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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市场一“芯”难求 进口替代“芯”潮涌动

本报记者 吴科任

“汽车芯片短缺，让我们也感受到了客户的压力。 ”中芯国际联合CEO赵海军道出了芯片厂商的心声。

“疫情扰乱了全球供应链，而电动汽车需求放量犹如‘催化剂’，加剧了汽车芯片紧缺状况。 ”多位来自产业一线的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除了疫情的冲击，产能与需求不匹配也是造成芯片缺货的重要原因。 有的企业为了争取生产线资源，主动要求供货方上调产品价格。

危机之下，孕育新机。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缺货风波”使得汽车客户对国产供应链需求意愿增强，国产汽车芯片产业加快发展迎来契机，相关芯片企业积极开展产品认证，加快步伐导入客户，进口替代正在提速。

芯片短缺

去年12月以来，芯片短缺问题持续搅动汽车市场。 “大家都比较紧张，争先恐后备货，令缺货情况加剧。 ”某A股芯片公司董秘李明（化名）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电子化程度都很高，微小的芯片只要缺少一个就会影响车辆交付。 ”

目前，汽车芯片市场主要由欧美日厂商主导。 在此轮芯片缺货“寒潮”中，受波及的海外车企阵营不断扩大。 “疫情最严重时，我们在东南亚的两家封测厂有两个月出现减产。 ”一家海外汽车芯片大厂高管透露。

“现在功率芯片需求旺盛，我们的众多产品延长了交付期，并将更多产能释放给功率半导体器件。 ”闻泰科技董事长助理邓安明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甚至有客户主动要求上调产品价格。 ”

邓安明介绍，一辆混合动力新能源汽车所使用的半导体器件价值约710美元，功率半导体器件占比近一半。 一辆纯电动汽车所使用的半导体器件价值约1400美元，功率半导体器件占比55%。

一览众车咨询认为，相对于其他汽车零部件，汽车芯片市场竞争格局比较稳定，主力厂商包括恩智浦、英飞凌、意法半导体、瑞萨、德州仪器、博世、安世半导体等。 这些厂商多采用IDM模式运营，即设计、制造、封测与销售为一体。 “产线主要在欧洲，还有一批封测厂在东南亚。 这些地区受疫情冲击较大。 ”北京一家芯片上市公司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除疫情影响生产外，物流运输也是棘手问题。

业内人士介绍，部分IDM汽车芯片厂商将一些产品交由晶圆代工厂生产，芯片设计企业则完全依靠晶圆厂商代工。

相比消费电子类芯片，车规级芯片的产线验证周期长，且产品良率及可靠性要求更高。 因此，晶圆代工厂对选择汽车客户比较审慎。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海外一家主要从事汽车芯片代工的晶圆厂因持续亏损被中国买家盘下，但由于性价比低且难以管理又被卖掉。

国产车规级AI芯片厂商地平线CEO余凯认为：“所谓短缺，更多可能是预期管理问题。 我们与晶圆厂和封测厂的沟通协调比较到位，今年不会调整目标，预计有100万辆汽车搭载我们的芯片。 ”

产能紧张

汽车芯片短缺，放大了全球芯片产能紧张局面。 华润微有关负责人指出：“2020年以来，晶圆制造及封测产能持续紧张，导致产品交付期延长。 大部分晶圆厂及封测厂不同程度进行了涨价，导致芯片成本大幅上升。 从目前厂家的订单情况看，预计供货紧张状况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

“晶闸管是我们的主营产品，客户主要是家电、电压电器企业。 从家电板块看，2020年出口增长明显，目前订单已排到二季度末。 ”捷捷微电董事颜呈祥表示，“保护器件缺货也很严重，汽车电子、通信、安防等领域的需求增长尤为明显。 三季度产能紧缺状况可能会有所改善。 ”

交付期大幅拉长、大量初创芯片设计公司因拿不到晶圆产能度日维艰，这成为本轮半导体产业高景气周期的写照，甚至出现摇号购买芯片的情况。 “原来4个月的交付期，现在拉长到6个月至8个月，不少代理商要备库存。 ”华南地区一家芯片龙头公司董事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2020年以来，消费电子领域对芯片的需求快速增加，抢占了部分汽车芯片产能。 李明认为，产能与需求不匹配也是造成缺货的重要原因。 比如，原来的芯片产能主要集中在燃油车领域，而新能源汽车需求放量，却没有相应的芯片产能匹配。

