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色工艺”集成电路制造市场广阔

□本报记者 杨洁

近期8英寸集成电路制造产能频频告急，其中不乏“特色工艺” 集成

电路产品。与大众熟知的逻辑计算、存储器等芯片不同，“特色工艺”集成

电路并不依赖先进制程和高端设备， 被认为是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

另一个重要方向。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近两年国内新增多条8英寸及12英寸“特

色工艺” 集成电路制造产能，产品包括功率器件、模拟芯片、射频器件、

MEMS及传感器等。 随着新能源汽车、5G、物联网等领域应用发展，“特

色工艺”集成电路有望继续维持高景气度。

□本报记者 杨洁

可“另辟蹊径”

1965年， 戈登·摩尔根据自己产业经验以及贝尔实验室晶体管技术

写了篇文章，推算出了“摩尔定律”———预测芯片中的晶体管数量每年会

翻番，10年后他又将每年翻番改为了每两年翻番。这条“摩尔定律” ，指导

了全球整个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摩尔定律” 是集成电路技术发展的一条主线方向，按照这一方向，

芯片里的晶体管不断做小，集成度越来越高，价格也不断降低。时至今日，

芯片制程线宽从130nm一路缩小到7nm， 全球最优秀的芯片制造企业台

积电已经率先宣布量产5nm，并公布了3nm、2nm的生产计划。

但集成电路技术发展还有“摩尔定律”之外的另一条发展方向，也就

是被业界一般称之为“特色工艺” 集成电路方向，也称为“非摩尔定律”

发展方向。

国内一位专注“特色工艺” 集成电路制造的专家在接受中国证券报

记者采访时介绍，“特色工艺”集成电路往往在材料、工艺、器件结构与功

能等方面与标准逻辑计算或数据存储不一样， 其追求的也不是线宽的不

断缩小，而是需要满足现实世界不同的物理需求，提供不同的特殊功能，

比如信号的感应、放大、转换、分隔、输出等；具体产品类别也很多，包括

BCD、图像传感器、功率器件、IGBT、电源管理芯片、射频器件/无线技术、

微机械系统/传感器、嵌入式存储器、新型存储器等。

上述专家认为，与遵循“摩尔定律”的先进工艺相比，“特色工艺” 集

成电路制造不依赖纳米尺度的先进制程， 也就不依赖于高精度的高端设

备，尤其是纳米精度的光刻机，因此建线的投入要求相对来说较低，国内

生产的很多设备和材料都有望满足基本的制造需求。

此外，“特色工艺” 集成电路领域也没有形成像CPU或存储器领域

“一家独大” 的局面。 例如，以模拟芯片市场来看，IC� Insights数据显示，

2019年全球前十大模拟芯片厂商销售了约342亿美元， 占据了62%的市

场份额，排名第一的德州仪器（TI）以102亿美元的模拟芯片销售额占据

19%的市场份额，并没有形成绝对垄断。 因此，不少行业人士认为，“特色

工艺” 集成电路是一个种类众多、应用强相关、与系统应用相关度高，且

无绝对垄断企业存在的市场， 也成为中国芯片公司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机

遇。

不乏产能布局

遵循“摩尔定律”演进的先进工艺无疑是芯片产业发展的主战场。为

了抢占技术制高点， 芯片设计及制造企业均需要投入动辄数百亿的研发

费用和资本开支。

由于巨额投入，能够持续跟踪“摩尔定律” 的芯片制造企业越来越

少。联电宣布放弃12nm以下制程，格芯也表示停止7nm及后续制程研发。

2020年英特尔发布二季度财报后， 表示其7nm工艺制程时间推迟六个

月。

不过，无论是先进工艺领域的佼佼者台积电、三星，还是无力追赶先

进工艺制程的联电、格芯，都对“特色工艺”集成电路有所布局。

国内聚焦“特色工艺” 的集成电路IDM企业士兰微董事长陈向东表

示，较先进工艺而言，“特色工艺”投入不算大。据介绍，“特色工艺”的半

导体产品研发是一个综合性的技术活动， 涉及到工艺研发与产品设计研

发多个环节。 “特色工艺”的竞争点在于工艺的成熟度和稳定性、工艺平

台的多样性，以及产品种类的丰富程度等。

发展“特色工艺”似乎成为了业内共识。近两年来中国大陆芯片制造

生产线“遍地开花” ，其中很多都是“特色工艺”生产线。国内领先的芯片

制造企业在努力追赶“摩尔定律” 先进制程的同时，“特色工艺” 也是发

展重点。

华虹集团在坚持8英寸生产线的同时，还在无锡建设了12英寸“特色

工艺” 生产线，一期项目总投资约25亿美元，工艺等级90nm至65nm、月

产能约4万片，将主要支持5G和物联网等新兴领域的应用，今年年初首批

功率器件产品已经实现交付。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 近两年国内新上的不少芯片制造产能大

