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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博會期間舉辦的「中國半導體
製造供應鏈國產化發展大會」上，許
多企業和投資機構關注半導體裝備供
應安全的問題。
投資半導體產業的諾華資本總經理

于大洋表示，內地半導體廠商需探索
新的裝備企業與零部件企業間的合作
分工模式，由裝備企業參與子系統及
基礎材料產業的規劃並推動實施，以
實現子系統企業從跟跑到領跑的跨
越。

巨頭需領航供應鏈生態規劃
談到支持裝備企業可持續發展，他

表示，頭部裝備製造企業需要領航供
應鏈生態規劃，並建立長期共贏的戰
略合作關係，共享商業合作成果，應
關注子系統板塊的基礎技術創新，提
高企業創新能力。尤其需對標國際一
流持續推出領先性產品，當前制約中
國半導體裝備企業發展的薄弱板塊是
子系統，應盡早打造我國半導體裝備

子系統龍頭企業。
從事半導體測試設備業務的杭州長

川科技副總經理孫峰表示，國產化替
代是戰略問題，需要賦能國產，聯合
關健核心供應商，開展零部件國產化
替代工作。他建議針對重點零部件、
耗材方面的優質企業，進行投資布
局，聯合國產零部件供應商(核心芯
片、機械零部件等)，開展聯合攻
關，對零部件測試驗證逐步替代，積
極試用一些國產化零部件，給予國產
零部件和材料企業更多成長機會。內
地半導體產業需聯合產業鏈上下游，
打造產業鏈協同生態圈，積極聯合
IC設計公司，IC製造、封測廠商，
以設備為核心，打造產業鏈國產化生
態圈。他建議政府要加強頂層設計，
完善產業鏈布局，形成龍頭拉動、配
套跟進、集群發展的產業梯隊，製造
廠、封測廠與設備商要加強協同，積
極採用國產設備、給予試用機會，共
同促進和提升水平。

專家：注意半導體裝備安全供應

近日深圳舉行的第11屆中國電子信息博覽會（電博會）上，芯片、電腦、服務器

等國產替代引發了廣泛的關注，芯片、筆記本電腦等全國產設備吸引了眾多外國觀

眾，芯片製造也吸引了大量外國客戶尋求合作。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發現，眾多企業

擁抱國產化，包括晶圓切割、減薄和光刻機核心部件等，業內人士指出，半導體國產

化是一大發展趨勢。眾多企業之中，華為更是一馬當先，僅在過去三年，便完成了

13,000顆以上器件的替代開發，在解決「卡脖子」問題上迎來突破，中芯國際更成

功量產12納米工藝的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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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博會展示中企研發成果 芯片獲外商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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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為了遏制中國高新技術尤其是芯片產
業發展，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去年出台

所謂「芯片法案」後，今年初又拉攏日本、
荷蘭等國，管制半導體設備對華出口，令中
國芯片產業發展受到嚴重限制。為此，近年全
國上下一心，在國家政策鼓勵國產替代的背景
下，大量企業紛紛大展拳腳，從芯片、半導體
設備及相關軟件和應用材料等領域紛紛奮力研
發，令國產替代取得較好的成果和進步。

華為三年逾13000顆替代開發
作為被美國嚴重打壓的中國高科技企業龍頭
華為，僅去年在研發投入就高達1,640億元人
民幣，三年來完成了超過13,000顆器件的替
代開發，其中大量與芯片關聯，並有逾4,000
個電路板的反覆換板開發，正是有了國產的
零部件供應保障，華為電路板終於可以穩定
下來。在半導體設計軟件方面，華為通過
研發和創新，目前已實現芯片14納米以
上EDA工具國產化。華為還不斷吸引全
球優秀人才，以徹底實現戰略突圍。
中芯國際近日宣布，已經成功量產
12納米工藝的芯片，無疑是中國
芯片業界的又一重大突破，意味
着中芯國際進入了全球尖端芯
片製造陣營。

