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市人民政府文件
厦府规〔２０２２〕１１号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进一步加快推进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各开发区管委会:

«厦门市进一步加快推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已经

第１８次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贯彻落

实.

厦门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０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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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进一步加快推进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和«国

务院关于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

干政策的通知»(国发〔２０２０〕８号)等文件精神,推动集成电路产业

高质量发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措施.

一、适用范围

本措施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符合国家

产业发展方向,具有５人以上稳定技术团队(在本市签订劳动合

同、缴交社保),有一定数量知识产权和固定研发生产经营场所,项

目在本市实施,且经厦门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以下简称“市集成电路办”)确认,专门从事集成电路领域(包括

EDA工具、逻辑电路、存储器、特色工艺半导体、宽禁带半导体、微

机电系统与智能传感器、基础电子元器件、Mini/MicroLED、

OLED、激光显示等)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装备与材料等生产、研

发、公共服务的单位.

二、主要内容

(一)支持人才引进

１．高端人才安家补助.在现有人才政策的基础上,对市集成

电路办发布项目申报通知当年和前２个年度内企业新引进,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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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集成电路产业高端人才评定标准(试行)»,且经市集成电

路办审核确认的 A 类、B类、C类集成电路高端人才,分别给予

１００万元、５０万元、３０万元补助,按４０％、３０％、３０％的比例分３年

发放.

２．毕业生就业补助.对具有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专业符合

«厦门市集成电路产业相关紧缺专业目录»,毕业后３年内到本市

集成电路领域企业就业,且与本市集成电路企业签订２年以上劳

动合同的毕业生,按照本科生１８０００元/年、硕士生３００００元/年、

博士生４２０００元/年给予补助,以实际缴纳社会保险金月数核算补

助金额,每名毕业生补助不超过２年.

(二)支持研发创新

３．流片补助.对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研发多项目晶圆的,分

别按直接流片费用的６０％、７０％给予补助;对首次完成全掩膜工

程产品流片(含FoundryIP授权、掩膜版制作、晶圆片等,晶圆片

数量超过１２片的,按１２片核算)的,按流片费用的３０％给予补

助,其中利用符合条件集成电路生产线进行流片的按４０％给予补

助.上述补助每个单位年度补助总额最高不超过５００万元.

４．IP购买补助.对企业购买IP用于集成电路线宽小于０．２５

微米(含)等高端芯片研发且向市集成电路办报备的,按照IP购买

直接费用的３０％给予补助.每个单位年度补助总额最高不超过

２００万元.

５．EDA工具购买补助.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购买EDA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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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软件的,按照实际发生费用的２０％给予补助,其中购买国产

EDA设计工具软件的,按照实际发生费用的３０％给予补助.每

个单位年度补助总额最高不超过３００万元.

(三)支持提质增效

６．设备购买补助.对企业购买国外、国内厂商配套的核心设

备(光刻设备、薄膜设备、刻蚀清洗设备、离子注入及扩散设备、研

磨抛光设备、封装测试设备、检测设备等)的,分别按采购金额的

５％和１０％给予补助.每个单位年度补助总额最高不超过１０００

万元.

７．设备融资租赁补助.支持企业开展融资租赁,对企业通过

设备融资租赁方式开展项目建设的,按照设备融资租赁费用(手续

费、利息)的２０％给予补助.每个单位年度补助总额最高不超过

５００万元.

８．电力稳压系统补助.对企业为提高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等

项目配电质量自主投入建设电力稳压系统,且项目电压等级达到

１０kV(含)以上的,对照«电力稳压系统设备清单»,按照实际设备

投资额的２０％给予补助.每个单位年度补助总额最高不超过５００

万元.

９．洁净室装修补助.对企业按照项目千级、百级及以上等级

装修洁净室的,按照实际投资额的２０％给予补助.每个单位年度

补助总额最高不超过５００万元.

(四)支持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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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芯片采购补助.对年销售额１亿元以上的系统(整机、终

端、模组)企业采购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企业芯片的,按照采购金

额的１０％给予补助.每个单位年度补助总额最高不超过１００万

元,补助累计不超过３年.向关联企业的采购不计入补助核算采

购费用总额.

１１．封装测试补助.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首年度利用符合条

件的生产线进行封装测试的,按照封装测试费用的５０％给予补

助.每个单位年度补助总额最高不超过１００万元.

１２．支持公共服务平台提升服务能力.平台为企业提供技术

研发支撑、流片代理、人才培训等服务,且每年服务企业数达到５０

家以上的,按照服务收入的３０％给予平台奖励.每个平台年度奖

励总额最高不超过１００万元.

１３．支持举办行业活动.经报市集成电路办同意,在本市组织

举办全国性创新创业大赛、行业年会、产业大会、产业论坛等以推

动产业发展为目的的非营利性活动,对活动场租费、交通费、资料

费及专家差旅费、食宿费等支出的５０％给予补助.每场活动补助

不超过１００万元.

三、其他

(一)本措施中除“高端人才安家补助、流片补助、IP购买补

助、EDA工具购买补助、设备购买补助”等５项政策可与本市现有

相关同类补助政策叠加享受外,其余与市级同类的政策按“就高择

优不重复”原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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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措施未列但确需支持的事项,由市集成电路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提出报市集成电路办研究确定.

(三)享受原集成电路产业政策“毕业生生活补助”未满２年

的,剩余年限按本措施“毕业生就业补助”标准执行.

(四)市集成电路办可结合本措施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并可每

年结合实际发布申报通知和申报指南,组织申报并兑现上一年度

符合条件的项目资金.

(五)本措施由市集成电路办负责解释.

(六)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５年.«厦门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实施细则的通知»(厦府

办〔２０１８〕５８号)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加快发展集

成电路产业实施细则的通知»(厦府办〔２０１８〕１８５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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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４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