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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生产线上马问题对于深圳来说，一时间变得紧

促起来。原因是，我国的芯片20％的自给率，这意味着，我们

每年都把几十亿的生产上的附加值截留在国外。在”909”计划

以前，我国的芯片生产线只有无锡华晶O．35微米和北京首钢0．

5微米等少数几条。不能不说这几条生产线技术实在太陈旧

了，以至于当去年全球手机芯片热潮兴起时(2000年全球单

是手机就需要4亿部，换句话说就是4亿组芯片，全球产商都

开足马力生产，还供不应求，芯片顿时热了起来)，中国的芯

片业因力量单薄而感到心情沉痛，在不得已的左冲右突中，还

想过用强力收购的方式，加速对芯片技术、生产流程的掌握，

比如收购韩国电脑芯片制造商现代电子。

上海开始为整个中国芯片业做后起的补偿，NEc同华红的

合作承担着我国”909工程”的主要建设和运营任务，总投资16．

3亿美元的上海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和总投资为14．76亿美

元的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SMIC更是把全部家

当都押到了集成电路制造上。与此同时，北京对发展芯片产业

也情有独钟。北京正式启动了总投资超过15亿美元的三条集

成电路生产线，这是近年来北京市最大的工业投资项目。京沪

在抢占微电子制高点上的大比拼的序幕，不言而喻，对于将以

高科技立市的深圳来说，这是个隐隐的挤压。

深圳历史上也起过搞”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念头，当时成立

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办公室“，但由于时机不好，芯片业处于低

潮，没有实际做起来。

但深圳对芯片生产的需求又特别巨大，”中国用芯大户大

部分都在深圳，“中兴集成公司的杨琨先生对记者说，”象长

城、c0MPAQ、IBM、联想、康佳、科健、TcL、中兴、华为

等都在深圳或在此设点，对芯片采购极为巨量。”，同时深圳

也云集了中国最好的一批芯片设计开发公司，”因为，没有生

产线的缘故，只好到海外投片，故而设计到生产这一环节就

有点脱节，比较麻烦。”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认为，目前中国芯片最缺人才，

从设计、生产、分装、材料每个环节都缺人，技术转移上有

面临着外国产业保护政策的限制，所以多建一些芯片生产企

业不失为明智之举。

杨琨的说法更明确，可以再进一步，甚至不要中国企业

插手，给出政策，划出地段，让外商自己随便干。”像上海的

芯片生产线政府就没参与，都是企业自己做的，按照市场规

律做。解决人才缺乏的最彻底方式就是把外资引进来，受劳

动力供应条件的制约，外国人肯定要选本地人进人生产核心

操作层。通过这种引进来受培训的方式，来加速我国芯片业

人才梯队的建设。”

他举例说，现在投资商也是很灵活的，不会再搞”低技术

倾销”，拿旧生产方案糊弄人，上海要做O．18微米的，照样拿

到许可证。”深圳的地方政策又不错，还有地产地销免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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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观察

策，加上特区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有很强的吸引力。你让外资做，他自己也有一个考虑的，毕竟芯片生产线的资金投

入太大了，一条6英寸的线需要十个亿。论证期少则半年，多达数年。正因为有这个特点，芯片生产线的淘汰期不是很短。··

深圳的对芯片生产建设的不利因素让杨感到奇怪，他说， “芯片生产首先需要大量的水，但我不清楚深圳的水价为

何非常昂贵?摊到成本里太多的话，会把价格抬上去，对城市芯片业整体竞争不利。另一方面，进出口环节也存在一些

障碍，其他，我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阻碍。”

“无论对于深圳还是对于整个中国，合资都是中国发展微电子过程中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要更多学

会忍和学习。”这是杨的忠告。

wE A霆E才丁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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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非市场因素，就我国的实际技术掌握状况来说，我们需要

投入的，现在只能是生产能力，而不是设计能力。

片生产是高投入，高产出的行业，高投入基本都

出现在前期设备和知识产权方面，形成规模生产

后，基本上和“印钞票”就没有什么区别了。美

国的芯片生产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行业，随着成熟度的增

加，为了加快速度，降低成本，市场细分的法则再次生

效，各大公司纷纷走向了自行设计，外包生产的路子，而

且，他们都把目光投向了亚洲，于是，亚洲有了一个巨大

的市场机会。除了日本和台湾，中国无疑也是能够获得这

种机会的一个外加工地。目前，国产芯片年销售额仅83亿

元人民币，仅占全球份额的百分之一左右。而据预测，

2010年我国芯片总需求将达到5(胞美元。所以无论是自己
需要，还是得到外包的单子，启动我国的芯片生产规模化

建设势在必行!于是，我国第一条O．5微米线宽以上模拟集

成电路生产线在成都高新区新规划区开始建设；由首钢、

A0s半导体公司等三家美国公司和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公

司等共同投资成立的北京华夏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将

投资13．35亿美元，兴建两条8英寸、0．25微米芯片生产线，

预计2002年建成投产；深圳目前拥有一家年产10亿只Ic产

品的封装厂⋯⋯

还有，继1999年底研制出我国第一颗具有知识产权的

16位嵌入式微处理器后，科研人员仅用一年多时间就研制

出支持32位和16位两套指令系统的微处理器，并设计出操

作系统和信息家电的原型。可是，这些好消息代表着芯片

业的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生产能力，一个是设计能力。

抛开非市场因素，就我国的实际技术掌握状况来说，我们

需要投入的，现在只能是生产能力，而不是设计能力。

首先，技术基础的落后使我们的芯片设计能力无法在

短时间内拥有竞争力，而与技术先进的厂家合作，为他们

进行芯片生产和包装，是获得技术进步的一个良好途径。

其次，芯片生产是一种规模经济，无法拥有竞争技术的设

计，显然无法在市场上得到批量的定单，也意味着它的生

产成本远比那些技术难度高，而产量大的产品要高。在这

样的情况下，与其陷入一种永远难以抗衡的恶性循环，不

文／笨狸

如一开始就抱定打工态度，专事生产，然后积累经验，等

待技术改良和材料发现的机会，再和世界同步地切入到芯

片设计级别的领域，并不为晚。

芯片是一种俗称，指在硅片上制造出来的集成电路，

它使用半导体工艺或薄膜、厚薄工艺的结合，将电路所需

的有源元件、无源元件及其连线，在同一个制造过程中，

制作在同一块半导体基片或绝缘基上，形成紧密连系的整

体电路。全世界芯片的市场大得惊人，2000年全球销售额

近2000亿美元，并且未来几年还将以37％的高速度增长。

在这个高速发展的市场上，首先重要的是赚钱，其次是提

高工艺，然后是学习技术，最后才是谋求发展自有产权的

设计。否则，以慢几拍的决策去首先谋求设计能力，不仅

仅无法在这种需求的浪潮中获得利益，而且也会因为丧失

抢占生产市场的机会，而成为芯片市场的弃儿。

当然，中国要想具备竞争力，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而不是依靠国外公司过时技术的转让。可这是一个过

程，目前看来，在这个领域的资金并不缺乏，缺乏的是技

术和经验，那么，为成熟的芯片大厂合作，专门为他们打

工进行外包生产是一条路，直接收购其他亚洲芯片生产商

也是一条路，在这两条路之间，专业打工是相当来说比较

合适的，因为这才能保证在赚钱的基础上灵活得引进新的

生产工艺，从而免除交学费的风险。其实，大丈夫能屈能

伸，就算打一回工，只要能乘机在赚到钱的前提下打好基

础，为什么

不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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