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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前工信部正式批复同

意厦门建设国家“芯火”双创基

地，厦门市成为全国第 10 个获批

城市，正式进入国家集成电路产

业战略布局的第一梯队，将极大

推动厦门市集成电路产业创新集

聚发展。

而处于集成电路产业链最前

端的集成电路设计产业，是产业

链上最重要的一环，也是厦门市

重点培育的十大未来产业之一。

日前，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集成

电路设计分会理事长魏少军接受

媒体采访，长期以来密切关注着

厦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他，为

厦门深度剖析发展集成电路设计

业的优势与机遇，为厦门集成电路

设计产业的未来发展出谋献策。

产业链布局日益完善
此次厦门将集成电路设计列

入十大未来产业，将为产业的转型

发展带来哪些契机和重要意义？

魏少军表示，集成电路设计

业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链上最重

要的环节，承担了发展集成电路

产品的主要责任。因此，谁抓住了

这一产业，谁就站在了电子信息

产业的制高点。随着信息时代的

来临，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

新兴市场发展迅速，与之相关的集

成电路芯片需求将会迎来爆发期。

“2006 年，我曾作为集成电路

领域专家受邀来厦。那时，厦门已

开始推动集成电路设计业发展。

多年来我一直关注着厦门集成电

路产业的发展，对厦门集成电路

设计产业的整体感受是: 虽然起

步不算早，但基础扎实，有活力。”

