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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动中国

财经速递

2022 厦企百强开评
过去这一年，面对下行的经济压力，

厦企发展势头如何，哪些企业最具韧

性、抗压能力最好？7月 6 日起，2022 厦

门企业 100 强评选正式启动。

同时启动的还有系列子榜单，和往

年不同的是，今年根据形势发展和企业

的需求，启动的子榜单除了制造业企业

十强、服务业企业十强、专精特新企业

十强和绿色企业十强，还新增了“2022

厦门建筑业企业十强”排序项目。

为了评选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今年

的百强评选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阵容

依旧强大，由厦门企业和企业家联合

会、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厦门日报社和

厦门广电集团联合主办，由市进出口商

会、市房地产业协会、市电子信息产业

商会、市高新技术发展协会等 11 家专业

机构和商协会联合协办。

（李晓平 来源：厦门日报）

厦门新增 3家

国家备案众创空间
近日，科技部发布《关于公布 2021

年度国家备案众创空间的通知》，确定

350 家机构为国家备案众创空间，福建

省 9家入选。其中，厦门市 3家入选的众

创空间皆来自火炬高新区，它们分别为:

蚂蚁海西青年社区、创客帮众创空间、

黑马创业基地。

蚂蚁海西青年社区位于厦门软件

园三期，设有招商办公室、创业导师办

公室、路演厅、共享会客室等功能区，为

创业团队提供完善的创业服务，致力于

实现股东、员工、创业者间的社会价值

最大化。

创客帮众创空间是一家为入驻初

创企业提供从团队孵化到投资设立公

司的全程创业服务，重点关注中小型互

联网初创企业，目前双创成果累计孵化

500 余家团队，融资总金额已近亿元。

黑马创业基地在移动互联与 5G 产

业、人工智能、航运物流等多个领域拥

有优势资源，与多所高校深度合作，为

入驻企业提供市场、技术、人才、资金等

全产业链服务。（陈璐 来源：厦门日报）

厦门市技术创新基金

增加至 150 亿元
今年以来，厦门市财政、工信部门多

措并举，对技术创新基金进行全面升

级。据市财政局消息，目前该基金规模

已从最初的 30 亿元扩大至 150 亿元。

规模升级，更有力拉动技改研发投

资。目前厦门市已有 158 家企业(项目)

累计申请厦门市技术创新基金融资金

额 98 亿元；已批复企业(项目)101 家，批

复金额合计 67 亿元。

政策升级，更有效满足企业资金需

求。厦门将技术创新基金支持对象扩大

至软件信息企业，支持范围由固定资产

投资扩大到企业研发，品种增加流动资

金贷款。

技术升级，更有序改善企业申报体

验。目前厦门市技术创新实现全流程线

上申报，企业仅半小时即可完成一站式

申报，无需再进行线下办理。

下一步，厦门市财政局将继续加强

同相关单位合作，加大政策宣贯力度，

推动金融机构和企业交流联系，增强企

业提款意愿，充分发挥基金效能。

（陈泥 来源：厦门日报）

安溪籍企业家陈旭黎

□陈克振

6 月 23 日，厦门市安溪商

会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由常务副会长、企业家陈旭黎

创办的企业厦门立林科技有

限公司，向安溪县慈善总会和

华侨大学各捐赠 1000 万元，支

持用于发展教育事业的慈善

活动。

陈旭黎祖籍安溪县金谷

镇，改革开放后，前往厦门经

商，创办厦门立林科技有限公

司，经过多年的艰辛创业，企业

不断发展，事业获得成功。陈

旭黎带领他创办的厦门立林

科技有限公司，在发展企业的

同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持

续投身公益慈善事业。

30 年来，陈旭黎先后捐赠

大量的资金，在家乡金谷镇兴

办各项公益慈善事业。他捐办

的公益慈善事业主要有：捐资

创立安溪县金谷镇大芸美慈

善会，发展慈善事业；捐赠支

持金谷镇第二中心小学、芸美

学校和金谷中学建设校舍，捐

赠建设芸美溪岸和太王陵旅

游区道路等公益事业，大力支

持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支持家乡发展

教育事业，陈旭黎决定以他的

厦门立林科技有限公司的名

义，向安溪县慈善总会捐赠

1000 万元，用于发展家乡教育

事业。

在本次慈善捐赠活动中，

厦门立林科技有限公司还向

华侨大学捐赠 1000 万元，助力

华侨大学培养和引进各类高

端科技人才。

安溪县政府领导以及相关

单位代表参加活动。县长刘永

强在会上讲话，感谢厦门立林

科技有限公司捐赠巨资，支持

家乡发展教育事业。

开拓产业新版图

元宇宙，这个来自科幻小

说的名词，如今已成为街谈巷

议的热点，其被视作一把开启

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钥

匙”。

厦门在元宇宙领域的一

些创新实践———从硬件到软

件，不少元宇宙相关应用中，

闪耀着“厦门智造”的力量。

硬件端

打造元宇宙的“基础设施”

