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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建议主要围绕三个议题 

 

• 一．浙江省要不要发展集成电路产业？ 

 

• 二．浙江省能不能发展集成电路产业？ 

 

• 三．浙江省怎么样发展集成电路产业？ 



 

一．浙江省要不要发展集成电路产业？ 

 

 

 

• 1、国家十分重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 2、国内掀起新一轮投资集成电路产业热潮 

• 3、浙江发展高端信息产业必须发展IC产业 

• 4、浙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离不开IC产业支撑 



一、浙江省要不要发展集成电路产业？ 

 

• 1、国家十分重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 （1）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集成电路产业
发展。早在上世纪下半页，当时国家经济在十分
困难的情况下仍拿出巨资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 （2）新世纪以来，国务院连续颁布了《国务院关
于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
策》（国发【2000】18号文）、《国务院关于印
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
政策的通知》（国发【2011】4号文）； 

 

 

 



1、国家十分重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 （3）2014年11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
基金 正式成立，目前，资金总规模达到达
到1387.2亿元，超过此前1200亿元的预期 。 



2、国内掀起新一轮投资集成电路产业热潮 

• （1）北京市 

•   2013年12月，北京市成立300亿元集成电路产业
扶持基金。基金的投向将是重点项目、研究中心、
兼并重组和产业化园区等四个方面。 

• （2）上海市 

•  2014年11月24日，上海市设立上海武岳峰集成
电路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基金总规模为100
亿元，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银行、浦
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招商银行上海分行以及中
国银行上海分行将联手为武岳峰集成电路信息产
业并购基金未来开展全球并购业务提供总额300
亿元的信贷额度。 



2、国内掀起新一轮投资集成电路产业热潮 

 

• （3）2014年7月8日，江苏省在南京组织召
开了江苏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家论证研讨
会，为江苏省政府出台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意见提供江苏集成电路产业未来发展的思
路、区域布局、重点领域和政策措施； 



2、国内掀起新一轮投资集成电路产业热潮 

 

• （1）2014年8月，四川省出台《四川集成
电路产业发展实施意见 》，同时宣布成立
四川省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 

 

• （5）同时，天津市、安徽、山东、甘肃、
广东等省市也先后出台加快集成电路产业
发展实施意见和相关政策。  



3、浙江省要不要发展集成电路产业？ 

• 从电子信息行业自身发展需求看： 

• （1）2013年，浙江省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11189亿元；2014年，预计实现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12300亿元，同比增长10%左右； 

• （2）浙江省电子信息产业12300亿元主营业务收
入中，ICT等高端产业占比仅占三分之一左右； 

• （3）在浙江电子信息产业全部12300亿元主营业

务收入中，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半导体产业占比
仅为2.5%左右； 



3、浙江发展高端信息产业必须发展IC产业 

• （4）近年来，浙江无论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软
件业，在全国的地位都在下降； 

• （5）2003年前，浙江集成电路产业在全国同行
中地位仅次于上海、江苏，列全国第3位； 

• （6） 2003年前，浙江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入围全
国设计十强企业占据1/3,杭州士兰微连续三届位
列全国十强第一位； 

• （7） 2003年前，浙江一家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年
收入规模超过整个上海市全部设计企业年收入规
模总和； 



3、浙江发展高端信息产业必须发展IC产业 

• （8）目前，上海市一家设计企业年业务收
入规模已超过浙江省全部100余家设计业业
务收入总和； 

• （9）目前，浙江软件业规模从10年前列全
国同行第3位降至第8位；浙江集成电路产
业规模也从10年前全国第三降至第6位，集
成电路晶圆制造工艺技术水平也降至全国
同行第8位； 



3、浙江发展高端信息产业必须发展IC产业 

• （10）2004年以来，全国集成电路产业累计投入
接近10000亿元，新增集成电路晶圆生产线50余
条，10年间集成电路晶圆生产线数量增加4倍多；
而2004年以来的10余年间，浙江全省投入集成电
路产业投资额不足30亿元，并再也没有增加一条
新的生产线； 

• （11）国发18号文颁发13年来，我国IC年产量增
长了14倍，年销售额增长了11倍，IC产值占世界
同业的比重由2000年的不足1.5%提升至2013年
的14%；我国集成电路市场占全球市场的比重由
2000年的不足7.5%提升至2013年的50%以上；  



