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代半導體兩中試線料明年運作
微電子研發院行政總裁高騰：保港半導體研發持續發展

本報本報專訪專訪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創

新是第一動力。香港正積

極發展成國際創科中心，在對接國家以科技創

新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

方面，微電子及半導體研發是其中的重要焦

點。特區政府斥資28.4億元的香港微電子研發

院（MRDI）早前正式成立，旨在強化「政產學

研」合作，促進本港微電子「從一到N」的科

研成果轉化。本月初新上任的研發院行政總裁

高騰，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專訪，講述研

發院的發展大計，包括全力設立兩條第三代半

導體中試生產線，分別聚焦碳化硅（SiC）和氮

化鎵（GaN）材料，預計在明年上半年通線並

開始運作；同時，研發院正密鑼緊鼓招兵買馬

組建團隊，並作好戰略規劃和改進模式設計，

以確保香港的半導體研發可持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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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微電子研發院主要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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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於微電子領域，擁有專業的
科研團隊和設施，為第三代半導
體等技術領域的研發提供了強大
支持。

提供了一個促進學術界、產業界
和研究機構合作的平台，推動知
識交流和技術轉移。

致力解決微電子領域的關鍵技術
問題，並將研究成果應用於實際
產業中，推動技術的應用和轉
化。

擁有中試線設施，可將創新研究
項目轉化為產品，為研究和設計
提供實際的生產支持。

積極與內地及國際間的相關機構
和企業合作，促進環球技術交流
與合作，推動微電子領域的全球
發展。

香港微電子研發院近日宣布，任命高騰為行政總
裁，任期由2025年1月2日起。高騰在創科領域

有30年的跨國管理營運經驗，包括曾在全球著名、總
部位於比利時的半導體領先研究機構IMEC研習及工作
20年，他亦曾為IMEC中國的首任總經理，及多個內
地微電子機構的高層，促進半導體研究生態系統發
展。MRDI董事局期待他帶領研發院在微電子領域的
發展，促進「從一到N」的科研成果轉化。

中試線成為連接創新研究與量產橋樑
高騰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分享研發院的工作
規劃，當中的重點就是在元朗創新園的微電子中心設
立兩條面向第三代半導體技術的8吋中試線，分別負責
碳化硅和氮化鎵的試產。
他解釋，中試線是微電子產業流程中連接創新研究
與量產之間的關鍵環節，科研產品必須經過中試線的
測試認證方可投入量產，不過，由於其高投入和高成
本，非一般企業所能承擔，導致微電子設計往往未能
快速商品化，優勢無法完全發揮，兩條中試線將填補
中試缺口縫隙，為香港做好連接創新研究與量產的橋
樑，以滿足企業和大學的中試需求，助力科研成果更
快商業化、產品化。
他續指，這兩條中試線將具備小量產能力，並按照
量產線的規範要求來建設和管理，以確保所研發出的
成果對量產線有直接價值，因此「工程是挺大的」，
包括廠房要有特殊設計，潔淨室也須由專業人員進行
設計和裝修。
此外，設備採購也很重要，除了一般半導體生產的光

刻工具，多晶硅、金屬蝕刻等乾蝕刻工具，化學氣相沉
積等薄膜及金屬化工具，晶圓管理、設計和模擬的電腦
軟件外，也要有針對性的特定設備，如供碳化硅的高溫
離子注入機，以及氮化鎵的原子層沉積等。他強調，作
為研發院，設備的配置不會簡單去複製現有量產線，而
要同時考慮如何配合未來看好的技術發展。
他透露，預期廠房可於今年底完成建設，並於明年
上半年完成中試線組裝和配套準備，隨後便可通線，
開展創新工藝研發。

