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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对台光电产业产学研合作现状及趋势
厦门大学电子科学系，福建省半导体照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朱丽虹  吕毅军  陈  忠  高玉琳  陈国龙

【摘要】海峡西岸对台光电产业产学研合作是两岸科技界高度重视的一项重点工程，在两岸政策的引导下，在市场需求及产业界、学术界的
共同推动下，合作领域越发广泛，合作交流的形式和渠道不断拓宽，带动两岸科技进步及经济发展。本文着重分析了两岸光电产业的发展现
状和海西对台光电产业产学研合作现状、趋势，阐明了合作机制及相应的目标与重点、方式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海峡西岸经济区对台光电
产业合作的策略及对两岸光电产业良性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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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把握机遇，应对挑战，2007年福建省委，省政府做出两岸合作

先行区的重大决策，提出要努力把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成为科学发展

的先行区、两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先行区[1]。光电产业是两岸科技和经

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海峡西岸对台光电产业产学研合作是两岸科技界

高度重视的一项重点工程，近年来，海西提出各种对台合作交流先行

先试政策及试验区，也建成了台湾学者创业园，闽台农业科技园区，

台湾科技企业育成中心，海西研究院等一批对台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平

台[2]。目前两岸对加快经济合作。针对光电产业方面，在加快推动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规划以及建设海西自贸试验区的新形势下，为

贯彻落实海西半导体照明千亿产业集群规划，福建省已连续成功举办

十三届“海峡两岸LED照明论坛”及“海西光电系列活动”，内容包

括海西光电项目资本聚变对接会，光电产业科技成果对接会等。会议

邀请海峡两岸光电企业，研究机构、投融资机构、投资人和行业专家

等共同探讨光电产业的趋势，热点和商业合作机会，包括光电产业创

新成果经验分享，投融资项目路演及产业科技成果对接等内容，为两

岸光电产业提供创新创业合作交流平台，共商两岸光电发展大计，

推动厦门乃至福建，海西以及两岸光电产业的快速发展。实现两岸

光电产业抱团合作，提升竞争力，争创世界一流产业。

一、两岸光电产业发展现状

在“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的推动下，海西经济区形成了半导

体照明工程产业化基地，尤其福建省，通过持续大力引进先进技术

和设备，持续培养和引进高端人才，持续跟踪国内外前沿技术并持

续自主创新，在光电产业领域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07年全

省光电产业实现产值近700亿元，占全省信息产品制造业的三分之

一。到2012年，厦门光电产业成为瞩目的焦点，产值超千亿，成为

“绿色光源岛”。“海西造”LED照明产品不断公开亮相。根据不

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福建省光电产业总产值达2528亿元。

台湾的光电产业起步虽晚，但是发展很快，在全球已与日本、

韩国形成三足鼎立的局势。作为产业调整的内容，光电产业于上

世纪70年代初被定位为未来发展的“策略性产业”之一。并将光电

科技列为发展重点。得益于产官学投入且相互配合密切，政府大力

支持，且研究结构在光电领域有足够的应用技术开发能力，短短20
多年，台湾的光电产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光电企业如台积电，联电，联发科技，台湾晶元光电，友达

光电，亿光照明等等。IC Insights2016年8月公布2016年上半年全球

半导体厂商营收前二十大排行榜。前二十大半导体公司美国独占8
家，日本、欧洲、中国台湾各3家，韩国2家，新加坡1家。说明台

湾的光电产品具有较好的国际竞争力。

二、两岸产学研合作现状，模式

海峡西岸城市群又名海峡西岸经济区，是以福州、泉州、厦

门、温州、汕头5大中心城市为核心，包含福建省的福州、厦门、

泉州、莆田、漳州、三明、南平、宁德、龙岩，浙江省的温州、丽

水、衢州，江西省的上饶、鹰潭、抚州、赣州，广东省的汕头、潮

州、揭阳、梅州共计20个地级市所组成的国家级城市群。海西光电

产业有着独特的地理优势。海峡西岸城市群隔台湾海峡与台湾省相

望，在开展对台合作有独特的地理优势。鉴于海峡西岸特殊的地

理位置，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海峡西岸和

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的经济发展”。海峡西岸城市群在国

家政策的支持下，城市发展、经济合作、对台交流等都会取得更快

更好的进展。

就半导体产业为例，尽管承接台湾半导体产业转移已是海西

经济区发展半导体产业链的必然选择，但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仍攸

关产业链发展的成败。在国内外及海西经济区半导体产业链现状及

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借鉴台湾半导体产业承接与发展的成功经验，

并注意官产学研合作等，采取融合化的合作机制和制度化的运作机

制。以有力地推进两岸半导体产业链的发展。海西以福建为主体，

包括周边的一些地区，南北与珠三角、长三角两个经济区衔接，东

与台湾岛、西与江西的广大内陆腹地贯通，是具有独特优势的地域

经济综合体。

在光电产业方面，目前海西对台合作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1）引进台资和先进技术，加速产业集群化

