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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項領域中的基礎研究屬於世界
領先地位

•在集成電路和系統解決方案的研究
屬於世界前沿級別

•知識產權制度與世界對標，有利於
IC設計及IP核產業的發展

•成熟穩健的金融體系

•土地資源有限
•創科人員工資成本高
•大學制度限制造成的
科研轉化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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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微電子產業發展的優勢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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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微電子具優勢 大灣區強強聯手

用好河套科創區
建設芯片產業鏈

在中美科技戰中，芯片佔有非常重要的角色。而香港在微電子產業上本身具備基
礎研究等諸多優勢，可以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強強聯手，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作用。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功能樞紐微電子學域主任須江教授近日接受《大公報》訪
問時表示，製造芯片的產業鏈非常長，因此需要大量的土地資源，而目前沒有一個灣
區城市擁有具備整條產業鏈的條件。他認為香港可以用好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在科研開發領域參與大灣區微電子的建設，在大灣區其他城市建立廠房或與當地廠房
合作。他指出，隨着產業鏈的興起，大灣區會湧現很多人才缺口，所以要鼓勵本港微
電子人才赴灣區內地城市就業。

大公報記者 湯嘉平

國家所需 香港所長
科技篇

◀▲《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列出希望引入包括
「半導體晶片」 產業，支持企業在港設立或擴展先進
生產線。

研發光芯片 合力追趕歐美 經港接東盟 打入國際市場
香港科

技大學（廣
州）功能樞紐微電子學域主任
須江教授現時亦是香港智能晶
片與系統研發中心的一員。須
江透露，自己在中心正參與研
發光電融合芯片（俗稱 「光芯
片」 ），這種新一代的芯片可
以突破現有技術樽頸，提高計
算速度和解決傳輸帶寬問題。
「美國在光芯片技術上，已經
在個別領域中推出了第一代，
國際上正在做第二代的產品開
發。我們現在希望能夠在這方
面不要落後於歐美太多。」

須江教授曾在美國貝爾實
驗室、NEC美國實驗室、初創

公司Sandbridge Technologies
（已被Qualcomm收購）任
職，參與研製並成功實現了兩
代智能手機的多核處理器片上
系統芯片。他於2007年加入香
港科技大學，研究領域為集成
電路及其設計工具，已開發和
開源八個集成電路設計工具。

香港曾自主設計生產芯片
對於香港的芯片研發實

力，須江說香港在上世紀曾是
半導體重鎮，能自主設計生產
芯片，當中包括 「龍珠芯
片」 ，故香港有一定的芯片製
造基礎。

因此，現在的微電子研究

領域都在研發更新的芯片技
術。例如須江教授參與研發的
光電融合芯片。

須江表示，光芯片可以幫
助未來的資訊系統變得更快、
更加節省能量，同時造價也會
降低。他表示： 「客觀來講，
在微電子領域，國家和香港較
歐美而言依然是個追趕者。」

一國兩
制研究中心

近日與香港資訊科技協會、互
聯網專業協會、廣東省粵港澳
促進協作會聯合發布《發展香
港先進製造業 構建大灣區世
界級創科產業鏈報告》，其中
在微電子製造業發展板塊，中
心認為，香港與大灣區城市在

產業鏈上有分工和合作的潛
能，包括處於上游的研發合
作、中上游的共享中試平台以
及中下游的大灣區製造與香港
封裝和銷售渠道相結合。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高級研
究主任朱岩向大公報記者表
示，香港在微電子產業鏈方
面，有諸多與大灣區合作的潛
能。例如上游的研發合作方
面，大灣區企業較集中在集成
電路設計方面，而香港出眾的
科研力量就可以與大灣區內地
城市開展IC設計聯合研發。其
次是共建大灣區IP核資源池。
而在全產業鏈研發方面，她指
香港也可以從EDA（電子設計

自動化）、半導體設備、材
料、封裝、測試等各環節成為
內地研發部門的研究夥伴。

中上游方面，朱岩指特區
政府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政府
合作，打造大灣區中試平台聯
盟。對獲認可的科研機構及企
業研發原型，在中試平台聯盟
中開展中試給予補貼。

至於中下游，朱岩建議，
經大灣區中試平台聯盟測試成
功芯片技術可在大灣區內地企
業量產，而政府應該鼓勵大灣
區企業利用香港3D-IC的先進
封裝技術。其次，她認為大灣
區企業亦可充分利用香港連接
東盟等國際市場的網絡渠道。