随之而来的是“涨声”不断。 “为了争取生产线资源，尽量满足供货需求，公司针对客户结构、产品线终端应用等情况，对一部分供需紧张的产品做了适度价格调整，以缓解供需紧张的格局。 ”一位 IDM芯片厂商高管说。

供给端产能有限，短期难以新增产能，只能寻求转换产能结构设法应对。 “汽车芯片市场以前一直比较疲软，但从去年四季度开始突然复苏。 ”台积电CEO巍哲家表示，“我们正与汽车客户紧密合作，以解决产能支持问题。 ”

有的厂商则暂时减少供应或延长了某些产品的交付期。 “优先保证功率半导体器件的供应。 ”邓安明说。

孕育机遇

“在缺货大潮下，明显感受到汽车客户使用国产供应链的意愿在增强，特别是国有车企。 ”上述华南地区芯片龙头企业董事称，“针对国内汽车客户，我们已有导入计划，公司两款车规级产品正在做认证。 ”

李明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最近有一些国内客户来找我们。 功率器件是汽车芯片中较为核心的一类产品，客户选择这类产品一般比较谨慎，以前觉得进口产品好，不愿意冒风险换供应商。 而外部因素的变化推动这些企业加快步伐导入国产芯片。 ”

邓安明认为，当前局面成为国产汽车芯片产业加快发展的契机。 “功率半导体器件特别是汽车功率半导体，未来三年需求会持续增长，我们正在开足马力生产。 国内企业的车规级功率半导体器件相比国际巨头差距还很大。 我们收购了安世半导体，明年临港12英寸车规级晶圆厂将投产，弥补短板。 ”

事实上，行业一直有危机感，只是现在感觉更强烈。 “比如IGBT，全球做得最好的是德国英飞凌，而奥迪、大众、宝马三大车企总部都在德国。 如果缺货，会优先保这些企业。 其实，中国市场以前就经常出现IGBT缺货的情况。 ”某芯片龙头公司高管说，“这充分体现了进口替代的必要性。 ”

华润微从外延和内部研发两方面切入汽车电子市场。 上述企业负责人称，汽车电子是公司重点关注的方向。 目前汽车电子业务营收占比还不高，公司会探讨与汽车整机厂商合作的可能性。

据了解，捷捷微电的一条车规级MOS-FET封测线已实现小批量生产。 颜呈祥说：“我们目前尚未打开汽车市场，一些客户处在送样阶段，很多客户还没导入进来。 ”

要拿到汽车客户订单并非易事。 汽车芯片对可靠性要求严苛，验证周期通常需要两到三年，需要产业链上下游的相互支持与信任。 “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国产化比较明确。 如果核心功率半导体、电机、驱动等组件被海外厂商把持，新能源汽车发展会受制于人。 ”李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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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市场一“芯” 难求

进口替代“芯” 潮涌动

●本报记者 吴科任

“汽车芯片短缺，让我们也感受到了

客户的压力。 ” 中芯国际联合CEO赵海

军道出了芯片厂商的心声。

“疫情扰乱了全球供应链，而电动汽

车需求放量犹如‘催化剂’ ，加剧了汽车

芯片紧缺状况。 ” 多位来自产业一线的

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除了疫情

的冲击，产能与需求不匹配也是造成

芯片缺货的重要原因。 有的企业

为了争取生产线资源，主动要求

供货方上调产品价格。

危机之下，孕育新机。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到，“缺货风波” 使

得汽车客户对国

产供应链需求

意愿增强，

国产汽车芯片产业加快发展迎来契机，

相关芯片企业积极开展产品认证， 加快

步伐导入客户，进口替代正在提速。

芯片短缺

去年12月以来， 芯片短缺问题持续

搅动汽车市场。“大家都比较紧张，争先

恐后备货，令缺货情况加剧。 ” 某A股芯

片公司董秘李明（化名）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电子化程

度都很高， 微小的芯片只要缺少一个就

会影响车辆交付。 ”

