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现状及未来发展分析

———参访全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感

工商管理学院　 张松波

集成电路（ＩＣ）的出现促进了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对工业的现代化推动作用也
十分显著。随着信息业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集成电路所起的作用也日益显著，影响

着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集成电路发展起步较早，发展时间较长，通过不断研发、

引进与创新，其发展速度不仅逐步加快，其生产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一、集成电路产业的现状

根据市场调研机构Ｇａｒｔｎｅｒ提供的数据，２０１４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达到３３５４亿
美元，同比增长接近１０％，为近四年增速之最，主要得益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汽车
及通信等应用的需求量大增。伴随着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行业发展也逐步结束过去

高增长和周期性波动的发展局面，开始步入低速平稳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加速。

２０１４年世界半导体产业主要国家（地区）都有不同程度增长，其中：美国（北美）
增长最快，达到１２７％；其次为亚太地区，增长１１４％；再次为欧洲，增长７５％；日本
只增长０１％。２０１４年世界半导体产业市场产品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来源于存储器（增
长最快 ２１２％，其中，ＤＲＡＭ表现最佳，其增长率达到 ３４７％）、分立器件（增长
１２３％）、模拟电路（增长１０３％），其他产品大类都有不俗的表现。在产品应用领域，
智能手机、汽车电子、通信电子成为世界半导体产品市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在市场拉动和政策支持下，“十二五”期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快速发展，产业规模

快速增长，产业结构逐步优化，整体实力显著提升，集成电路设计、制造能力与国际先

进水平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封装测试技术逐步接近国际先进水平，部分关键装备和材

料被国内外生产线采用，涌现出一批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产业集聚效应

日趋明显。但是，集成电路产业仍然存在芯片制造企业融资难、持续创新能力薄弱、产

业发展与市场需求脱节、产业链各环节缺乏协同、适应产业特点的政策环境不尽完善

等突出问题，产业发展水平与先进国家（地区）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集成电路产品

大量依赖进口，难以形成构建国家产业核心竞争力、保障信息安全的有力支撑。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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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２０１４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收入达３０１５４亿元，同比增长
２０２％，增速较２０１３年提高４个百分点，产业规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然而，２０１４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额高达２１８４亿美元，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和原
辅材基本依赖进口，量大面广的集成电路产品如智能终端核心芯片、ＣＰＵ、存储器等尚
无法满足国内需求，我国集成电路自给率严重不足。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面临创新

能力不足、产业发展政策环境仍需改善、资本投入积累不足、产业链协同格局尚未形

成、高端人才相对缺乏等问题。要从供给改革出发，加大资本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完善集成电路高端人才培养体制，有效增加我国集成电路的供给，提升集成电路产

品自给率，满足国家安全和国内市场需求。

供给侧改革要从生产、供给端入手，通过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

质量和效率。供给侧改革被提到重要位置，表明中国改革思路已经从之前的侧重以需

求管理刺激经济转为将把更多侧重点用于供给管理。集成电路产业是高端制造业的

核心，对高端装备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机器人产业发展带动作用明显，是推

动《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和“互联网＋”提出的战略方案落实的重要支撑。因此，从供给侧
改革出发，有效增加我国集成电路的供给，提升集成电路产品自给率，满足国家安全和

国内市场需求，将是未来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重要出发点和着力点。

二、案例分析———全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全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志科技”）成立于２００７年，总部位于广
东省珠海市，是领先的智能应用处理器ＳｏＣ和智能模拟芯片设计厂商。公司主要产品
为多核智能终端应用处理器、智能电源管理芯片等。凭借卓越的研发团队及技术实

力，全志科技在超高清视频编解码、高性能 ＣＰＵ／ＧＰＵ多核整合、先进工艺的高集成
度、超低功耗等方面处于业界领先水平，是全球平板电脑、高清视频、移动互联网设备

以及智能电源管理等市场领域的主流供应商之一。凭借着多年的技术积累和对市场

的敏锐嗅觉，以及本土化的快速反应、贴身式服务和成本优势，全志科技成功搅动了中

国整个平板电脑产业，也成功将自己推向了巅峰。公司荣获２０１４年度第九届“中国
芯”最具潜质产品奖、２０１２年度最佳中国 ＩＣ设计公司奖、２０１２年度第七届“中国芯”
最佳市场表现奖等。

２０１０年苹果推出了 ｉＰａｄ平板电脑，带动了平板电脑市场的迅速发展。嗅觉敏锐
的全志科技也迅速进入平板电脑市场，并成功站上了平板电脑的“风口”。

２０１１年下半年，全志科技率先针对国内“白牌”平板电脑推出了基于 ＡＲＭ
Ｃｏｒｔｅｘ－Ａ８的Ａ１０单核处理器，凭借出色的性能和视频解码能力，在平板市场获得了
很大的成功。随后在２０１２年全志科技又推出了更为精简、性价比更高的Ａ１３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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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两款产品直接推动了全志科技的业绩井喷。

在经历了两年在平板市场的飞速发展之后。２０１２年年底，全志科技直接跳过双
核，抢先于其他国产平板芯片厂商率先推出了Ａ３１四核处理器，希望抢占国产中高端
平板市场，但是这款芯片在推出后遭遇了一些问题。全志科技迅速优化并精简了

