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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集成电路发展论坛：协同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本报记者 张维佳

近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徽省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2 世界集成电路大会在

安徽省合肥市召开。由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

协会、江苏省半导体行业协会、浙江省半导

体行业协会和安徽省半导体行业协会共同承

办的长三角一体化集成电路发展主题论坛同

期举办。论坛以“长三角携手共进，打造世

界级产业集群”为主题，就促进长三角地区

集成电路产业“区域协同、优势互补、创新

发展”展开深入探讨。

浙江省半导体行业协会荣誉理事长严晓

浪在演讲中表示，长三角各地区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各具特色，上海全产业链完备，江苏

封测业发达，浙江以集成电路设计为主，安

徽具备制造优势。产业协调是长三角集成电

路产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严晓浪提

出三点建议：一是要找到一市三省的差异化

定位，联合制定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规

划，明确各自资源、优势、特色领域和重点

培育方向，共建公共服务体系、政策支撑体

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二是要强化上海龙头带

动作用，提升高端通用芯片设计能力，打造

芯片设计高地，同时提升南京、无锡、苏

州、杭州、宁波、合肥等城市集成电路产业

发展水平，重点突破专用芯片设计和特色工

艺制造，进一步发展封测、设备及材料研

制，从而提升产业强项补齐产业短板；三是

要合作建设支撑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平台，

加强集成电路人才引进和培养。

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秘书长郭奕武

表示，长三角地区是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综合

技术实力最强、产业链最完整、产业链集聚

度最高、供应链保障最有力的地区。2021

年，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在全国占比为

58.32%，其中设计业、制造业、封测业在全

国占比分别为 53.81%、47.25%和 78.41%，

产业地位日益凸显。郭奕武认为，要想建成

世界级产业集群，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要进

一步加强合作。在加强组织保障的同时，集

中财力、加大投入，由沪苏浙皖共同支持国

家重点项目，并将区内采购、首轮流片、产

学研合作等的支持范围扩大到长三角三省一

市。此外，四地行业协会要继续加强合作，

在产业链上下游供需对接、供应链安全保

障、数据统计与分析等各方面深入探讨。

江苏省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理事长于燮

康在演讲中指出，目前集成电路产业有三

大发展趋势：一是先进封装、异质集成等

新技术为集成电路市场注入新活力；二是

拓扑绝缘体、二维超导材料、新型磁性材

料、新型阻变材料等新材料正成为市场追

逐热点；三是开源 SoC 芯片设计、基于芯

粒的模块化设计方法等新架构正在取代传

统设计模式。在于燮康看来：“只有掌握颠

覆性技术才有可能在新技术方向上实现引

领。”对此，他提出，要着力加强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布局一系列关键研究领域，以

抢占集成电路技术创新竞争高地；要充分

发挥国内内生市场优势，以新基建、数字

经济等需求为牵引，通过创新能力体系的

提升和价值链的升级，进入集成电路产业

的主流供应链体系。

论坛上，安徽省半导体行业协会理事长

陈军宁介绍了安徽省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情况。他表示，近年来，安徽省将集成电路

产业作为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首位产业，

积极抢抓产业发展机遇，产业规模持续壮

大、龙头企业不断聚集、特色产业逐步形成、

核心技术加速突破，形成以合肥为核心，以

蚌埠、滁州、芜湖、铜陵、池州等城市为主体

的“一核一弧”产业格局。陈军宁介绍，在加

快融入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一体化发展方

面，安徽采取了多项措施。例如，参与成立

长三角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链联

盟，加强半导体产业重点领域企业互动交

流，促进更多企业之间实现合作共赢；建立

合肥上海产业园、包河经开区等省际产业合

作园区；与杭州、宁波、上海市杨浦区等长三

角主要中心城市（区）开展战略合作等。在

陈军宁看来，集成电路是高投入、高风险、慢

回报的产业，存在技术、人才、经验和资金的

综合壁垒，需要高度重视，才能取得成效。

他期望，未来长三角地区发展集成电路产业

的优惠政策、项目支持等能实现联动，进一

步加速安徽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主任宋海华表示，长三角集成

电路产业发展具有三大明显特征：一是产

业配套能力强，集群态势明显；二是产业

技术资源高度聚集，创新能力较强；三是

沪苏浙皖各有所长，优势互补。据宋海华

介绍，启东经济开发区紧邻上海、苏州和

无锡，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要素成

本较低，非常适合作为沪苏锡产业溢出、

国内其他地区或境外产业转移的承接基

地。他表示，启东经济开发区将把握国家

大力发展半导体装备和材料的关键时点，紧

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坚持半导体装备

和半导体材料并重，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加

快产业化进程，增强产业配套能力，做大半

导体装备和材料产业规模。预计到 2025

年，启东经济开发区半导体装备和材料相关

产业总收入将达到50亿元。

安徽省巢湖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

委会副主任胡亚斌表示，近年来，合肥市加

快推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倾力打造中国

IC 之都，成为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最

快、成效最显著的城市之一。截至 2021 年

年底，合肥市拥有集成电路企业 350 余家，

实现全产业链产值近400亿元，成为全国少

数几个拥有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测

试、核心工具及设备材料全产业链的城市之

一，集聚了联发科、杰发科技、长鑫存储、

晶合集成、通富微电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

巢湖经济开发区作为合肥市四大开发区之

一，是合肥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东部桥

头堡。未来，巢湖经济开发区将继续加大在

政策激励、科创服务、金融支持等方面的扶

持力度，布局优势资源，强化多链协同，围

绕长三角优势资源，依托合肥市龙头企业，

加快发展以集成电路产业为核心的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

宏晶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伟指出，长三角地区是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基

础最扎实、产业链最完整、技术最先进的区

域。然而，相较于其他地区，长三角地区在

终端应用市场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对

此，刘伟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下游建

设，实现均衡发展。围绕重大市场需求，以

产品为中心，重点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应用集

群，构建产业生态布局，实现产业均衡发

展。二是强化政策引导，促进区域间、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联动协作。鼓励下游应用企业

试用或大规模应用国产芯片，支持下游应用

企业开展定制化研发，从国家和行业标准角

度制定准入和技术门槛。三是增强投资引

导，构建良好资本环境。实施产业链招商引

资，加大对下游应用型企业的招商引资力

度，推动全产业链均衡发展。四是加强应用

人才培养，优化产业人才结构。加强产教融

合和校企合作，开展深层次产学研协同育

人，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

的有机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