依据[台]、[侨]优势以及海西的地理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福建

省为进一步完善LED产业链，壮大LED产业集群，积极持续引进技术

力量更加雄厚的台资、外资光电企业落户。台资冠捷电子已成为全球

最大的液晶显示器制造商和最大的液晶电视厂商之一；厦华和日立的

平板电视市场占有率居国内前列；友达光电、安台科技等新企业落户

投产，为福建平板显示产业注入新鲜血液。以厦门、福州为中心，辐

射漳州、泉州、莆田的平板显示产业集群，初步显现海峡西岸。目

前，台湾新晶元、明达、和谐光电等LED生产企业在福建投资设厂，

进一步完善了福建LED产业链，壮大了LED产业集群。

（2）共建研究院所

中科院海西研究院的建设，体现官、经、产、学、研、用（产

学研用）的结合。其对两岸光电行业影响可见一斑。如与海西研究

院合作的福建省两岸照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实施福建省政府

投入的公共领域照明工程，形成示范性项目，带动福建省各个领域

的LED产品应用，从而拉动海峡两岸的LED产业发展，增进两岸经

济合作交流。日前，中科院海西研究院研制成功了拥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千瓦级大功率荧光LED照明光源，该技术以荧光陶瓷替代

目前LED核心材料荧光粉胶，在国际LED照明行业属于重大技术突

破，将助推我国LED全面替代传统光源，重构光电产业生态，进而

开创一个千亿元级大功率LED应用新市场。

（3）行业组织及交流合作

随着交流合作的进行，涌现出一批行业协会，如福建省光电行

业协会和福建省照明学会，福建省节能照明产品出口基地商会，厦

门市光电子行业协会等等组织共同推进行业健康发展。福建省光电

行业协会，邀请台湾区电机电子同业公会、台湾“清华大学”光电

工程研究所的负责人担任协会的顾问，以推动闽台光电产业领域的

基金项目：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2016R0091）；福建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JAS15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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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发展。如共同发布两岸互认标准，搭建了闽台标准互认、合作

的机制。闽台两岸“搭桥计划”推动了厦门LED路灯照明示范工程

建设等等。充分利用厦门“4.8台交会”的LED照明展，台湾光电

展，“6.18两岸人才交流合作大会”，“9.8投洽会”等一系列展会

平台，促进两岸光电产业对接。吸引了晶元、兆元、汉晶、灿坤、

立晶、睿鸿等一批台湾LED上中下游企业纷纷落户福建。福建省光电

行业协会与厦门市光电子行业协会已连续成功举办十三届“海峡两

岸LED照明论坛”及“海西光电系列活动”，内容包括海西光电项目

资本聚变对接会，光电产业科技成果对接会等。共商两岸光电发展大

计，推动厦门乃至福建，海西以及两岸光电产业的快速发展。

（4）两岸科技人才交流合作与科技服务平台的创建

近年来，台商持续在大陆设立研发机构，也吸引台湾科技人才

到大陆工作。同时，大陆一些企业也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台湾科

技或管理人才。除台资企业外，大陆企业也积极争取，尤其是在科

技产业。台湾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与企业对引进大陆科技人才更为

积极，其中以“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

学与“中央大学”为主。同时，福建作为两岸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

域及两岸直接往来的综合枢纽，和台湾电机电子公会、台湾光电工

业协进会、台湾照明同业公会、台湾工研院、及科研机构交流、合

作也越来越频繁，这也为两岸光电产业发展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两岸共同组建各种研发机构和公共服务平台。如共建闽台LED检