3、浙江发展高端信息产业必须发展IC产业 

• （12）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黄金十年”里，上
海、江苏集成电路产业分别增长了12倍和13倍，
产值约占全国同业的27.6% 和29.7%；而我省同
期只增长了5倍，产值占全国同业的比重由原先的
15%降至目前的不足4%。 

• （13）2010年，浙江进口集成电路产品首次超过
50亿美元，近两年每年进口集成电路产品用汇均
超过60亿美元，浙江对集成电路产品有庞大需求，

其中，华三通信、海康威视年进口集成电路产品
均超过8亿美元。 

 

 



4、浙江两化融合经济必须发展集成电路产业 

• 从浙江经济转型升级需求看： 

• （1）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浙江经济发展遭遇很大困难，
发展速度已连续5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2）2014年，浙江实现GDP40153亿元；实现工业销售产
值约64620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占比不足1/3 

• （3）浙江经济发展遭遇困难的主要原因： 

• ①传统产业发展模式遭遇资源环境要素制约； 

• ②传统产品需求遭遇市场容量天花板瓶颈制约； 

• ③创新能力不强，特别是应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
业驱动力不足。 



3、 3、浙江省要不要发展集成电路产业？ 

 

• 重要结论： 

•        综上所述：浙江无论是从发展国民经
济、两化融合的宏观大局，还是从发展高
端信息产业的本身需求看，必须要发展IC

产业，特别是要发展技术密集、人才密集
和知识密集的集成电路晶圆制造业。 



 

二．浙江省能不能发展集成电路产业？ 

 

 
 

• 1、浙江是我国传统集成电路产业重要基地 

 

• 2、浙江有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诸多优势 

 



 

1、浙江是我国传统集成电路产业重要基地 

 

 

 

•  （1）我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基本情况 
 ①我省是国内中小尺寸集成电路芯片制造基地 

• 早在上世纪末，浙江就有各类集成电路生产线4条，
是当时全国重要的集成电路产业基地； 

• ②本世纪初的前4年，我省集成电路产业曾获得快
速发展，浙江在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领域曾获得多
项第一： 

• 诞生全国第一家民营集成电路设计公司 

• 建成全国第一家民营资本投资的集成电路晶圆制
造企业 

• 全国第一家上市的民营IDM模式的集成电路公司 



 

1、浙江是我国传统集成电路产业重要基地 

 

 
• （2）目前我省共有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企业5家，
封装测试企业4家。 

• ①建成各类集成电路生产线9条，其中6寸线4条，
其余均为4-5寸线。 

• ②2013年我省集成电路制造业共生产各种规格晶
圆525.2万块，同比增长94.4%；生产各类集成电
路25.32亿块，同比增长2.9%，占同期全国集成
电路产量的2.92%；实现销售收入67.2亿元，同
比增长3.3%，占同期全国集成电路销售收入的
3.96%； 

 

 



 

2、我省有国内最完善的集成电路产业链 

 

 
• （1）在集成电路设计领域： 

• ①我省形成自主开发的具备国产自主指令架构的
嵌入式CPU IP、数字电路系列产品
（CPU/DSP/RAM、模拟器件（各类电源管理、
射频、功放和各类传感器件等） 

• ②2013年，我省集成电路设计业全年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57.3亿元，同比增长24.8%，占全国集成
电路设计业的比重为7.08%，是全国重要的集成
电路设计和产业化基地。 

• ③有23家国家认定的集成电路设计公司，其中，
业务收入超亿元企业6家，国家规划布局重点企业
2家； 



 

2、我省有国内最完善的集成电路产业链 

 

 

 
• （1）集成电路制造领域： 

•   ①4-6英寸晶圆制造线9条， 2013年我省
集成电路制造业共生产各种规格晶圆525.2
万块，同比增长94.4%； 

•   ②生产各类集成电路25.32亿块，同比增
长2.9%，占同期全国集成电路产量的
2.92%；实现销售收入67.2亿元，同比增长
3.3%，占同期全国集成电路销售收入的
3.96%；  



 

2、我省有国内最完善的集成电路产业链 

 

 
   （3）集成电路封装领域 

 

•    我省有封装测试企业4家，形成年封装测
试能力30亿块；形成从传统DIP双列直插式、
组件封装式、PGA插针网格式、BGA球栅阵
列式到CSP芯片级封装。 