互補共贏突破樽頸

去年底發表的《香港創新科技發
展藍圖》，清晰列出希望引入 「半導
體晶片」 產業（包括芯片），支持具
實力或代表的企業在港設立或擴展先
進製造生產線，利用物聯網、人工智
能、新材料等技術，實現香港新型工
業化。

一塊芯片的誕生，除了要有先進
的科研成果，還要有前端設計、中端
製造和後端封裝、測試的環節。 「整
個微電子產業，並非是某一個具體的
一兩個領域就能夠涵蓋，我們稱之為
產業鏈，但其實它更像一棵產業樹，
非常繁茂。」 須江教授說。

統籌規劃連結上下游
根據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網頁顯

示，該園區將重點關注科技研發、高
等教育和文化創意板塊，其中科技研
發部分將重點發展微電子領域。須江
教授表示，香港有很強的科研基礎，
又有 「背靠祖國，面向世界」 的優
勢，應該用好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這塊土地，在科研方面繼續為國家
微電子產業發光發熱。

「現在在整個大灣區範圍內，已
經初步形成了八個比較大的產業鏈聚
集區，主要集中在深圳、廣州和珠
海。」 須江教授表示，香港受制於土

地資源，在搞好科研的同時，需要在
大灣區內地城市建立廠房、生產線，
或者與當地廠房合作。不過，現在各
聚集區之間並未見到明確分工，與香
港這邊更未有成熟的合作機制，這方
面有待進一步統籌和規劃。

「對於一個產業來講，它的上下
游和相關產業是否在某個地區相對集
中，易於交換、交流，這是一個很重
要的產業形成的標誌。」 須江教授
說。

產業鏈的興起更會大大增加就業
機會。須江在位於廣州南沙的科大廣
州校園做研究前，於香港清水灣校園
本部擔任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系教授

一職，並已在科大本部從事十幾年的
研究工作，對香港和廣州的微電子生
態有深入了解。

做好培訓打造人才庫
須江教授認為，香港由於微電子

產業鏈的不齊全，本地微電子人才的
就業機會有限。但大灣區作為中國前
三大電子產品設計和生產中心，又有
許多國際級公司總部在大灣區，加上
產業鏈的聚集效應，未來的人才缺口
將會愈來愈大。 「有統計數字顯示，
中國到2025年，將會出現30萬微電子
人才的缺口。」 他又指出，不僅是中
國有人才缺口，其他地區如美國、歐
盟、韓國、日本亦有很大的微電子人
才缺口，故大灣區必須重視人才的引
進，與世界搶人才。

為了進一步做好人才培養和儲備
工作，須江透露正向有關部門提出開
設微電子學本科課程的申請，冀向社
會輸送微電子本科人才，緩解人才缺
口。

「教育、投資和國際交流都是香
港的優勢，香港至少要在這三方面加
大投入。」 須江教授認為，香港在發
揮自己特長的同時，與灣區各城市互
補、合作，完善灣區產業鏈，方能發
揮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政策支持 去年施政報告提到，要將香港發展成先進製造產業
的產業研發和生產基地。

去年底的《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清晰列出希望
引入 「半導體晶片」 產業，支持具實力或代表的企
業在港設立或擴展先進製造生產線，利用物聯網、
人工智能、新材料等技術，實現香港新型工業化。

科技園公司在元朗創新園的微電子中心預計在2024
年啟用。

本地大專院校投入對半導體等創科研發。

香港有不少創科人才，也有吸引國際人才的優惠政
策。

香港在融資方便極具優勢。

背靠祖國，與大灣區內研學、生產交流便利。

硬件配套

研究基礎

業內專才

融資便利

地理優越

芯片產業鏈
•支撐產業（材料及設備）
•半導體材料（矽晶圓、光刻膠、渡射靶材、封裝材料）
•EDA（電子設計自動化）
•半導體設備（單晶爐，PVD，光刻機，檢測設備）

芯片產業鏈分析及香港可布局環節

前端產業（IP及IC設計）
•IC（Integrated Circuit集成電路）設計
•模擬芯片
•存儲芯片
•邏輯芯片

IP核（Intellectual Property Core）設計
•具有獨立功能的電路模塊

中端產業（晶圓代工）
•取得尚未加工的晶圓
•光罩及紫外光照射
•蝕刻
•濺射靶材
•縮小轉印電路圖
•形成具備完整電路圖的
晶圓

後端產業（封裝、測試）
•芯片封裝
•傳統封裝
•先進封裝
•測試
•IC功能測試
•電性及散熱效能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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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江教授認為香港可以用好河套科
創區，在科研開發領域參與大灣區微
電子的建設。

科技：香港有何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