实现计算、感知等功能的

智能设备和基础硬件是元宇

宙产业链的重要载体与底层

基础，硬件技术使虚拟和现实

间的边界模糊化。

人们如何进入元宇宙？至

少目前来看，VR (虚拟现实)、

AR(增强现实)终端是“入场

券”，它们也被视作元宇宙重

要的基础设施，例如 AR智能

眼镜。

鲜为人知的是，AR眼镜离

不开一个小小的元器件———

FPC(柔性电子)，这个元器件就

来自于厦门市的弘信电子。不

仅谷歌，还有其他元宇宙领域

的国内外头部企业，均采用了

他们生产的柔性电子及传感

器。尤其今年以来，FPC 在元

宇宙硬件入口端的应用持续

保持增长态势。

弘信电子董事长李强认

为，实现计算、感知、交互等功

能的智能设备和基础硬件是

元宇宙产业链的重要载体与

底层基础，硬件技术使虚拟和

现实间的边界模糊化，使人、

虚拟世界、真实世界的互联互

通得以实现。

在VR产业链中，光学镜

头的“隐形冠军”同样出自厦

门———玉晶光电旗下茂晶光

电是全球领先的 VR光学镜头

研发生产商，为多个 VR行业

巨头供货。

“VR设备效果的达成，必

须通过屏幕覆盖人眼所有视

角，但因为屏幕离肉眼太近，

成像容易产生畸变，这对于光

学镜头技术来说是一大挑

战。”玉晶光电副总经理陈志

明说，光学镜头作为上游核心

硬件，直接影响成像优劣。

抢抓元宇宙机遇的玉晶

光电近年加大增资扩产力度，

公司在火炬(翔安)产业区投建

茂晶光电 VR 光学镜头项目，

预计达产后年产量超千万片。

元宇宙基础设施中的“厦

门智造”还不仅于此。厦企雅

基软件打造的 Cocos 是国内主

流的游戏引擎，在全球拥有超

150 万名注册开发者。腾讯、网

易、任天堂、育碧等均已使用

Cocos 引擎开发游戏产品。

软件端

把工厂装进元宇宙

所谓数字孪生，就是对照

现实世界，1∶1 再造一个数字

世界。它最直接的作用是帮助

企业提质、降本、增效和防范

风险。

元宇宙有什么用？在工业

领域，多家厦企通过“数字孪

生”技术，把工厂“装”进元宇

宙，使管理和决策能力呈几何

式提升。

物理世界和与之对应的

数字世界形成两大体系平行

发展，也就是感知数字“双胞

胎”。有了这个“双胞胎”，人们

可以进行拟真、推演，在数字

世界中找到对物理世界优化

的最佳方案。比如，预测某个

生产工序可能出现哪些安全

问题，单靠人力巡检，往往效

果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运用

数字孪生人工智能底座技术，

在数字世界进行训练、验证和

测试，就可帮助现实世界进行

精确决策。

厦企汇利伟业是“数字孪

生”领域的第一梯队企业，公

司服务客户包括紫金矿业、

山东黄金、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中国电建、美的集团等。

在公司总经理梅汇伟看来，

数字孪生最直接的作用是帮

助企业提质、降本、增效和防

范风险。

用户端

新技术解锁交互新体验

每个数字藏品拥有唯一

序列号，既不可篡改也不能

互相替代，这有助于解决动

漫产品个性化需求和版权认

定等。

在面向个人用户的消费元

宇宙领域，厦企也频频出招。

造梦科技是国内最大的 VR社

交游戏平台，其主打的产品《梦

境世界》已成为国内玩家最多

的VR社交游戏。不久前，厦企

蚂蚁特工为国际某知名运动

品牌打造了一台 AR 试鞋机。

这一设备的底层算法由火山

引擎与蚂蚁特工共同研发，用

户只需对着机子，就能将虚拟

的鞋子“穿”在脚上，实现增强

现实的交互操作，即刻过“足”

瘾。

蚂蚁特工是“AR+ 营销”

细分领域的领军企业，在公司

总经理林志坚看来，疫情推动

了消费场景加速向线上转移。

“越来越多品牌方希望借助

AR 营销提升趣味性和交互

性”。

“虚拟数字人”服务品牌营

销的案例也层出不穷。如厦企

甚妙动漫参与打造的家居行

业首个超写实虚拟数字人“金

婵紫”近日宣布入职金牌厨

柜。按照规划，“金婵紫”未来

将以明星员工的身份，亮相各

家居展会和发布会等，架设起

用户与产品研发间沟通的桥

梁。

政策端

把握先发优势加速产业布局

注重应用引领和场景驱动

相结合，是元宇宙发展的关键。

成立产业联盟，标志厦门在该

领域实现了从碎片化向体系

化的转型。

今年 3月，《厦门市元宇宙

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2—

2024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

划”)出台，在基础研发、场景应

用、企业发展、产业生态和监

管治理提出了五个重点行动，

提出厦门要立足实际，打造

“元宇宙生态样板城市”和数

字化发展新体系。

按计划，厦门市力争到

2024 年，元宇宙产业生态初具

雏形，引入培育一批掌握关键

技术、营收上亿元的元宇宙

企业，元宇宙技术研发和应

用推广取得明显进展，对政

府治理、民生服务、产业转型

升级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

强。

不止厦门，北京、江苏、上

海、浙江、山东等地也都发布

元宇宙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计

划、措施和行动计划。可以说，

新一轮元宇宙城市竞速赛已

经开启。

在政府的引导下，厦企也

携起手来，促进协同创新，应

用落地。近日，咪咕动漫、厦门

信息集团等 13 家单位联合发

起成立了厦门市元宇宙产业

联盟，标志着厦门在元宇宙产

业领域实现了从碎片化向体

系化的发展转型。

（林露虹 李晓平 来源：厦

门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