 

2、我省有国内最完善的集成电路产业链 

 

 
• （4）集成电路材料 

• ①我省是传统半导体材料生产大省、强省，
产品涵盖半导体光伏级多晶硅锭材、电子
级单晶硅棒材，晶圆材料，半导体器件封
装材料以及各类信息化学材料等四大类，
涉及科研、生产企事业单位130余家，生产
各类半导体材料近千个品种。 



2、我省有国内最完善的集成电路产业链 

 

 

• ②2013年，我省生产多晶硅材料6959吨，
同比增长44.8%；生产单晶硅棒材1356吨，
同比增长38.6%。我省半导体材料产业全年
实现主营业务销售收入196.0亿元，同比增
长4.9%。半导体材料销售额占我省半导体
产业的比重达31.64%。我省6-8英寸硅基抛
光片和外延片产量和质量水平国内第一。 

 



2、我省有国内最完善的集成电路产业链 

• ③此外，我省在溅射靶材、封装框架等产
品领域处于国内金字塔的顶端，近年来电
子化学品发展也得到明显进步。 

• 结论：浙江有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优秀人
才和技术工人队伍，有扎实的产业基础、
技术积累和市场渠道。 

• 浙江完全有条件发展好集成电路产业。 



三．浙江省怎么样发展集成电路产业？ 

 

• 1、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基本思路： 

 

• （1）科学定位、聚焦突破、特色发展、注
重应用、完善集成电路产业链； 

 

• （2）市场导向、政府推动、自主培育、积
极引进； 



1、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基本思路： 

 

（3）协调发展： 

     ①优先引导发展芯片设计业， 

•   ② 重点扶持特色集成电路制造业， 

•   ③加快提升封装测试业整体水平， 

•   ④有选择地发展相关配套产业， 

•   ⑤逐步形成以芯片设计为龙头、晶圆制造
为核心、封装测试为支撑、材料设备为配
套的产业格局，为浙江信息经济发展、两
化深度融合提供有力支撑。   

 



 

2、发展目标 

 
• （1）通过5-7年的努力，全省集成电路产业规模
不断扩大，工艺技术水平明显提升，集成电路设
计和芯片制造等重点领域取得突破，基础支撑得
到加强，骨干企业市场竞争能力明显增强，基本
形成以整机和系统为牵引、设计为龙头、制造为
核心、关键配套材料为支撑的产业生态链体系。 

•  （2）到2017年底，我省基本建立起有利于集成
电路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创新机制，集成电路
产业生态链进一步完善，拥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核心技术，开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高端芯片。 

•   



 

2、发展目标 

 
•   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嵌入式CPU IP核主要技术指标进

入国际先进水平； 

•   ②集成电路设计业主流产品水平达到45纳米，先进设计
能力达到22纳米； 

•   ③芯片制造业开始布局8吋线和6寸砷化镓晶圆生产线，
重点发展特种工艺制程的集成电路产品； 

•   ④半导体材料产品开始批量进入集成电路主流生产企业
应用； 

•   ⑤集成电路产业生态链全行业销售收入达500亿元以上。
我省设计生产的集成电路产品在信息家电、网络和智能终
端、工业控制等领域得到规模应用，初步建成环杭州湾集
成电路产业基地。 

 



 

2、发展目标 

 
• （3）到2020年，建成自主可控的集成电路
研发、设计、生产和推广应用的产业体系，
嵌入式CPU IP核、集成电路设计、芯片制
造和关键材料等重要产业全面进入国内同
行业先进水平行列，其中自主知识产权的
嵌入式CPU IP核主要技术指标进入同期世
界先进行列；全行业销售收入年均增长
20%左右，销售收入总额达到1000亿元。 



3、产业布局 

• （1）集成电路设计业： 

•   打造以杭州为轴心，北以嘉兴、南以宁波
和绍兴为两翼的设计业金三角； 

• （2）集成电路晶圆制造业： 

• 建立以杭州、宁波为双核，嘉兴、绍兴为
重要支撑的环杭州湾集成电路晶圆制造业
基地。 



3、产业布局 

• （3）合理布局我省封装测试产业的发展 

•     适应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工艺节点的演进升级
需求，大力支持发展平面栅格阵列(LGA)、球状
引脚栅格阵列封装（BGA)、多芯片组件封装
（MCM)、芯片级封装（CSP) 等先进封装和测试
技术的开发及产业化。 