積極「搶人才」預期聘200人
新成立的研發院亦會積極「搶人才」，高騰指，預

期會聘用200人，當中170名是科研人員，但亦要求較
多的產業經驗。他直言，這方面香港本地人才相對偏
少，所以會進行全球招聘，現時他已與多個潛在人選
進行接觸，特別是最重要的幾個技術崗位。
此外，他提到，放眼全球，成功的半導體研發機構
範例並不是很多，主因在於設備投入巨大，並要按照
量產線的標準進行維護，因此維護成本也很高；而
且，所買的設備一旦開機之後，在沒特殊情況下不允
許關機，因為一旦關機，原先設定的各種指標就會偏
移，需要重新花很多時間去調試；同時也要保證潔淨
度，通過空氣不斷循環過濾來確保滿足相關的潔淨度
要求。因此，做好研發院模式設計亦是他上任後的重
要工作。
他笑言，正好自己對IMEC的成功案例比較了解，希
望以此為基礎進行思考和改進，確保研發院可持續發
展，「當然，絕對不是簡單的複製，因為各自的生態
環境和歷史階段都不一樣，面臨的挑戰也不太相
同。」

高科技產業是一個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支
撐。高騰在專訪中提到，早前有專家分析歐
盟和美國在十年前的經濟體量相若，但經過
十年發展，歐盟經濟體量如今只有美國的一
半，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高科技發
展導致雙方經濟體量發生巨大變化，尤其是
美國的硅谷大力推動包括人工智能和像
NVIDIA等半導體產業發展。他表示，雖然
香港並未有半導體或微電子產業的深厚基
礎，過去社會也比較忽視高科技和製造業，
但近年香港特區政府已經意識到這點，期望
透過研發院以及各方面創科產業的相關投
入，讓科技成為整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
推動力。
高騰認為，與以往的低端製造業不同，高
科技製造業可能只需幾個工廠，加起來佔地
面積可能就100畝至200畝，但它的產值可
能達幾十億元甚至幾百億元，而且相關的低
稅率和免稅政策也可減低設備購買的成本，
所以從這個角度講，「其實香港做高科技製
造業沒有什麼劣勢，關鍵是政府和社會願不
願意去支持它。」
而對於研發院選定第三代半導體為目標，
他解釋，傳統的互補型金屬氧化物半導體
（CMOS）所需投入太大，而且要求最先進
的設備來製造，「這對於香港作為一個原先
沒有集成電路和半導體基礎的地方而言，風
險太大，難度也肯定高很多。」所以，通過
綜合考慮，第三代半導體對香港來說是最佳
的選擇，除了相對的投入不是特別大，它到
目前為止不受設備所限，因其主要使用的是
8吋設備，屬於成熟的工藝，在製造層面並
不存在太多技術瓶頸。

研第三代半導體 以港所長獻國家所需
他又指，第三代半導體正處於一個重要發
展階段，即其重要技術突破基本完成，但在
效能提升尚有很大潛力和空間，同時雖然已
有某些應用場景，但由於價格依然偏高，尚
未廣泛普及應用。
面對性能持續提升和成本持續改善的兩大
挑戰，他認為，香港發展第三代半導體並設
立中試線，正好可以發揮作用，再加上內地
作為未來第三代半導體主要生產地及市場，
香港更可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
特優勢，提高成功幾率，以香港所長貢獻國
家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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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發展第三代半導體將如何引領新質生產力
發展，助力香港建設現代化的產業體系，高騰在
專訪中認為，新質代表着先進性，因此在做高科
技時必須要有創新元素，亦必須對各種性能、表
現有所改善和提升，「第三代半導體確實在這方
面發揮積極作用。」事實上，第三代半導體有極
其廣泛應用領域和場景，包括新能源汽車、5G基
站、USB PD快充、工業消費產品及節能等用途
等，市場規模增長迅速。他表示，第三代半導體
在當前其中兩項最熱門的人工智能（AI）及低空

經濟產業中都有巨大價值，也是香港發展潛力所
在。
高騰指，現有AI芯片性能強大，但亦面對一個
巨大挑戰，就是其處理器功率需求大導致電力消
耗極高。他引述早前參與國際學術會議時有專家
引用數據指，按目前發展趨勢，至2030年AI的使
用便足以耗掉全球電能，有必要改進相關節能技
術讓AI持續發展。「我們做的第三代半導體，就
是在節能方面能幫助AI，特別是數據中心，在改
善電源轉換和降低其能源消耗，從而在節省AI用

