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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芯片市场规模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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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集成电路
一年花费超1万亿

“集成电路是一国信息化发展的根
基，是全球技术创新竞争的高地和保障
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
业，但由于该产业技术密集、资金密集、
人才密集，我国后发劣势非常明显，而
我国巨大的整机制造需求和国内高速
增长的消费需求导致集成电路进口额
长期高企，自2006年以来一直超越石油
进口额，位列第一大进口产品，产业链
风险不容忽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企业研究所副研究员马源说。

中国经济一直因巨额贸易顺差受
益，但是在其背后也有着自己的痛点，
那就是集成电路行业。

根据海关统计，2016年中国集成电
路进口金额2270 . 7亿美元，同比下降
1 . 2%，进口数量3425 . 5亿块，增长
9 . 1%。出口金额613 . 8亿美元，同比下
降11 . 1%。出口数量1810 . 1亿块，同比
下降1%。进出口逆差1656 . 9亿美元。

2017年一季度中国集成电路进口
金额505 . 2亿美元，同比增长11 . 8%，进
口数量782 . 2亿块，增长11 . 3%。出口金
额134 . 9亿美元，同比增长5 . 3%。出口
数量427 . 89亿块，同比增长10 . 4%。进
出口逆差370 . 3亿美元。

首期1387亿
已布局24家企业

今年，我国对集成电路的需求不断
扩大，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集成电路
市场，但在这片“蓝海”中，受益的却是
三星、台积电、因特尔等企业。为了打造
能在国际上站住脚的“中国芯”，国家没
有少操心。

进入21世纪后，虽然国家从政策和
资金上给予集成电路产业很多特殊“关
爱”，但效果并不显著。集成电路产业是
高投入、高风险行业，需要持续投入才
能实现生存发展。台积电每年投资均在
100亿美元左右，中芯国际大幅调高投
资规模后，2016年和2017年也才27亿和
25亿美元，仅为前者的四分之一。

马源表示，如果沿用过去那种“脉
冲式”的投资策略，支持一阵，停歇一
阵，其结果将导致前功尽弃，产业差距
越拉越大。

2014年6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推进纲要》提出成立专项国家产业基
金，同年9月，在工信部、财政部的指导
下，大基金正式设立，首期募集1387 . 2

亿元，承载了支持中国企业破解发展瓶
颈，推动集成电路产业重点突破和整体
提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使命。

至今，基金已经基本完成投资布局。
就在2月27日，通富微电公告，公司股东
富士通中国将转让约1 .85亿股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接盘方为包括国家集成电路
产业投资基金在内的三家机构。转让后，
富士通中国持股比例由18 .03%降至2%，
大基金持股比例由15 .70%升至21 .72%，
晋升为公司二股东。

这是大基金晋升第二大股东的第
二家芯片封测龙头。成立两年来，大基
金已投资了集成电路全产业链上的24
家A股、港股上市公司。

据悉，大基金第二期正在募集中，
规模或达1500亿-2000亿元人民币。若
加上第一期募集的1387 . 2亿元人民
币，总规模有望达到3500亿元人民币。

智能制造、物联网
是下一步投资方向

在互联网浪潮后，制造业正在重新
回归世界各国政府的视线，以“智能化”
为标志的工业再造正在全球引发新一
轮工业转型。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先
后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等多项政策
推动智能制造。今年1月底以来接受机
构调研的公司中，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
公司的占比超过了八成，其中智能制造
成为机构关注的热点。

集成电路是“智造”的基础和核心，
行业本身也是智能制造的高度体现。在
业内人士看来，智能制造的标志就是建
立起强大的工业物联网，实现生产全流
程的智能化。其中，不管是在设备基础
层，还是数据采集层、传输层，再到分
析、决策层，芯片无处不在、至关重要。
中科院微电子所所长叶甜春曾提出，未
来30年要把芯片做起来，这是我国信息
化发展的基础和核心。

一个国家的芯片发展决定了其智
能制造发展的高度。在大基金二期募集
完成后，连同近5000亿元的地方基金及
其他社会资本，合计近万亿规模的投资
将有效拉动集成电路产业规模的增长，
进而支撑中国的智能制造产业发展。

大基金总经理丁文武透露，下一
步，大基金将提高对设计业的投资比例

（目前仅占17%），并将围绕国家战略和
新兴行业进行投资规划，比如智能汽
车、智能电网、人工智能、物联网、5G
等，并尽量对装备材料业给予支持，推
动其加快发展。

据中国半导体论坛、蓝鲸传媒等

砸砸下下33550000亿亿
打打造造““中中国国芯芯””
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募资启动

集成电路（芯片）行业是中国发展的痛点，2016年贸易逆差达1656 . 9亿美元。更
为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中国芯”，也影响着国家安全。近日，好消息传来，国家集
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简称“大基金”）二期募资启动，规模或达1500亿-2000亿元人
民币。若加上第一期募集的1387 . 2亿元人民币，总规模有望达到3500亿元人民币。

加加持持优优质质企企业业，，打打通通行行业业上上下下游游

大基金推出三年来，通过市场化机
制有效地缓解了中国集成电路行业的投
资瓶颈，助力行业产业链各环节的龙头
进入国际梯队。如长电科技通过大基金
提供的3亿美元，成功收购了全球第四大
封装测试厂——— 新加坡星科金朋，获取
国际客户和先进封装技术，跻身全球半
导体封测市场第一梯队。

“即便如此，与先进国家地区相比，
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在技术水平、投入规
模、产业生态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研究
员马源说。

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的意义，除了资

金方面的支持，更多重塑的是国内整个
半导体行业里参与者之间的协同和联
动。由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加持下的
各生产环节企业之间形成资源的对接，
以制造业重塑架构下的各上下游企业都
将成为生产关系改变下的受益品种。

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对大陆集成电路
行业公司的支持在未来长时间内都会持
续，而上市公司中又集中了中国大陆地
区集成电路行业内最优质的企业，行业
内各领域的龙头公司都有可能受到加
持，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未来跨越式
战略发展趋势确定。

据中国半导体论坛、蓝鲸传媒等

集成电路大基金一期投向

总规模

1387亿元

制造 63%

设计 20%

封测 10%

设备材料 7%

说明：投资范围涵
盖集成电路产业
上、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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