• （4）集成电路配套业 

•    鼓励发展先进封装及检测设备、大尺寸硅片和
中小尺寸砷化镓等化合物半导体晶圆片、高精度
引线框架及配套材料、中高端（248-193nm）光
刻胶、中高端（1ppb-0.1ppb级）高纯电子化学
试剂等产品的发展，把我省建设成为国内重要的
集成电路高端配套产品基地。 



4、对策与建议 

 

•  （1）提高对发展集成电路产业重要意义的认识 

•   ①战略性、先导性和基础性高技术产业； 

•   ②对支撑信息经济发展、两化融合具有特殊作用； 

•   ③是当今主要国家争夺科技制高点重点领域； 

•   ④对国务院印发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
刚要》文件精神有更深刻的认识。 

 



 

（2）加强组织领导 

 
•   ①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区域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环境
和氛围； 

•   ②成立浙江省发展集成电路产业领导小组，研究
制定我省集成电路产业重大政策与战略目标；（3）
建立多部门参与的重大事项沟通协调机制，协调
解决产业发展的重大关键问题； 

•   ③出台浙江省优先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法规与政
策，研究落实相关财税、人才、土地等优惠政策； 

•   ④创建有利于产业发展的体制与机制、支撑环境
和服务体系。 

 



（3）设立产业专项发展基金 

 

•   ①建立以省级政府资金引导的、主要由金融机构
和社会资金参与的总规模达100亿元的“浙江省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项投资基金”，持续支持集
成电路产业发展。 

• ②基金实行市场化运作，以股权投资等方式重点
支持集成电路制造领域，兼顾设计、封装测试、
装备、材料环节，推动产业链各环节协同发展；
③鼓励有条件的市同步设立地方性集成电路产业
专项投资基金，以产业投资基金为平台，支持优
势企业持续坚持自主创新和实行兼并重组，尽快
做大做强，形成良性自我发展能力。 



 

（4）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    ①鼓励和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集成电路产业的信贷

支持力度； 

• ②支持集成电路产业优质企业在境内外上市融资及发行各
类债务融资工具； 

• ③发挥财政资金对社会资金的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和鼓励
有实力的企业及各类社会资源有序进入集成电路产业领域 

• ④对国家已认定的集成电路企业或已列入国家、省、市集
成电路产业发展规划的项目，各级、各部门和金融机构要
加大支持力度； 

• ⑤统筹各类科技创新及产业发展资金，重点支持集成电路
领域的公共服务平台环境建设、企业研发、科技创新、高
端人才引进和培养奖励等。 



 
（5）落实税收支持政策 

 
•   

• ①落实国家有关集成电路企业所得税、增值税、
营业税等优惠政策，简化政策贯彻实施流程，提
高政策的执行力和落实率，让企业真正享受国家
产业政策红利。 

• ②按照国家规定，继续实施集成电路重大技术装
备和产品关键零部件及原材料进口免税政策，以
及有关科技重大专项所需国内不能生产的关键设
备、零部件、原材料进口免税政策。财政、税务
部门和产业主管部门要建立联合工作机制，协调
政策落实过程中的有关问题。 



 

（6）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 

 
 

•    ①加大集成电路人才培训力度，加快建立健全
由著名高校微电子学院、微电子职业培训机构和
企业内训相搭配的集成电路人才培训体系，形成
多层次的人才梯队； 

•    ②加大国际化人才引进力度，大力引进海外高
层次集成电路专业人才（“国千”、’省千”）； 

•    ③制定激发人才创造才能的奖励政策和分配机
制，努力造就开拓型、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群
体。 

 



（7）加强创新能力建设 

 

• ①加快自主创新体系建设，深化产学研用结合，
引导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建立资源共享、技术
共创、风险共担、合作共赢的创新新机制。 

• ②鼓励企业申报和承担“核高基”国家重大专项，
地方财政将给予相应的配套补助； 

• ③组建重点领域产业发展联盟，促进集成电路产
业链上下游合作，形成覆盖全产业链的合作机制； 

• ④克服分散重复，推动产业资源整合，支持优势
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培育具有
国际竞争力大企业。 



 

 

•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