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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

林海军，博士毕业于日本群

马大学，2011 年 9 月回国，现任

厦门理工学院微电子工程系主

任、副教授，厦门市“双百计划”

人才，厦门市迅芯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福建省新侨人才理

事会理事，厦门市政协委员。集

成电路产业是厦门“千亿产业

链”中的重要战略性新兴产业之

一，作为厦门市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的推动者，林海军在促进产业

发展、培养专业人才等方面都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积极促进产业发展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成电路产业有着附加值高、经

济效益大的特点，也有着较大

的成长空间。2015 年，台资企

业联芯集成电路制造（厦门）

有限公司在翔安落地，标志着

厦门集成电路产业大发展的

开始。近年来厦门市发展集成

电路产业链企业 200 余家，初

步形成涵盖集成电路设计、制

造、封测、装备与材料以及应

用的产业链。经过 5 年左右时

间，厦门市集成电路产业产值

已经可以排进全国前六，2019

年总产值达到 433.33 亿人民

币。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对

集成电路产品的需求也日益增

大。如何降低企业产品研发成

本，成为林海军研究的课题。在

集成电路产品研发过程中，设

计企业通常需要委托国（境）

外代工厂加工样片验证，并未

产生销售的样片返回时需同

样交纳海关关税及增值税，增

加了企业的研发成本。在自贸

区厦门片区管委会、厦门海

关、厦门两岸自贸区集成电路

产业园、厦门市集成电路设计

公共服务平台等各单位的通

力协作下，林海军带领团队协

助保税研发的课题研究，利用

自贸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

形成了具有厦门特色的集成

电路保税研发新模式，样片使

用完成后在监督下销毁或寄

回国外的前提下，在自贸区厦

门片区范围内与厦门海关联

动，免除样片的关税及增值

税。降低了设计企业的研发成

本。

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

持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2016 年，厦门市人民政府出台

《厦门市加快发展集成电路产

业实施意见》，文件要求成立厦

门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工作领

导小组，并成立规模不低于 500

亿元人民币的厦门市集成电路

产业投资基金，鼓励人才支持

政策优先向集成电路高端人才

倾斜；2018 年又出台《厦门市加

快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实施细

则》，文件对产业投融资政策、

人才支持政策等方面都有了更

进一步的优化，这无疑给厦门

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又打上了

一剂“强心针”。

林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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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助力人才培养

林海军明白，要想让厦门的

集成电路产业有更好的发展，人

才是其中关键的一环。据推测，厦

门市集成电路产业需求人才每年

新增约 3000-5000人，而本地实

际培养每年小于 1000人。只有更

多地吸引与培养专业人才，填补

“缺口”，才能满足企业日益增加

的人才需求，为产业后续发展奠

定基石。

每年到了毕业季，林海军都

会在学生与企业之间搭建“桥

梁”，推荐学生到企业实习、工作，

同时与企业签订实践基地协议，

让学生在实习期间的工作、学习、

生活方面都有良好保障。而合作

方式，也由往年的“订单式”变为

“菜单式”。“订单式”是由企业提

出用人需求，而“菜单式”除了企

业提出的需求之外，也让学生们

有更多主见，去选择与自己期望

发展方向相对应的企业。这种模

式更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也让学

生们更愿意留在自己所选择的企

业发展，从而留住人才。

日本科技振兴机构（JST）主

办的旨在加强国际青少年科技交

流的“樱花科技计划”，出资邀请

亚洲青少年赴日本进行为期 10

天的科技交流。林海军利用在日

本多年留学及工作的经验，积极

联系日本高校，联合日本东京都

市大学与厦门理工学院共同申

请该项目，并将科研交流方向选

定为半导体、集成电路方向。在

林海军的促成下，2018、2019 两

年，每年都有 10 名学生赴日参

加“樱花科技计划”，在日本东京

都市大学与当地学生进行专业

交流，参与科研项目的研究与学

习。

“这些孩子跟曾经刚到日本

留学的我年纪相仿，我希望他们

有更多机会走出去看看，这对他

们今后的成长有积极的意义。”林

海军说。

在培养学生的同时，林海军

也曾多次拿出自己的科研经费，

牵头邀请国际著名模拟集成电路

设计及教育专家、IEEE 会士、日

本东京工业大学松泽昭（Akira

Matsuzawa）教授来厦门讲学，举

办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专题培训

会。活动主要在厦门两岸集成电

路产业园举办，先后吸引了 100

多位高校师生和企业工程师前来

学习，为园区企业引才育才拓宽

了渠道，助力厦门市集成电路产

业蓬勃发展。

“这样的活动对于厦门市集

成电路行业的从业人员来说，是

十分有益的。”林海军说，“讲座

能够让相关企业员工提高自身

的专业素养，同时帮助解决企业

工程师在设计进程中遇到的问

题。”

专业角度建言献策

可以说，厦门市的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林海军既是参与者，

也是见证人。每年，他都会递交

1-2 个集成电路发展的相关提

案。林海军注意到，虽然从 2015

年开始，厦门的集成电路产业进

入了大发展的阶段，近几年也

已经有不少企业落地厦门，但

至今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

以集成电路应用为核心的“生

态链”，大部分本地产品并没

有用在本地企业，而是面向外

地用户；而对产品有需求的相

关企业也是通过对外渠道进行

采购。

2019 年，林海军在政协提案

中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市集成电

路生态链的提案》。他在提案中分

析，厦门市电子信息行业从上世

纪 80年代开始兴起，早起的发展

中并没有集成电路产业，所需产

品主要依赖进口，也有了相对较

为稳定的供应链体系，短期内要

更换是很难的。形成一个较为完

善的“生态链”，是厦门市集成电

路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如何把

当地相关企业联结在一起形成产

业联盟，如何挖掘在厦大型企业

对集成电路产品的新需求，是亟

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此外，近年他还递交了《关于

我市集成电路产业健康发展的建

议》《关于加强我市集成电路产业

人才培养的建议》《关于扶持我市

中小集成电路企业的建议》等政

协提案，重点主题都是围绕着厦

门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其中《关

于我市集成电路产业健康发展的

建议》还获得了 2017 年的优秀提

案表彰。

说到对集成电路产业的付

出，林海军表示这是一种使命感，

也是一种责任感。集成电路产业

的发展，对推动厦门经济社会发

展也有着重要意义。他说：“在这

个城市生活，希望这里的发展能

越来越好，我们也会觉得很自

豪。”集成电路设计专题培训会

学生赴日交流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