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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峰会探路宽禁带功率半导体发展
这家企业集成电路产业集群已“多点开花”

北京商报2020.11.13

从科技创新到国家强盛，产业是整个发展路径中

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作为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十四五”时期的

产业发展走向举国关注。近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再度明确，发展

现代产业，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

中心建设，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以期实现产业

自主可控，为我国集成电路和新一代半导体产业高质

量发展做出了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

而在《建议》正式发布几日后，11月5日-6日，公众

目光聚焦在浙江嘉兴南湖。在这个昔日革命红船的起

航之地，“2020年中国宽禁带功率半导体技术论坛暨

产业发展峰会”如期举行。作为一年一度的国内新一代

半导体行业盛会，近400名行业内顶级专家、企业家代

表汇聚于此，共同探索新基建、“十四五”规划带来的产

业发展新机遇。

献计行业发展
《宽禁带功率半导体“十四五”建议书》出炉

随着4G和5G移动通信、雷达探测、轨道交通、光伏

发电、半导体照明、高压输变电等应用领域的不断发

展，宽禁带和超宽禁带半导体器件已成为国际半导体

器件和材料的研究和产业化热点。以碳化硅和氮化镓

为首的宽禁带半导体是支持新基建的核心材料，近年

来，我国也把宽禁带半导体产业列入国家重大战略，在

宽禁带半导体器件方面开始了全面产业化应用。

而伴随着国家“新基建”和“双循环”战略的实施，

我国宽禁带功率半导体行业更是迎来了重大发展机

遇。在新时代条件下的5G网络、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等

领域，宽禁带功率半导体的作用愈发不可替代。“越来

越多的学者、企业、金融机构进入这个领域，标志着宽

禁带半导体受到各界关注，将走向快速发展阶段。”中

国宽禁带功率半导体及应用产业联盟（以下简称“中宽

联”）理事长宗艳民在本届峰会致辞中表示，新基建战

略的加持下，宽禁带半导体发展将迎来巨大机遇。

为推进设计产业高速高质量发展，提高产业的核

心竞争力，作为参与国家“十四五”规划建议提报的中

宽联，在峰会上正式公开了《宽禁带功率半导体“十四

五”建议书》（以下简称《建议书》）。

从内容来看，《建议书》从市场和产业化两个层面

提出建议，建议从提升宽禁带功率半导体的产业化能

力、布局未来宽禁带功率半导体的产业方向，解决制约

我国宽禁带功率半导体产业发展“卡脖子”问题；此外，

建立健全支撑碳化硅、氮化镓材料、器件、模块和应用

全产业链的配套产业体系，重点建设配套辅助材料、芯

片制造设备、芯片封装和监测设备等的自主保障能力；

以及夯实宽禁带功率半导体材料和器件产业化基础，

在5G等领域实现重点突破等具体产业发展问题。

攻关“卡脖子”技术
国产宽禁带半导体展开“进击”

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现阶段，我国正加快

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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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国内大循环”意味着

扩大内需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的

支点；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则要求国内产业链进行深

度创新与变革，以新基建为主线，加大科技创新，推动

产业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

“十四五”是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五年，尤

其是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形成以及国外技术牵制不断升级的

当下，打响集成电路功率尤其是半导体器件“卡脖子”

技术攻坚战，无疑是特殊时期国家及企业层面必然的

战略选择。这无论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还是对于我国

下一步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在业内看来，填补技术空白、构建产业链条、降低

海外依赖的行动刻不容缓。在中国经济产业进一步升

级的关键时期，若想不落后于他人，就要更多地立足于

自主创新。

国家电网全能源互联网研究院董事长滕乐天也对

攻关宽禁带功率半导体等“卡脖子”技术的必要性表达

了认同。其表示，当今世界能源发展以电为中心、以新

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和电动汽车等新型用电设施广泛

发展为标志的新一轮能源革命蓬勃兴起。然而，我国发

展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功率半导体器件的“卡脖子”

风险愈发突出，我们急需自主攻关，把这一“卡脖子”技

术掌握在自己手中。

“宽禁带功率半导体是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相对

较小的领域，最有机会实现技术上的弯道超车，特别是

实现高压大功率器件，使我们摆脱功率半导体中的被

动局面，也能做到0到1的突破与首创。”立足国内外产

业发展差距，滕乐天描绘出了国产宽禁带功率半导体

可期达到的愿景。

“目前，全国对半导体产业都十分关注，集成电路、

半导体产业十分火热。想要快速发展半导体产业，创新

很重要，我们一定要通过不断创新，来实现企业、产品

的领先。”中科院院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郝跃表

示，要想实现国内宽禁带功率半导体行业的大发展，自

主创新是关键。同时，也要进一步做好产业生态、产业

文化工作。

产业新城运营商“搭桥”
集成电路产业集群“多点开花”

依托嘉兴南湖作为承接沪苏杭宁集成电路产业辐

射和转移的桥头堡优势，及嘉兴科技城提供的技术、信

息、人才支撑，南湖产业新城重点发展二、三代半导体，

经过多年的培育发展，半导体产业已经成为南湖重要

的支柱产业。

据了解，近年来，南湖区始终坚持“数字经济强区”

战略，大力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其重点培育的半

导体产业已形成规模效应凸显、产业链完备的集群态

势。在南湖产业新城内打造的集成电路和新一代半导

体产业集群，已形成覆盖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设备和

材料的完整产业生态。斯达半导体、禾润电子、芯动科

技、中晶半导体等龙头企业的聚集，更是推动了产业协

同发展优势的形成。今年以来，几个重大项目相继落户

南湖产业新城，填补多项国内空白，并将助力南湖打造

成为长三角半导体产业化与应用示范区。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也离不开产业新城运营商对

于产业集群的打造。众所周知，产业新城的建设，产业

的吸引和导入是关键，也是难点所在。在新基建利好、

“中国芯”国产替代化的浪潮下，为营造良好的产业环

境，华夏幸福坚持“产业优先”的核心策略，相继为浙江

嘉善、南湖等多个区域导入功率半导体及MEMS传感

器为代表的特色工艺集成电路产业，吸引芯片材料、专

用芯片设计、制造、封测及应用模块、集成电路专用装

备等全产业链企业集聚发展。

据悉，浙江南湖之外，由华夏幸福谋划打造的集成

电路和新一代半导体产业集群，已经在安徽肥东、河南

新郑等地实现“多点开花”。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资本也是生产力。仅有科

技、没有资本，没法形成生产力；同样，仅有资本、没

有技术，也形成不了生产力。只有双方结合，形成非

常紧密的产能关系，我们的产业才能发展好。”谈及

产业新城运营商在半导体行业发展中的作用，中宽

联秘书长肖向峰表示，接下来将同华夏幸福深化合

作，共同推进中国功率半导体器件，特别是宽禁带工

具器件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