多瞄向“特色工艺” 。例如，士兰微在厦门新建了12英寸“特色工艺”芯片

生产线，今年5月10日已经正式通电，预计年底实现通线。 广州粤芯半导

体打造的月产4万片的12英寸生产线，一期投资135亿元，主要着力“特色

工艺” ，产品包括模拟芯片、分立器件、图像传感器等。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集团旗下华大半导体与上海临港等合力打造积塔半导体8英寸至12英寸

“特色工艺” 生产线项目，总投资359亿元，重点面向工业控制和汽车电

子、电力能源等高端应用。 2020年6月30日，积塔半导体一阶段8英寸“特

色工艺”芯片生产线宣布正式投产。

此外，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打造的青岛芯恩，主要产品包括MOS-

FET、IGBT、BCD等。 其官网信息显示一期总投资约80亿元，2020年底一

期8英寸芯片产线将整线投产。

梳理这些“特色工艺”集成电路产线可以发现，现阶段投产以及即将

量产的产能以8英寸为主，12英寸还是少数。 8英寸具有设备成本较低、工

艺相对成熟稳定、设备软件升级较少受原厂控制等优势。 不过，专家也表

示，虽然“特色工艺” 不追求线宽，但线宽越低，就越能控制批量生产成

本。

需求广阔景气度高

对于上述新增的“特色工艺” 产能，芯谋研究首席分析师顾文军强

调，不用担心产能过剩，甚至随着新能源汽车、5G、物联网等领域发展，国

内“特色工艺”产能还会供不应求。

8英寸芯片制造产能从2019年多摄像头手机带动CMOS图像传感器

需求提升开始便一路维持高景气度。 5G、物联网、多摄像头手机等新技

术、新终端，持续为“特色工艺”市场注入增长动能。根据券商调研和上市

公司公告， 华虹半导体三条8英寸产线月产能为18万片， 全部满负荷运

行；华润微三季度以来8英寸产线满载，整体产能利用率在90%以上。

赛迪顾问分析师吕芃浩表示，5G的商用对射频芯片需求、 物联网对

传感器和蓝牙芯片的需求、新能源汽车对功率器件和传感器的需求、智能

手机和机器视觉对图像传感器的需求都会是未来的市场爆发点。

市场供不应求、不需要先进工艺，但并不意味着“特色工艺” 的门槛

就低。 前述“特色工艺”专家强调，“特色工艺”产品面很宽，工艺也没有

绝对的路线标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特色工艺” 技术含量低、可以轻松

“后来居上” ，“我们在中低端‘特色工艺’ 芯片产品上的优势很大，可是

高端的产品还是有较大差距，比如与英飞凌做的中高端IGBT产品，我们

确实还有不小的差距。 ”

IGBT是功率半导体器件的一种，受益于新能源汽车及工业领域需求

的大幅增长，IGBT市场规模正在迅速扩大。2019年中国IGBT市场规模为

22.14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4%，增速高于全球水平。 在国内，中车时

代电气、比亚迪、华虹半导体、华润微等厂商对IGBT器件均有产能布局，

不过，英飞凌、三菱电机、安森美等国际厂商仍垄断着绝大部分高端IGBT

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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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茅台前三季净赚338.27亿元

