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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集成电路设计分会理事长魏少军：

中国集成电路设计产业仍处于高速增长期

本报记者 沈丛

12月26日，中国半导体行
业协会集成电路设计分会理事
长魏少军在“中国集成电路设计
业2022年会暨厦门集成电路产
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上表示，
2022年中国芯片设计企业数量
增速出现近年来首次下降，但是
中国集成电路设计产业仍处于
高速增长阶段，预计2022年全
行业销售额为5345.7亿元，比
2021 年 的 4586.9 亿 元 增 长
16.5%。

三星计划明年新增

至少10台EUV光刻设备

魏少军认为，2022年中国集成电路设

计行业发展呈现五大特点。一是中国庞大

的市场规模是集成电路设计行业发展强有

力的支撑。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今

年中国集成电路设计业仍然取得16.5％的

增长，该数据较前两年有所回落，但仍然维

持高速增长，中国庞大的市场空间成为最

大支撑力。

二是全球缺芯现象提振了集成电路市

场。此次全球缺芯周期持续的时间之长、

影响范围之大实属罕见。短期来看，缺芯

潮导致下游厂商加大订货量，受此影响芯

片设计市场也得到提振。长期来看，此次

缺芯潮将对全球供应链体系产生深远影

响，例如各个国家和地区更加希望掌握芯

片产业链的主动权。

三是龙头企业进入发展瓶颈期。今

年十大芯片设计企业发展乏善可陈，不

仅发展增速大幅落后行业平均水平，甚

至一些企业出现发展倒退情况。企业的

产品技术水平不够高、研发投入不足、管

理水平有待提高、管理层长期不稳定都

是造成企业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还望

引起产业界重视。

四是产业资源配置不合理。数量庞

大的小微企业会分散宝贵的产业资源。

虽然在过去几年中，行业反复强调要加大

产业集中度、加大企业兼并重组力度，但

是收效甚微，小微企业的数量每年都在增

加。“事实上，这些小微企业通常在狭缝中

求生存，活得非常痛苦，但仍不愿意被整

合。”魏少军表示，这个问题亟须解决，否

则不利于行业发展。

五是人才短缺成为制约发展的重要因

素。目前，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不仅缺乏领

军人才和骨干人才，甚至还缺乏一般的工

程技术人才。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集成电路人才培养体系不适应产业的发

展，两者不能形成同频共振。

对于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现状和面临

的问题，魏少军提出了五点发展建议。

一是正确看待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的外部环境影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一方面不要盲目乐观，过于高估自身实力；

另一方面也不要灰心丧气，妄自菲薄。中

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历史性

进步，但仍需要经过艰苦的奋斗才能迎来

曙光。

二是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背靠中国庞大的集成电路市场规模，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近年来取得重大进步。

魏少军表示:“这是全球都非常关注的大市

场，早前中国半导体行业依靠全球化产业

链取得重大进步，国内集成电路用户也拥

有全球采购和全球自愿配置的机会，这也

让如今国产芯片发展情况比较被动。”因

此，依托“国内大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思路。

三是若想实现企业安全发展，需要筑

牢自己的供应链底线。中国集成电路产业

在全球化浪潮中起步和崛起，习惯于全球

化资源配置。如今产业发展情况已经发生

变化，产业全球化步伐出现步履维艰甚至

停滞不前的情况。在这种产业大背景下，

我国企业必须尽快调整策略，以确保自身

供应链的安全。尽管部分国内企业的技术

相对薄弱，产品的技术水平普遍低于国外

竞品，但这不能成为我国下游企业排斥本

地供应商的理由。希望国内企业抓紧时

间，打造一个安全稳定的供应链。

四是企业需着力推动创新技术，降低

对国外高精尖技术的依赖。魏少军说:“设

想，如果我国没有办法再使用最先进的工

艺制程该怎么办？在没有最先进 EDA 工

具的前提下，该如何实现一个高水平的设

计？”如今，不少设计业企业已经开始意识

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提高对设计工具和

制程的重视程度。他认为，此前产业将做

出7纳米设计作为高水平的标志，事实上，

若能够用14纳米，甚至28纳米的芯片做出

7纳米的产品性能，才是真正的“高手”。

五是以应用带动产品创新，打造中国

的产品标准和产品体系。芯片设计业是产

品的开发环节，从业者应该沉下心来，目光

向内，从研究应用入手，强化自己的产品定

义能力，从应用、设计、芯片等多个方面形

成独特的产品方案，打造自己的标准和方

式，这也将成为中国集成电路设计业独有

的优势。

本报讯 记者许子皓报道：12月27日，存储

芯片龙头企业三星计划将在明年扩大其位于韩

国平泽市的最大芯片制造厂P3工厂的产能。据

记者了解，根据代工合同，该工厂还将增加4纳

米芯片产能，明年新购至少10台EUV光刻机。

众所周知，当前 DRAM 市场正处于下行

期。市场研究机构集邦咨询（TrendForce）表

示，DRAM 价格自年初以来就一路走跌，下半

年合约价每季跌幅更是超过了 10%。鉴于大

幅收缩的市场需求，多数厂商都选择降低产

能。12 月 21 日，美国存储芯片巨头美光宣布

将裁员 10%，以应对消费电子产品和芯片需求

走软。SK 海力士也曾表示，为应对市场环境，

其资本支出将保持灵活。

作为该领域的龙头企业，三星在今年第三

季度仍占据全球DRAM市场第一的位置，但市

场份额有所下降。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Omdia

的数据，今年第三季度全球 DRAM 销售额为

175.48 亿美元，较上一季度的 249.84 亿美元下

降29.8%。三星第三季度的DRAM市场份额为

40.6%，比上一季度的43.4%下降了2.8%。

但是，三星不仅不打算削弱内存产出，还准

备逆势而行，计划明年增加 P3 工厂的 DRAM

设备，扩大其 DRAM 存储芯片所需的 12 英寸

晶圆产能，预计每月可生产 7 万片 12 英寸晶

圆。截至今年第三季度，三星电子的整体

DRAM晶圆月产量为66.5万片。

此外，根据代工合同，三星 P3 工厂还将增

加4纳米芯片产能，为满足客户需求，工厂在已

有 40 台 EUV 光刻机的基础上，明年再新购至

少10台EUV光刻机以扩大产能。

在技术研发方面，三星利用12纳米级制程工

艺成功开发出16Gb DDR5 DRAM，并在最近

与AMD完成了兼容性测试。据悉，这款产品是

业界最先进的高性能、低能耗 DDR5 DRAM。

三星表示，为了抢占逐渐扩大的DDR5市场，计

划从明年开始批量生产16Gb DDR5 DRAM，

并向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客户供货。

三星电子高级副总裁兼 DRAM 产品与

技术负责人 Jooyoung Lee 表示：“三星 12 纳米

级 DRAM 将 成 为 推 动 整 个 市 场 广 泛 采 用

DDR5 DRAM 的关键因素。凭借卓越的性

能和能效，我们希望新款 DRAM 能够成为下

一代计算、数据中心和 AI 驱动系统等领域更

可持续运营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