目前， 汽车芯片市场主要由欧美日

厂商主导。 在此轮芯片缺货“寒潮” 中，

受波及的海外车企阵营不断扩大。“疫情

最严重时， 我们在东南亚的两家封测厂

有两个月出现减产。” 一家海外汽车芯片

大厂高管透露。

“现在功率芯片需求旺盛，我们的众

多产品延长了交付期， 并将更多产能释

放给功率半导体器件。” 闻泰科技董事长

助理邓安明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甚

至有客户主动要求上调产品价格。 ”

邓安明介绍， 一辆混合动力新能源

汽车所使用的半导体器件价值约710美

元，功率半导体器件占比近一半。 一辆纯

电动汽车所使用的半导体器件价值约

1400美元，功率半导体器件占比55%。

一览众车咨询认为， 相对于其他汽

车零部件， 汽车芯片市场竞争格局比较

稳定，主力厂商包括恩智浦、英飞凌、意

法半导体、瑞萨、德州仪器、博世、安世半

导体等。这些厂商多采用IDM模式运营，

即设计、制造、封测与销售为一体。“产线

主要在欧洲，还有一批封测厂在东南亚。

这些地区受疫情冲击较大。”北京一家芯

片上市公司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除疫情影响生产外，物流运输也是棘

手问题。（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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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作用

高度警惕居民杠杆率过快上升的透支效应和潜在风险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中国人民银行2月8日发布《2020

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报告指出，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坚持稳字当头，

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处理好

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保持好正

常货币政策空间的可持续性。 报告强

调，发挥好再贷款、再贴现和直达实体

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

将经济保持在潜在产出附近

报告指出， 综合运用中期借贷便

利、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等多

种货币政策工具，满足金融机构合理的

短期、中期、长期流动性需求，操作上精

准有效，既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也不

搞“大水漫灌” 。 完善中央银行调节银

行货币创造的流动性、资本和利率约束

的长效机制， 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将

经济保持在潜在产出附近。引导市场利

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和中期借贷

便利利率波动。

报告强调，发挥好再贷款、再贴现

和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的精

准滴灌作用。 一方面，稳妥调整和接续

特殊时期出台的应急政策，延续实施普

惠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

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直达实体

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 另一方面，创新

和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精准

设计激励相容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

对符合新发展理念相关领域的支持力

度，继续运用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政

策，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

展的金融支持。

确保金融创新在审慎监管下发展

在防风险方面，报告表示，健全金

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

系。 维护金融安全，健全金融风险预防

预警处置体系、问责制度，抓紧补齐监

管制度短板， 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金融风险的底线。 确保金融创新在审

慎监管前提下发展， 普惠金融服务质

量和竞争力稳中有升。 对银行体系开

展全覆盖的压力测试， 支持银行特别

是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和完善治

理， 增强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和可持续

经营能力。 加大不良贷款损失准备计

提力度及核销处置力度， 完善存款保

险制度建设和机构设置， 稳妥推进各

项风险化解任务， 抓好存量风险化解

收尾工作， 进一步明确和压实各方责

任，形成风险处置合力。 坚决遏制各类

风险反弹回潮， 坚决不让局部风险发

展成系统性风险、 区域风险演化为全

国性风险。

在加强存款管理方面， 报告表示，

存款基准利率作为利率体系的 “压舱

石” ，要长期保留。

不宜依赖消费金融扩大消费

报告称，近期各方对我国居民杠杆

率上升的问题关注较多。 我国居民杠杆

率上升主要源自房贷、消费贷、信用卡

透支增长，但有一部分实际上是个体工

商户经营性贷款， 对此要客观甄别、合

理评估。 同时，要高度警惕居民杠杆率

过快上升的透支效应和潜在风险，不宜

依赖消费金融扩大消费。

报告指出，我国居民部门债务风险

总体可控，但宏观空间已不大。 在坚持

“房住不炒” 、 强化消费金融监管的背

景下， 居民债务增速已从前几年超过

20%放缓至当前的15%左右，居民杠杆

率上升的速度亦有所放缓。 但要看到，

2011年以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持续

走高，2011年末至2020年上半年的上

升幅度超过31个百分点，居民债务继续

扩张的空间已非常有限，相关风险值得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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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标报告指引文件“堵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