贵州省财政厅或套现逾280亿元

□本报记者 周文天 潘宇静

10月25日， 贵州茅台三季报

出炉，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均保

持两位数增速，前三季度公司实现

净利润338.27亿元， 相当于日赚

1.24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四季

度新进的第三大股东贵州省国有

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在今年三

季度减持了1675.2585万股， 若按

贵州茅台三季度均价1678.75元/

股计算，减持套现281.234亿元。同

时，中报时位列第十大股东的贵州

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经

在三季度退出贵州茅台前十大股

东之列。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

责任公司、贵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的最终受益人均为贵州

省财政厅。

冲刺全年目标

三季报显示，前三季度公司

营业收入为672.15亿元，同比增

长1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338.27亿元，同比

增长11.07%； 基本每股收益为

26.93元。

贵州茅台2020年的目标是实

现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10% 。

Wind数据显示，贵州茅台一季报

至三季报的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速

分别为12.54%、10.84%和9.55%。

按产品档次看，茅台酒前三季

度的营业收入为601.45亿元，系列

酒为70亿元。 按销售渠道看，直销

渠道的营业收入为84.33亿元，批

发渠道则为587.13亿元。按地区分

布看， 国内市场的营业收入为

651.23亿元，国外为20.22亿元。

截至9月底，贵州茅台的国内

经销商有2049个， 国外为104个。

贵州茅台表示，为进一步优化营销

网络布局， 提升经销商整体实力，

公司对部分酱香系列酒经销商进

行了调整，报告期内增加酱香系列

酒经销商14家， 减少酱香系列酒

经销商301家。

股东人数增加

截至2020年9月底，贵州茅台

股东总数为11.43万户，相较于6月

底的9.87万户，三季度公司的股东

总数增加1.56万户。

前十大股东持股和名次也有

变化。第三大股东贵州省国有资本

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9月末持有

3348.7415万股 ， 三季 度减 持

1675.2585万股， 持股比例由二季

度末的4%下降至2.67%。 第二大

股东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9月

末持有10063.5285万股， 三季度

减持551.2886万股，持股比例从二

季度末的8.45%下降至8.01%。

同时，原第十大股东贵州金融

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三季报

退出前十大股东之列，其中报时持

有 348.722万股 ， 持股比例为

0.28%。 取而代之位列第十大股东

的是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该基

金9月末持有362.3983万股， 持股

比例为0.29%。

天眼查显示，贵州省国有资本

运营有限责任公司由贵州金融控

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持股，

而贵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由贵州省财政厅100%持股。 也

就是说，这两家公司的最终受益人

均为贵州省财政厅。 贵州茅台10

月23日的收盘价为1715.33元/股，

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

司减持的1675.2585万股对应的市

值为287.36亿元。

“特色工艺” 集成电路制造市场广阔

□本报记者 杨洁

可“另辟蹊径”

1965年， 戈登·摩尔根据自己产业

经验以及贝尔实验室晶体管技术写了

篇文章，推算出了“摩尔定律”———预

测芯片中的晶体管数量每年会翻番，10

年后他又将每年翻番改为了每两年翻

番。这条“摩尔定律” ，指导了全球整个

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摩尔定律” 是集成电路技术发展

的一条主线方向，按照这一方向，芯片

里的晶体管不断做小， 集成度越来越

高，价格也不断降低。时至今日，芯片制

程线宽从130nm一路缩小到7nm，全球

最优秀的芯片制造企业台积电已经率

先宣布量产5nm， 并公布了3nm、2nm

的生产计划。

但集成电路技术发展还有“摩尔定

律” 之外的另一条发展方向，也就是被

业界一般称之为“特色工艺” 集成电路

方向，也称为“非摩尔定律”发展方向。

国内一位专注“特色工艺” 集成电

路制造的专家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

采访时介绍，“特色工艺” 集成电路往

往在材料、工艺、器件结构与功能等方

面与标准逻辑计算或数据存储不一样，

其追求的也不是线宽的不断缩小，而是

需要满足现实世界不同的物理需求，提

供不同的特殊功能， 比如信号的感应、

放大、转换、分隔、输出等；具体产品类

别也很多，包括BCD、图像传感器、功率

器件、IGBT、电源管理芯片、射频器件/

无线技术、微机械系统/传感器、嵌入式

存储器、新型存储器等。

上述专家认为， 与遵循 “摩尔定

律”的先进工艺相比，“特色工艺”集成

电路制造不依赖纳米尺度的先进制程，

也就不依赖于高精度的高端设备，尤其

是纳米精度的光刻机，因此建线的投入

要求相对来说较低，国内生产的很多设

备和材料都有望满足基本的制造需求。

此外，“特色工艺”集成电路领域也

没有形成像CPU或存储器领域“一家独

大” 的局面。 例如，以模拟芯片市场来

看，IC� Insights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

前十大模拟芯片厂商销售了约342亿美

元，占据了62%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的

德州仪器（TI）以102亿美元的模拟芯

片销售额占据19%的市场份额， 并没有

形成绝对垄断。 因此， 不少行业人士认

为，“特色工艺”集成电路是一个种类众

多、应用强相关、与系统应用相关度高，

且无绝对垄断企业存在的市场， 也成为

中国芯片公司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机遇。

不乏产能布局

遵循“摩尔定律” 演进的先进工艺

无疑是芯片产业发展的主战场。 为了抢

占技术制高点，芯片设计及制造企业均

需要投入动辄数百亿的研发费用和资

本开支。

由于巨额投入，能够持续跟踪“摩

尔定律”的芯片制造企业越来越少。 联

电宣布放弃12nm以下制程， 格芯也表

示停止7nm及后续制程研发。2020年英

特尔发布二季度财报后，表示其7nm工

艺制程时间推迟六个月。

不过，无论是先进工艺领域的佼佼

者台积电、三星，还是无力追赶先进工

艺制程的联电、格芯，都对“特色工艺”