華為作為領頭羊，在國產化替代上高速飛
奔，其他眾多高科技企業尤其芯片產業的企業
同樣紛紛擁抱國產化替代，並且已經成為一種
趨勢。記者在電博會上看到，中國電子推出了
芯片、筆記本電腦、電腦一體機和數據交換設
備等。其展位有關人士吳小姐表示，「公司推
出飛騰騰瑞電腦CPU是飛騰D2000，性能接近
英特爾i5，由中芯國際以14納米工藝代工生
產，操作系統是內地知名的麒麟、辦公軟件是
金山WPS，以及其他國產化應用軟件，可以完
全替代美國的英特爾芯片、微軟系統和Word
辦公軟件。」目前，他們的電腦銷量在廣東排
名前三，在全國國產化替代領域裏排名第五
位，銷售對象包括政府和大型國企等。
記者現場看到，多位巴西觀眾前來詳細諮

詢中國電子的電腦、芯片等，十分感興趣，
諮詢如何採購。當聽說全為中國企業自主研
發的芯片、操作系統時，他們高興地給予了
點讚。

中小企發力晶圓切割
此外，龍芯中科、聯想、兆芯等國產電腦替

代也取得了較好的進展，最近，龍芯中科自主
研發的龍芯新一代高性能芯片3D5000，是內地
首款採用芯粒（chiplet）技術的服務器CPU，
具有32個核心、2.0GHz的頻率等，將應用於

高性能計算領域。
如果講CPU、操作系統等國產化替代快速發

展的話，那麼在晶圓切割和光刻機核心部件等
方面，內地中小企業紛紛發力，爭奪機遇和滿
足國產替代的需求。江蘇京創先進電子科技
副總裁高金龍表示，公司研發的晶圓切割機
質量和精確度都很高，並不比日本同類產
品差，但是價格卻僅為日本相關產品的十
分之一，「如今一些央企、國有企業等
都支持半導體國產化，未來國產化是趨
勢。我國企業要自己給自己爭口氣，
不能老讓美國和日本等打壓。」
阿爾伯特（蘇州）科技銷售總監

賈亮表示，公司成立三年來，致
力半導體設備的核心技術，如
光刻機核心工件台、運動台
和運動台核心部件，比如電
機、驅動控制等。現在業
務還可以，有很多樣機
訂單，也將迎來許多
批量化訂單，客
戶包括內地光
刻機研發龍
頭上海微
電子。

在國產化替代方面，一些半導體廠商表示，除
了國家政策支持外，市場也要給予寬鬆的環境接
納國產設備，促進其迭代更新，推進國產化設備
的全面替代，以破除歐美、日本對中國的芯片產
業發展的遏制。
記者在電博會期間舉辦的「中國半導體製造供

應鏈國產化發展大會」上採訪了多家企業，他們
均呼籲國家需積極支持和市場更好地接納國產設
備。

提升客戶對國產設備認可度
江蘇京創先進電子科技副總裁高金龍接受採訪

時表示，公司研發的晶圓減薄和切割設備在精度
和穩定性以及質量可靠性已達到了國際先進水
平，同時也在國產化替代有可靠性和保障，並有
替代的科學方案。對於歐美、日本對中國半導體
產業打壓的惡劣環境，他認為，「有幾個方面需
要提升，從政策方面，國家需要給半導體設備企
業更加寬鬆的政策，包括稅收、融資和人才等支
持，市場終端客戶要給國產設備更加寬鬆的環

境，進一步提高市場對國產設備的認可和接受程
度，給予國產設備發展的機會。」
阿爾伯特（蘇州）科技銷售總監賈亮告訴記

者，「從終端層面來看，市場需要接納國產設備
和零部件，給予試錯的機會，只有試錯機會才可
以不斷地迭代創新。現在全國主動擁抱國產設
備，以前不差錢，盡量購買國外設備，現在不一
樣，有錢不一定能買到。」

中小企搶人才 不及科網巨頭
他稱，「國家需要長期的政策支持半導體行業

發展和規劃，時間要長達五至十年，兩三年是不
會有好的效果，沒有長期的規劃很難讓企業堅定
發展。許多企業要生存，養活員工，如果只是想
賺快錢，三五年之後的發展如何也不知道。需要
國家稅收政策、人才等支持。」談到人才問題，
他表示中小型公司很難吸納高尖端人才，有錢也
機會不大，如互聯網人才都被吸引到騰訊、阿里
和百度等頭部企業，芯片行業也是一樣的，這是
許多中小企業面臨很大的挑戰。