测、设计和研发公共服务平台，成立两岸合作研发中心，共建“海

峡两岸光电科技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为今后两岸的新技术研发、

产业化共享打下良好基础。2016年4月18日厦门市两岸科技交流合

作促进中心和中华神州产业两岸交流协会为贯彻落实实施深化海峡

两岸科技交流合作基地，搭建两地科技合作交流平台，为两地区间

的科技合作提供全面服务。

三、海西对台产学研合作的发展趋势

目前两岸科技产业内的整体形势是两岸高科技产业如信息电子

产业向水平分工发展，台资科技企业在大陆的生产链由单纯的加工

生产转向生产研发并举。预期未来对台交流合作特点如下：一是在

两岸直接“三通”的政策背景下，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和人员

往来更加密切。二是台湾高端光电产业发达，产学研合作有基础，

积极的借鉴和合作有利于大力发展海西光电产业及其产学研合作提

供了有利条件；三是建设特色的海西经济区，打造海西知名光电产

业链，可进一步加强对台的交流与合作，共推两岸光电产业前行发

展；海西对台交流合作优势明显，将在推进两岸经济合作上继续发

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四、海西对台产学研合作的建议

从上述的两岸产学研合作现状和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光

电产业包括海西对台光电产业的产学研合作交流的模式很大程度上

是通过政府的引导完成的，而且形式也较为单一，财政补助力度较

大。如果能吸取台湾地区的产学研合作的形式的多样化，以及政府

政策积极引导的优势和优点，那么两岸在光电产业的交流合作力度

及广度将进一步的提升。两岸的产学研合作如要长期有序的发展，

我们就要明确两岸光电产业合作的机制，思路、目标、重点、方

式、路径和策略等内容。

1.海峡西岸对台光电产业合作机制

对比两岸科技资源的优劣，我们要采取融合化的合作机制和制

度化的运作机制[3]，把两地产学研合作推向一个更新的高度。

融合化的紧密度越高，这种良性循环的推动效应就越突出，产

学研的实质产出就越多。再者必须建立一个就由双方共同制定的制

度规范的、有共同约束力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一体化”下，有利

于更加紧密的合作。合作是双向的，需要由双方共同制定规则和标

准的、共同经营的、促进两岸产学研合作的中介组织机制来跨海峡

地衔接两地产学研的各个介面，以促进两地研究成果的开发和再开

发。同时，在合作中，推进知识服务产业的发展。

2.海峡西岸对台光电产业合作的思路

海峡西岸经济区对台光电产业合作的总体思路应该是：以光电产

业合作促进光电产业投资和加速光电产业发展，带动海峡经济区的腾

飞。在合作中实现转型：即从项目合作转型到项目，人才和基地的合

作；从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发展到技术组合创新和自主创新发展层面；

从分散合作到集群发展；从资源互补经济到资源共享和创新驱动型经

济的发展，使海西成为东南亚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光电产业基地[4]。

3.海峡西岸对台光电产业合作的目标和重点

海峡西岸经济区光电产业合作的目标是扩大及延长两岸光电

产业链，促进两岸光电产业整合、优化、升级，从两岸光电产业集

聚，迈向创新集群，建成创新型的两岸光电产业合作基地，凸显海

西在海峡经济区光电产业中的重要地位。海峡西岸经济区光电产业

合作的重点领域是光电平板显示器（FPD）、发光二极管（LED）

和太阳能光伏（PV）。

4.海峡西岸对台光电产业合作的区域与布局

在光电产业集聚的过程中，第一，厦门已形成了一个产业配

套能力较强，LED和光伏产业比较完整的创新供需链；企业之间以

合作创新和效率创新为重点的创新企业链；以厦门为核心，承接台

湾光电产业转移并辐射福州、漳州、泉州、龙岩，拓展到莆田、宁

德、三明、南平等地区。第二，利用厦门福州等光电产业高新区等

专业园区优势，争取引进台湾光电产业链中最关键的上游产品的配

套，形成沿海光电产业链聚集效应。第三，依托友达光电、冠捷电

子、华映光电等龙头企业，争取向泉州、漳州、莆田等周边地区辐

射，构建台湾与闽东南光电产业协同发展带，并沿江沿路向闽东、

闽西、闽北地区梯度推进，带动内陆地区配套产业与台湾光电产业

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5.海峡西岸对台光电产业合作的策略

海峡西岸对台光电产业合作的策略首先应该实施光电子设

备、技术、人才、项目组合引进工程，促进光电子企业集聚创

新，实施光电子企业自主创新战略，增强化光电子产业自主知识

产权成果产业化。第二，走两岸共建光电产业专业化园区的发展

道路。在建设两岸光电产业专业园区的模式、机制上进行创新。

如福建泉州惠安绿谷台商高科技产业基地，作为泉州市承接台湾

高新产业的先导区，该基地开创了大陆台资企业协会创办台商投

资工业园区的先例。在专业园区的招商引资上，重点对台湾光电

产业主流厂商进行有针对性的招商，形成以台湾光电龙头企业为

晶核的园区模式。从而带动配套企业的组合式落地，提高海峡两

岸光电企业集聚的密集度。

五、总结

本文分析了海西光电产业的发展现状，以及对台产学研合作的

现状、趋势及发展模式进行分析，提出了海峡西岸经济区光电产业

合作的思路和策略，阐明了合作的目标与重点、方式与途径、运行

机制等。从十一五规划到十三五规划期间，海西对台的合作交流一

直是科技界的重要工程，被视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在政府和业界的

不断努力下，其合作模式不断多样化，合作交流更加频繁，关系更

加紧密。两岸的光电产业产值也不断提升。在将来的合作中，将逐

步实现政府退出机制，以市场经济为导向，进一步推动福建，海西

以及两岸光电产业的快速发展。实现两岸光电产业抱团合作，提升

竞争力，争创世界一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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