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起了解更多3C前沿资讯

２０21 年 6 月30 日 星期三
责编：陈学东 美编：平红 校对：楚晓庆

19

5月中国产芯片 299亿颗创历史新高

国产 14nm 芯片将在明年底量产
进入 2021 年以来，全球

半导体市场的缺芯问题便进
一步加剧了，之前还只是汽车
领域，如今已经波及到了各行
各业。 与此同时，国内芯片制
造企业却接连创造较高产能
纪录。 今年前 5 个月，大陆的
芯片产能高达 1399 亿颗，比
2020 年猛增了 48.3%，特别
是今年 5 月， 芯片产能直接
打破了国产芯片单月产能的
历史纪录 ，1 个月造 299 亿
颗芯片。 不过，中国芯片产能
虽高，但多为外资企业的在华
工厂所贡献的，本土企业的占
比仍较少，国产芯片发展仍旧
任重道远。

■新快报记者 陈学东

国产 14nm 芯片会在明年
底量产

之所以国内在世界芯片短缺的大
背景下能够逆流而上，得益于对成熟芯
片制程的熟练掌握， 同时家电和汽车、
工艺等领域的芯片缺口较大，且主要需
求就是成熟芯片。因此国内借机发挥国
产芯片的制造优势， 扩大了一波产能，
从而实现了对芯片缺口的弥补和产能
纪录的打破。

芯片的产能一般掌握在各大代工
厂手里， 只要它们能够满足客户的需
求，一般就不会出现缺芯的情况。 而纵
观全球最大的两个芯片代工厂，无论是
台积电还是三星，在产能方面或多或少
都存在一些短板，很难填补整个市场的
空缺。

可能很多人都以为缺芯缺的是高
端芯片，例如 7nm 和 5nm 等先进制程，
但其实并非如此，市场对成熟工艺的需
求比高端芯片更高。 目前来看，台积电
和三星都在追求更先进的工艺制程 ，
7nm 和 5nm 对它们而言只是一个开
始，所以成熟工艺芯片的产能自然无法
得到保障。

如此一来，想要解决全球性的缺芯
问题，光依赖台积电和三星肯定是不行
的，其他芯片厂商也得做出行动。 就拿
国内大陆的中芯国际来说，今年早些时
候，中芯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将为扩

产 28nm 等成熟工艺芯片投资数百亿
元资金，改善国内的局面。

按照我国目前的发展态势，中国电
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
所所长温晓君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发展
前景， 国产 14nm 芯片会在 2022 年年
底完成量产， 而 28nm 级别的则会在
2021 年底就可以实现。 28nm 被称为是
先进工艺以及成熟工艺的分界线，如果
能够在 28nm 工艺之中做到完善，那么
对于国内半导体将来的发展来讲，当然
是一个好消息，能够预料的是中国新品
在将来或许会遍地开花，虽然不能够确
定先进工艺什么时候到来，但能够确定
的是在未来 2-3 年时间内，我们就能实
现在 28nm 成熟制程芯片上的完全自
主化。

今年前五个月生产 1399
亿颗芯片

有权威机构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
个月，由国内代工厂生产出来的芯片高
达 1399 亿颗，创造了新的纪录。而且仅
5 月一个月，国内芯片生产总量就达到
了 299 亿颗。 这个成绩对于国内来说，
可以用史无前例来形容 ，1399 亿颗芯
片，足以缓解大部分缺芯压力。

对于国内的“芯片荒”何时才能过
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总工程师叶盛基
坦言， 眼下国内芯片产能有所上升，依

据芯片量产到下线出厂的周期来看，未
来或将在 2022 年的六七月份实现芯片
的正常供应。

今年上半年， 中国芯片产能虽高，
但多为三星等外资企业的在华工厂所
贡献的，至于中芯国际等本土企业的占
比则较少。 数据显示，2020 年国内制造
的芯片产值高达 227 亿美元，而其中只
有 5.9%是本土公司所贡献的。 同时在
顶尖芯片的制造工艺上我们迟迟没有
取得突破性进展，即便是中芯国际这样
的行业巨头，也因为尖端光刻机被垄断
而止步于 14nm 的工艺上。