電發揮巨大作用。」
至於低空經濟特別是無人機方面，他指節能亦

是一個關鍵，「如果無人機的芯片耗能更低，那
麼飛行里程就可增加；如芯片小型化和輕量化做
得更好，也可以增加其負載。」第三代半導體正
可從中發揮潛能，推進未來的現代化產業體系發
展。
他還提到，半導體行業發展至今已成為國際化

的行業，香港可藉此吸引更多國際行業精英來
港，他們除了是優秀的高端人才，能豐富香港多
元化人才色彩，更可促進本地消費，帶動整體社
會收入和經濟發展。

改進節能技術 助力AI持續發展

在微電子及半導體領域，香港多所大學的研
究均具備世界級水平，亦培養不少出色的學
生。高騰在專訪中表示，據他所知，現時不少
香港培養的半導體人才，分散在世界各地半導
體業界，例如全球最大的第三代半導體氮化鎵
生產商英諾賽科（Innoscience），便聘用不少
香港科技大學的畢業生。不過他直言，因香港
欠缺相關產業發展，沒有發揮的舞台，以致難
以留下這些年輕人才，「人才培養若只是到大
學教育後就結束，是挺可惜的。」如果能透過
研發院，吸引他們從事「從零到一」以至「從
一到N」成果轉化工作，進而推動產業發展，
「讓這些人才留在香港，那肯定對香港有更大
的價值。」
除了留住香港培育的畢業生外，高騰指，現

今海外政治形勢複雜多變，香港的國際化背
景，加上低稅率制度，對於世界各地研發人
才，尤其是身處外國的華人精英有極強吸引
力，「高科技產業最大一個特點是人才聚集，
而且他們是高收入群體，相較於在港生活要花
多少錢，他們對於要交多少稅更加敏感。」他

說，香港東方明珠的形象也很知名，不少國際
人才認為香港「生活條件非常好，氣候宜人，
十分宜居」。
高騰表示，研發院作為整個半導體產業鏈的

一環，在做好成果轉化的同時，也需要與最終
用戶的生產商緊密合作，「這方面我們肯定是
跟內地，尤其是大灣區內地城市，有很大的合
作發展潛力。」他相信，內地業界也希望香港
能提供更多前沿技術選擇，而香港的科技園
區、大學和創新中心組成廣泛網絡，提供尖端
微電子基礎設施，微電子中心和港深創新科技
園亦將有更先進的設施和支持，這些都顯示出
香港在灣區半導體發展中的價值。
他提到，香港優越的營商環境，完善法律、

金融體系，以及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加
上研發院是特區政府支持和管理下中立的公共
研發平台，在與各地的半導體產業界合作時，
可獲得特別高度的認可和信任，這對於推進整
個產業鏈的發展也非常重要。「所以從這些方
面而言，香港發展半導體高科技製造業，是有
特殊優勢的。」

「從一到N」轉化成果
研發院利港留才

●新成立的微電子研發院將於元朗創新園的微電子中
心設立第三代半導體的中試生產線。 科技園公司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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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微電子研發院行政總裁高騰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半導體晶園是微電子產業的焦點。 科技園公司圖片

據MRDI介紹，高騰科研學術基礎深厚，
先後獲取東南大學電氣工程學學士學位、比
利時魯汶天主教大學電氣工程學碩士學位以
及微電子學博士學位，其後還取得中歐國際
工商學院（CEIBS）的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
碩士學位（EMBA）。
他於創新和科技領域擁有30年的跨國管理

及營運經驗，其卓越貢獻亦深得業界認同：

包括自1995年起，於著名的比利時Interuni-
versity Microelectronics Centre（IMEC）研習
及工作長達20年。
2010年，高騰獲委任為IMEC中國的首任
總經理，為IMEC開拓內地市場，讓IMEC
聞名於內地業界及各級政府；其後又於內地
推動多所研發機構的成立，並擔任領導要
職。

科研學術基礎深厚 擁30年跨國管理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