法（修订中）

扶持政策：先进制造业及其他*

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 鼓励企业增产增效

• 支持企业技术改造

• 支持企业融资

• 支持企业开拓市场

• 鼓励企业节能减排

• 鼓励企业入住空置厂房

• 支持企业质量创新

• 鼓励企业转型升级

• 鼓励企业上云

• 新入统企业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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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服 务 商 贸 服 务

影视及文化创意现代旅游业 港口物流业

现 代 服 务 业



发展现状

海沧区目前共有19家银行，27家
地方金融机构，正全力打造“基金小镇” 。

聚集了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圆信永
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海峡能源产业基金
管理（厦门）有限公司、厦门恒鑫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



影视名家工作室

唐国强、刘劲、宋业
明、马晓伟等影视名家相
继在海沧成立工作室，完
成20家影视企业认定。

耀达影视产业园投入
运营，华鹭文化产业、故
事匣子影视、疯狂野人影
视文化、鑫西娅影视文化
等影视公司入驻园区。

耀达影视产业园

海沧油画街是中国三
大商品油画出口基地之一，
海沧东埔玛瑙村是我国最
大的玛瑙生产基地和玛瑙
原石交易中心。

海沧油画街

海沧区现有文化企业约
2588家

其中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61家



天竺山森林公园、日月谷温
泉度假村

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生态旅游资源 康体休闲旅游资源文化旅游资源

天竺山、蔡尖尾山、大屏山、
海沧湖、天竺湖、皓月湖、
火烧屿等...

新垵红砖古厝、莲塘别墅、
开台文化园、青礁慈济宫、
石室禅院等...

日月谷、汤岸温泉



亿元

亿元

亿元

海沧汽车商圈

现有重要企业

入驻汽车销售企业70家，
包括40余个汽车品牌，基本
上涵盖了所有主流汽车品牌，
门 店 数 量 约 占 全 市 4 0 % 。
2021年汽车销售额112.79亿
元，占海沧区社零指标 70%
左右。



发展现状

海沧港区是厦门港水深条件最好的港区，拥

有 26公里 的海岸线和 11公里 的深水岸线，可

建设生产泊位 34个 ，其中已建成万吨级泊位 

29个，最大可靠泊 20万吨级集装箱船舶，规划

吞吐能力超过 1亿吨 , 集装箱吞吐量 1000万 标

箱。
发展目标

力争到2025年海沧港区集装箱吞吐量超

1000万标箱，港口建设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 旅游产业（厦海政规〔2020〕3 号）

• 商贸服务业(厦海政规[2020]4号)

• 营利性服务业（厦海政规〔2020〕5号)

• 石油现货贸易（厦海政规〔2021〕5号）

• 招商引资（厦海政规〔2021〕3号）

促进外资增长

• 到资奖励

• 经营贡献奖励

• 企业人才奖励

鼓励企业改制上市

• 上市工作经费奖励

• 境外上市奖励

• 募集资金返投奖励

• 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股改

• 挂牌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