集成电路有所布局。

国内聚焦“特色工艺” 的集成电路

IDM企业士兰微董事长陈向东表示，较

先进工艺而言，“特色工艺” 投入不算

大。 据介绍，“特色工艺”的半导体产品

研发是一个综合性的技术活动，涉及到

工艺研发与产品设计研发多个环节。

“特色工艺” 的竞争点在于工艺的成熟

度和稳定性、工艺平台的多样性，以及

产品种类的丰富程度等。

发展“特色工艺” 似乎成为了业内

共识。 近两年来中国大陆芯片制造生产

线“遍地开花” ，其中很多都是“特色工

艺” 生产线。 国内领先的芯片制造企业

在努力追赶“摩尔定律” 先进制程的同

时，“特色工艺”也是发展重点。

华虹集团在坚持8英寸生产线的同

时， 还在无锡建设了12英寸 “特色工

艺” 生产线，一期项目总投资约25亿美

元，工艺等级90nm至65nm、月产能约4

万片， 将主要支持5G和物联网等新兴

领域的应用，今年年初首批功率器件产

品已经实现交付。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近两年

国内新上的不少芯片制造产能大多瞄

向“特色工艺” 。 例如，士兰微在厦门新

建了12英寸“特色工艺” 芯片生产线，

今年5月10日已经正式通电， 预计年底

实现通线。广州粤芯半导体打造的月产

4万片的12英寸生产线，一期投资135亿

元，主要着力“特色工艺” ，产品包括模

拟芯片、分立器件、图像传感器等。中国

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旗下华大半导体与

上海临港等合力打造积塔半导体8英寸

至12英寸“特色工艺” 生产线项目，总

投资359亿元， 重点面向工业控制和汽

车电子、电力能源等高端应用。2020年6

月30日，积塔半导体一阶段8英寸“特

色工艺”芯片生产线宣布正式投产。

此外，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打造

的青岛芯恩，主要产品包括MOSFET、

IGBT、BCD等。其官网信息显示一期总

投资约80亿元，2020年底一期8英寸芯

片产线将整线投产。

梳理这些“特色工艺” 集成电路产

线可以发现，现阶段投产以及即将量产

的产能以8英寸为主，12英寸还是少数。

8英寸具有设备成本较低、 工艺相对成

熟稳定、设备软件升级较少受原厂控制

等优势。 不过，专家也表示，虽然“特色

工艺”不追求线宽，但线宽越低，就越能

控制批量生产成本。

需求广阔景气度高

对于上述新增的 “特色工艺” 产

能， 芯谋研究首席分析师顾文军强调，

不用担心产能过剩，甚至随着新能源汽

车、5G、物联网等领域发展，国内“特色

工艺”产能还会供不应求。

8英寸芯片制造产能从2019年多摄

像头手机带动CMOS图像传感器需求

提升开始便一路维持高景气度。 5G、物

联网、多摄像头手机等新技术、新终端，

持续为 “特色工艺” 市场注入增长动

能。 根据券商调研和上市公司公告，华

虹半导体三条8英寸产线月产能为18万

片，全部满负荷运行；华润微三季度以

来8英寸产线满载， 整体产能利用率在

90%以上。

赛迪顾问分析师吕芃浩表示，5G

的商用对射频芯片需求、物联网对传感

器和蓝牙芯片的需求、新能源汽车对功

率器件和传感器的需求、智能手机和机

器视觉对图像传感器的需求都会是未

来的市场爆发点。

市场供不应求、不需要先进工艺，但

并不意味着“特色工艺”的门槛就低。前

述“特色工艺” 专家强调，“特色工艺”

产品面很宽， 工艺也没有绝对的路线标

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特色工艺”技术

含量低、可以轻松“后来居上” ，“我们

在中低端‘特色工艺’ 芯片产品上的优

势很大， 可是高端的产品还是有较大差

距， 比如与英飞凌做的中高端IGBT产

品，我们确实还有不小的差距。 ”

IGBT是功率半导体器件的一种，

受益于新能源汽车及工业领域需求的

大幅增长，IGBT市场规模正在迅速扩

大。 2019年中国IGBT市场规模为22.14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4%，增速高

于全球水平。在国内，中车时代电气、比

亚迪、 华虹半导体、 华润微等厂商对

IGBT器件均有产能布局， 不过， 英飞

凌、三菱电机、安森美等国际厂商仍垄

断着绝大部分高端IGBT的份额。

近期8英寸集成电路制造产能频频告急，其中不乏“特色工

艺”集成电路产品。 与大众熟知的逻辑计算、存储器等芯片不同，

“特色工艺” 集成电路并不依赖先进制程和高端设备，被认为是

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 近两年国内新增多条8英寸及

12英寸“特色工艺” 集成电路制造产能，产品包括功率器件、模

拟芯片、射频器件、MEMS及传感器等。 随着新能源汽车、5G、

物联网等领域应用发展，“特色工艺” 集成电路有望继续维持

高景气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