Ａ３１Ｓ，稳住了局面。而其随后推出的针对低端的 Ａ２０和 Ａ２３双核，市场表现也一般。
这也为作为全志科技竞争对手的双核和四核产品带来了机会。２０１３年，全志科技的
营业收入虽然保持增长，但是净利润却出现了下滑。

２０１４年上半年，全志科技再度兵行险招，率先在平板市场推出了定位相对高端的
Ａ８０八核，但是这款产品并没有在市场上取得预期的效果，出货也不够理想。而且在
这一年，平板市场增速开始急剧下滑。再加上大屏手机和通话平板的冲击，２０１４年全
志科技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收入出现较大幅度下滑，降幅分别为２５％和７４％。

目前，我国实行积极的集成电路产业政策，并且建立了国家级产业基金，扶持行业

发展。目前已经在ＩＣ的晶圆制造端和封装测试端开始布局，全志科技作为拥有核心
技术的芯片设计企业，伴随着行业大发展而从中获益。全志科技牵手美国高通，双方

将在平板电脑芯片领域进行密切合作。全志科技将推出基于高通骁龙处理器并支持

３Ｇ／４Ｇ网络的平板电脑。不仅在连接方面公司芯片产品将获得提升，而且其下一代
产品还将面向办公端和移动视听的市场需求。全志科技与高通合作，将共同推动联网

平板电脑的新一轮增长。在经历２０１４年平板电脑芯片业务大幅下滑之后，公司加速
技术升级，开发出４核、８核及６４位处理器芯片，新型芯片毛利率回升明显。同时，公
司积极布局新业务，２０１５年公司行车记录仪芯片、ＯＴＴ芯片均大规模出货，在平板电
脑芯片业务继续下滑的背景下保证公司业绩增长。

同时，为了应对平板市场的激烈竞争，全志科技积极布局多元化发展。在车联网

领域，公司将开发车载操作系统，同时推广终端云服务平台，满足消费者的多种应用需

求；在智能识别与控制领域，公司将深度研究机器视觉、语音识别及行为感知技术，在

个人娱乐和家庭服务两大消费市场提供包含核心芯片、外围模组的整体解决方案，产

品涵盖智能玩具、服务型机器人等；在ＶＲ领域，公司为终端产品设计专用处理器＋相
关模组，形成完整的解决方案，同时通过产品入口建立虚拟现实云平台，以提供增值服

务。全志科技产品结构逐步优化，新行业机遇到来。目前，公司行车记录仪芯片、ＯＴＴ
机顶盒芯片及新产品的收入占比大幅提升，产品结构改善的同时新的行业机遇已然到

来，车联网及ＶＲ芯片产品将为公司带来新的业绩增量。

三、集成电路产业的未来发展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集成电路也在不断发展，不仅其各种技术逐渐发展

成熟，其各个领域的应用也在不断扩展，集成电路发展的目标在于实现高频、高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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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和多功能、低消耗，其发展趋势呈现出愈加小型化、兼容化的特征。集成电路产业

在未来的发展将会呈现如下趋势：

（一）器件的特征尺寸继续缩小

集成电路的特征尺寸一直按照摩尔定律在发展，集成电路的更新时间普遍为两年

左右，随着集成电路的发展，依照此定律，集成电路的器件将逐渐进入纳米时代。相

信，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逐渐提高，集成电路在新技术的带动下，其芯片的集成度将逐

渐提升，其特征尺寸也将持续缩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要不断提高集成电路

产品的性价比，才能获得综合的竞争优势，集成电路的高度集成与缩小的特征尺寸，提

高了其性价比，促进了集成电路的持续发展。

（二）结合其他学科，促进新技术、新产业的形成

集成电路积极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进而形成新的技术、产业、专业，改变着传统

的格局，使其逐渐融合，促使集成电路的片上系统愈加复杂。片上系统在不断发展，并

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对其研究也在逐渐深入，从而促进了其快速发展与运用。片上系

统技术的应用，对移动通信、电视及网络有着深远的影响，其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三）集成电路的材料、结构与器件等快速更新

集成电路在发展过程中，其材料、结构与器件等在不断更新，其中，新材料绝缘体

上硅具有众多优点，如高度、低耗以及抗辐射等，在不同的领域均可以应用，发展空间

十分广阔；Ｓｉ异质结构器件也具有高速的优点，同时由于其具有较高的性价比，其应
用较为广泛。集成电路的其他新材料、新结构与新器件等都普遍具有高速、低耗、抗辐

射、耐温等特点。可以预见，集成电路的应用前景将越来越好。

（四）集成电路的系统集成芯片

集成电路的技术在不断发展，其可以通过将电子系统集成在一个微小芯片上，实

现对信息的加工和处理。片上系统属于系统集成电路，而将集成电路的数字电路、存

储器等集成在一个芯片上，将形成更加完整的系统。

综上所述，随着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集成电路因其自身的优势得到了广泛的研

究与运用，从全志科技的发展可以看出，过去几年集成电路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目

前，我国集成电路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发展受到制约，但随着其整体尺寸的逐渐缩

小及其材料、结构与器件等的快速更新，集成电路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进一步促进各

个领域的自动化与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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