由於受到歐美、日本先進設備的制
約，先進製程的半導體發展受到影響，
許多內地企業紛紛加大半導體成熟產業
投資，包括28納米芯片及以上工藝製
造。記者在電博會上看到，許多半導體
企業，包括製造、封裝和測試等爭搶成
熟工藝市場。

內地成熟芯片自給率達25%
多年來由於受到美國芯片政策打壓，
內地企業大力發展芯片成熟製程，廣泛
應用於汽車、無人機、飛機、家電、輪
船、太空站等。內地成熟芯片自給率從
2018年不足5%迅猛增長到了2022年末
的25%。僅從自給率來看，內地成熟製
程芯片產能4年內暴增了近5倍。
在電博會上，從事芯片代工的華虹集
團展位有關人士表示，因先進設備難以
獲得，目前公司總部在上海主做成熟工
藝，其芯片生產工藝是22納米，月設
計產能4萬片。他稱，目前內地許多工
廠致力拓展成熟工藝28納米及以上芯

片，用於藍牙、路由器、家電和驅動
等。集團目前有1萬多人，業務表現較
好。不過，因為全球經濟受到歐美經濟
不利影響，現在市場處於調整期。芯片
是周期性行業，容易受到全球經濟環境
的影響。

中芯三年投資1700億擴產能
同樣，內地芯片代工龍頭中芯國際也

力拓成熟工藝，中芯國際在國家利好政
策支持下，近幾年來獲得大量的融資和
資源，加快深耕28納米成熟芯片工藝，
在過去的三年裏，中芯國際新建晶圓廠
10家，遍布北京、上海、天津，研發投
資1,700多億元人民幣。新生產線建成
投產後，中芯國際產能可達60萬片。
目前內地還有許多工廠發展40納米

以上芯片製造，電博會上，有一家江蘇
南通企業生產8英寸晶圓，芯片製程是
40納米，擁有2條生產線，工廠200多
人。產品主要用於洗衣機、熱水壺等家
電，去年產值有9,000多萬元人民幣。

從事半導體產業投資的諾華資本總經理
于大洋在電博會期間舉辦的「中國半導體
製造供應鏈國產化發展大會」上表示，儘
管目前半導體市場處於調整期，但2030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規模將有望達萬億美元
（約７萬億元人民幣）。

八大企業銷售佔市場90%
他表示，2021年全球前8家半導體測試

設備企業總銷售額合計90億美元，佔整體
測試設備市場90%以上，前8家中，美
系、日系、韓系測試設備供應商佔比達
94%，中國內地與台灣測試設備企業合計
佔比6%。內地主要測試設備代表廠商長川
科技、華峰測控、聯動科技、金海通、深
科達等。全球芯片前道和後道測試設備市
場規模已接近190億美元，中國內地為第
一大市場，前道檢測、顯測設備約110億
美元，其中中國內地約30億美元，佔比
27%；後道測試設備市場約80億美元，其
中，中國內地約18億美元，佔比23%。
他稱，儘管全球半導體終端產業有波動

和調整，但是，預計到2030年全球半導
體市場總規模仍有望達萬億美元規模。

業界：技術迭代更新 需長期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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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力攻半導體成熟產業

◆巴西觀眾對中國電子研發自主國產電腦十分感
興趣，諮詢進口的事宜。

◆參觀者在江蘇南通一家芯片展位前諮詢。

◆電博會大量商家前來諮詢和尋求合作芯片代工
問題。

◆華虹集團生產的晶圓。

◆ 江蘇南
通一家芯片
企業生產的晶圓。

◆ 賈亮表示，
公司致力半導體設
備的核心技術，如光
刻機核心工件台、運
動台和運動台核心
部件。

◆ 高 金 龍 表
示，公司研發的晶
圓切割機質量和精確度
都很高，並不比日本同
類產品差，但是價格卻
僅為日本相關產品
的十分之一。

◆ 長川科技副
總經理孫峰表示，
國產化替代是戰略問
題，需要賦能國產，
聯合關鍵核心供應
商共同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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