近年来，厦门市对集成电路

产业高度重视，集成电路设计产

业迎来了快步发展期，产业链布

局越来越完善，上下游配套越来

越多。厦门把设计业作为未来的

重点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对于城市自主创新体系建设

以及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将起到助力腾飞的作用。

这也是厦门大力发展集成电

路产业的契机，厦门市可以依托

电子信息千亿产业集群，强力推

动集成电路与本地整机联动，提

升供应链的安全，打造“中国芯”，

为全市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贡献

力量。

产业有望迈上新台阶
目前，厦门集成电路设计企

业数量近百家，拥有紫光展锐等

一些过亿规模的企业，也有一批

活力四射的中小企业，设计业的

年产值在 40 亿元左右，增速已位

居全国前十。

魏少军认为，若要进一步提

升集成电路设计产业的行业地

位，首先是强链补链。厦门具备发

展集成电路产业的良好基础。十

多年来，依托火炬高新区、海沧

区，规划建设了集成电路产业制

造和配套集聚区、设计及关联产

业园、大学科技园与人才培养基

地等在内的空间载体；围绕联芯

等龙头项目，引进了美日先进光

罩、世禾清洗等上下游产业链关

键项目，初步形成覆盖“芯片设

计、制造、封装、测试、装备与材

料”较完善的产业链。加大对集成

电路设计业的支持力度，可拉动

上游的发展、满足下游的需求，增

强产业链配套。

与此同时，华南沿海(福建及

珠三角地区) 是全国四大集成电

路产业聚集地之一，厦门是福建

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重要承载

地之一，在积极发挥其带动作用

的同时，应注重与福建省“十三

五”规划纳入重点发展建设的其

他集成电路产业基地协同发展。

与台湾地区隔海相望是厦门发展

集成电路产业的重要区位优势，

目前集成电路设计业的在厦台企

约占全市企业产值的一半左右。

要大力加强对台交流与合作，吸

引、鼓励台湾优质的集成电路设

计企业来厦发展。

今年 5月份世界半导体理事

会(WSC)在厦门的成功举办，也让

世界上重要的半导体企业对厦门

留下美好的印象，相信随着厦门集

成电路设计业的不断向前发展，厦

门集成电路设计产业有望迈上一

个新台阶。 （据《厦门日报》报道）

魏少军，中国半导体

行业协会集成电路设计

分会理事长，“核高基”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

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

大学微纳电子学系主任、

微电子所所长，(美国)电

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会

士 (IEEEFellow)，是我国

集成电路设计领域的著

名学术带头人和领军者，

致力于超大规模集成电

路设计方法学的研究和

可重构计算芯片技术研

究。

□吴君宁

当中国赴美游客在经贸摩擦

等背景下减少时，美国旅游业出

现“吸引印度游客来弥补损失”的

声音; 去年普吉岛发生沉船事故

导致中国赴泰游客一度锐减时，

泰国旅游官员和业界人士在稳

定增长的印度游客身上看到新

曙光，有人称，该国带来的市场

潜力“或许能媲美中国”;大约 3

年前，韩国因部署“萨德”而无

法再吸引中国游客后，韩观光

公社便联合各地方旅游机构在

印度举行路演活动……同是正

在迅速崛起的新兴国家，又都

拥有十几亿的人口，印度似乎

被一些国家视为有望“替代”中

国的旅游市场。那么，印度人出

国旅游有何特点？

不同阶层的“旅游观”
“我更喜欢在印度国内旅游。

要是出国的话，我倾向于选择不

丹。”来自北方邦的阿比纳夫表

示。前年从尼赫鲁大学毕业后，阿

比纳夫入职了新德里一家通信设

备公司，他之所以这么选择，主要

是从经济上考虑。阿比纳夫告诉

记者，他还没去过欧洲国家，也没

到过中国，“如果有机会，我当然

愿意去这些伟大的国家看看，但

得先努力工作才行”。

阿莎是德里人，今年不到 60

岁，目前退休在家，已经过上闲散

的生活。出身名门、林下风范、衣

食无忧，这些词用来形容阿莎可

以说是恰如其分。对她而言，出国

游是家常便饭。“我每年至少出国

旅游两次———盛夏时避暑，雾霾

季躲霾，”阿莎说，“当然也会偶尔

去国外参加会议。”在她看来，旅

游(Trip)和旅行(Tour)是两回事，

“相比走马观花的旅游，我更喜欢

放松心灵的旅行”。

阿比纳夫和阿莎反映了印度

两个不同阶层对出国游的认识与

实践。前者是努力打拼的印度工

薪阶层的缩影。对他们来说，无论

去哪里旅游，首先考虑的是性价

比，出行以廉价航空和经济型酒

店为优先考虑项。而阿莎这样“有

钱有闲”的游客，出行首先考虑的

是舒适性，讲究“有范儿”。旅游回

来后，阿莎通常会把相熟的邻居

们叫到家中喝下午茶，分享自己

旅途的所见所闻，并且送些小礼

品。

但无论是阿比纳夫还是阿

莎，从收入来说，他们都属于印度

中上层，至少能负担得起动辄每

人数万卢比的旅费。而对于那些

尚在为生计发愁的近 4亿印度贫

困人口来说，出国游就无异于“天

书”了。

全球游客中“消费能力最强

的群体之一”
印度人正成为全球游客中

“消费能力最强的群体之一”。欧

睿信息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

2018 年，印度赴海湾地区游客的

平均花销为 1100 美元。

《曼谷邮报》说，在泰国，印度

游客的平均旅费是 4.5 万泰铢，

或者是每天 5700 泰铢，一般待 5

至 7 天。

全球房地产公司高力国际的

报告显示，到 2022 年，印度游客

境外消费额将从 2018 年的 230

亿美元迅速增加至 450 亿美元。

不少国家都看好印度的旅游

市场，这从美国、日本、马来西亚

等国在印度大城市投放的广告

数量就能看出来。古吉拉特邦

是印度经济发展名列前茅的地

方邦之一，有印度“小广东”之

称。该邦最大城市艾哈迈达巴

德的机场，这里至少有十几个广

告牌都被马来西亚旅游促进局

买了下来。在机场，抬眼就能看

到“马来西亚，亚洲魅力所在”

的宣传口号。

美国旅游业也正在深耕印度

这片市场。根据洛杉矶旅游业界

的数据，印度游客在美国的消费

能力仅次于中国、加拿大、墨西哥

和日本。

也有印度学者表示，印度出

境游市场发展未来可能会经历短

暂低潮。印度经济今年以来遭遇

严重下行压力，整体消费水平较

以往有明显下滑。

（据《环球时报》报道）

□肖昀

福建省人工智能商会在厦成立

12 月 3 日，福建省人工智

能商会成立大会在厦门举行，

近百家会员单位代表参加会

议。会上，在福建省工商业联合

会的监督指导下，选举了首届

商会领导班子，华尔嘉董事长

蔡小强当选第一届会长。

据蔡小强介绍，福建省人

工智能商会是由福建省工商业

联合会促成并批准成立的全国

首个省级人工智能商会。作为

福建省人工智能企业共同的

“家”，福建省人工智能商会首

批会员囊括语音交互、自然语

言处理、人脸识别等人工智能

技术企业和应用企业，其中，厦

企占比约一半。

“福建省人工智能商会把福

建省人工智能行业企业集聚起

来，有助于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

加速落地。”厦门云知芯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陆阳表示。

海沧打造台商服务站
海沧台商投资区是海峡两

岸经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

是台商在祖国大陆的主要投资

聚集地。据海沧区台港澳办统

计，目前，在区里的台企有 513

家。

今年年初，海沧区台港

澳办搭建台商台胞服务站这

一创新机制平台，设立在区

行政服务中心 3 楼。履行服

务台胞台企、惠台政策兑现

和受理台胞投诉求助等三项

职能。

近一年来，在台商台胞服

务站里，每日都会有人前来咨

询问题该如何解决。台胞们

点赞服务站解决问题不仅有

效率，也让他们感受到了海

沧区台港澳办作为“娘家”的

温暖。

厦门海关为进口食品加快放行速度

对短保质期食品经营者来

说，如何快速供应国内市场，争

取更长的货架销售期，是面临

的最大挑战。

为帮扶优质安全食品快速

供应国内市场，厦门海关创新

监管方式，针对短保质期食品，

如冰鲜水产品、巴氏杀菌乳、台

湾地区特色糕点等，出台企业

自主审核指南，鼓励进口商实

施对生产企业质量安全管理情

况的自主审核，进一步强化进

口商主体责任，对符合要求的

产品，在口岸通关环节试行“抽

样后即放行”监管措施，进而实现

在进口环节的“随检随放”。

该政策进一步缩短通关时

间，将商品的上架期“延长”了

5-7 天，有利于提高进口企业的

国内市场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