因此国产芯片如果在缺芯环境下
想要实现崛起， 产能扩充是一方面，实
现尖端芯片的突破研究才是根本，这就
要求国内芯片制造设备的生产商加大
投入，争取早日实现国产尖端光刻机的
自主研发。

半导体行业开启超级周期
根据 SEMI 预测，到 2022 年，半导

体行业将实现三年连续增长，迎来超级
周期。

“2020 年下半年以来，缺货涨价成
为半导体板块的主旋律。缺货涨价态势
下， 最直接受益的当数晶圆厂及 IDM
厂商（芯片的国际整合元件制造商）。同
时，面对缺芯困境，国内晶圆厂及 IDM
正积极扩产， 规划产能预估将主要于

2021 年下半年及 2022 年陆续开出，对
半导体设备板块的推动力不可忽视。 ”
某中型券商电子行业分析师表示。

中信建投表示，半导体板块高景气
度将继续维持，全球芯片市场供需失衡
的情况可能会持续到 2022 年， 相关设
备、材料、晶圆供应商等供应链也会受
惠。以 2020 年为起点，国内半导体设备
企业进入订单、业绩整体收获期。 2020
年， 中国进口的半导体总额为近 3800
亿美元，约占全球规模的 70%。 与此同
时， 中国国内生产满足了约 15%的需
求。

“到 2023 年中期，中国规划将国内
消费的半导体产量翻一番，达到其需求
的至少 30%。 ” 调研机构 StrategyAna鄄
lytics 在最新的研报中指出， 中国的国
内生产规模至少要满足自身 30%的需
求，以对冲未来供应中断的风险。

不过温晓君也坦言 ， 我国 14nm
技术蓬勃发展 ， 并交出了不俗的成
绩单 ， 但是想要后发制人 ， 实现追
赶 ，也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 。
业内领先厂商在 14nm 上已经有多
年的生产经验 ，产线折旧已经完成 ，
我国企业在成本上与其他厂商竞争
并没有优势 。 因此 ，在技术追赶上我
们和世界第一流的代工企业存在着
代差 ， 想要后发赶超则需要投入更
多的人力 、财力与时间成本。

新快报讯 记者郑志辉报道 6 月
29 日，饿了么 CEO 王磊宣布与中国连
锁经营协会（CCFA）达成合作，以“服务
更好一点、开放更多一点”的理念启动
“新服务伙伴计划”，双方将共同在品牌
提升、人才培训、行业标准、线上管理、
绿色发展等五大领域深度合作。王磊表
示，饿了么会始终坚持“开放”的路线，
不与商家争利，哪怕短期内会牺牲一些
利益。

事实上，在包括共享充电宝、买菜
等近年热门的行业中，饿了么并没有选
择自营的方式，而是坚持平台定位并接
入了合作伙伴的服务。 今年 4 月，饿了

么充电宝服务在全国上线，首批接入怪
兽充电的全量点位和设备，消费者用饿
了么 APP 扫码即可借还充电宝。 此举
为怪兽充电带去了新的增量用户，这也
被市场解读为“共享充电宝企业+外部
平台”的行业新形态，在平台自营模式
引发行业恐慌之时为市场注入了新的
活力。

王磊指出：“对饿了么来说，如何把
用户身边的、面对面的、人与人之间的
服务数字化， 是我们核心要研究的课
题，也是面临的巨大机会。 而我们的核
心主张，除了‘开放’还有‘服务’。 ”

“饿了么是服务业的平台，所以我

们的服务要更好一点 。对商家以及合
作伙伴 ， 我们坚持比行业更低的综
合费率 ；对用户 ，我们开发助老 、助
残的 APP 无障碍功能 ， 并申请专利
开放 ，让更多人享受数字化服务 ；对
骑手 ， 我们努力让订单的调度更合
理 ，给他们更多保障。 ”王磊如此阐述
饿了么的服务理念。

王磊还介绍说，在饿了么与中国连
锁经营协会共同编写的《生活服务业数
字化创新发展报告》中，归纳了 “新服
务”的三大驱动力。

首先是需求升级，用户对于数字化
消费接受度不断提升，并且大城市与低

线城市的数字化鸿沟正在逐渐消失；其
次是技术促进，数字化技术支撑着用户
需求的不断变化； 最后是模式创新，实
物与服务消费在数字化过程中界限越
来越模糊。

饿了么启动“新服务伙伴计划”：不与商家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