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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创新加速国产化

赛晶科技IGBT直线超车

在位于浙江嘉善的赛

晶科技半导体厂区内，一台

台全自动化机器正在紧张

运转，半导体晶圆器件通过

全自动化产线依次完成贴

片、键合、注胶、塑封等步

骤，每个环节旁边都有一个

工程师在屏幕前进行跟踪

监测。

IGBT一直被视为电力

领域的“CPU” ，是光伏、风

力发电逆变器的核心元器

件。近年来受到风电、光伏、

汽车等新能源优势产业加

持，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

IGBT需求市场。

“国内新能源上下游需

求爆发为IGBT国产化提供了

非常好的契机。”在2月23日

举行的业绩说明会上， 赛晶

科技董事长助理胡俊对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 以赛晶科

技为代表的中国企业， 正在

通过不断科技创新， 在以国

外产品主导的功率半导体中

高端领域取得突破。

●本报记者 杨烨

市场需求旺盛

IGBT是一种功率半导体器件，中

文名叫“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俗称电

力电子装置的“CPU” ，是电子装置中

电能转换与电路控制的核心。 从前年

缺芯潮以来，IGBT就呈现供货紧缺

的状态。进入2023年后，IGBT缺货情

况仍未能好转， 目前车规IGBT产品

供不应求， 现有产能已基本售罄，保

供压力较大，新扩产订单已被下游厂

商提前锁定。 对于IGBT被疯狂抢货

的现象，业内人士更是形容为“不是

价格多高的问题，而是根本买不到” 。

富昌电子2023年2月17日发布

的《2023年一季度芯片市场行情报

告》 数据显示， 意法半导体、Mi-

crosemi、英飞凌等功率半导体大厂

的IGBT交货期与2022年第四季度

的交货期基本保持一致， 最长为54

周，依旧紧张。

分析人士认为，IGBT此番供不

应求主要是受新能源车、光伏、储能

应用需求大增的影响。 有数据显示，

2022年中国汽车IGBT的市场需求

为147.32亿元， 同比增长114.72%；

光伏IGBT市场规模约41.49亿元，同

比增长11.62%。东吴证券预计，2025

年中国IGBT市场空间将达到601亿

元，CAGR （年复合增长率） 高达

30%。其中，电动车IGBT需求将达到

387亿元，CAGR高达69%。

虽然中国是IGBT最大的需求市

场，但并不是IGBT的供给市场。从行

业集中度来看， 中国市场中IGBT供

给前三的企业分别是德国的英飞凌、

日本的三菱和美国的安森美，合计约

占中国IGBT一半的市场份额。 IGBT

国产化进展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与数字芯片相比，功率半导体对于技

术经验的积累要求更高，是一个几乎

无法弯道超车的产业。

记者了解到，以IGBT为例，在设

计端，芯片参数优化对工程师的知识

储备和经验积累要求极高； 在制造

端，生产流程长、设备多、工艺要求

高，工程师还需要针对不同客户的需

求对封装进行细微调整。

“这些经验都是千百次试错而

来的，背后不仅仅是资金，更重要的

是要有人才团队， 以及长时间积累。

除这些显性的技术壁垒外，下游客户

对IGBT的工艺流程、 产品稳定性和

可靠性要求非常高，因此国产新品想

要获得他们的认可也很困难。 ”胡俊

对记者说。

顶尖人才团队

“2018年，赛晶科技开始研发电

动汽车用 IGBT，2019年启动 IGBT

研 发 生 产 项 目 ， 并 成 立 瑞 士

SwissSEM� Technologies� AG公

司、赛晶亚太半导体科技（浙江）有

限公司，并在第二年就发布了首款自

研产品。 ” 胡俊对记者表示，赛晶科

技之所以能够取得快速突破，这和公

司长期研发积累以及拥有顶尖人才

团队密不可分。

公开资料显示，赛晶科技董事长

和创始人项颉不仅在ABB半导体的

瑞士总部工作了3年， 并在此后与

ABB半导体深入合作了20年， 从而

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与行业人脉。

除董事长外， 赛晶科技的IGBT

专家团队几乎都来自ABB半导体公

司，并且是设计、工艺、测试、应用等

各个部门的核心专家，具备国际顶级

技术实力和经验。

据赛晶科技介绍， 公司发布的

i20系列 IGBT芯片， 打破了国内

1200V和1700V大功率芯片领域公

开销售市场中国外企业近乎垄断的

市场格局，并已在比亚迪等多家企业

的电动汽车中批量使用。 面对风电、

光伏、电动汽车、工业控制等领域对

高品质国产模块的迫切需求，公司以

i20系列IGBT芯片为核心， 推出了

ED封装、ST封装IGBT模块，其创新

设计以及全自动智能化制造工艺水

平达到甚至超越了国内外同类产品。

全年力争实现2亿元销售目标

在整场业绩说明会上，投资者最

为关心的无疑是关于公司半导体新

型业务的相关进展。

“公司已经启动多项市场推广及

客户送样工作， 测试结果都非常好，

也有很多公司发来了订货需求。 ”胡

俊表示，2022年尽管半导体收入同比

增长12倍，但依然受到产能有限的掣

肘，销售没有大规模释放。 今年以来，

随着国内晶圆代工厂的产能不断释

放，公司业绩将大幅提升。

“目前华虹12英寸线产能的提升

是IGBT整体产能增长的重要支撑，

今年会获得更多产能。”胡俊说。根据

公司计划，2023年半导体新型业务将

力争实现2亿元的销售收入目标。

赛晶科技年报显示， 公司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9.18亿元，同比下降

1.42%；归母净利润为2398.60万元，

同比增长55.16%。

胡俊表示，下一步公司将继续推

进车规级模块HEEV和EVD碳化硅

MOSFET模块，EVD硅IGBT模块等

项目，同时加强碳化硅芯片研发团队

建设。公司还将启动多项市场推广及

客户送样工作，完成第二条模块测试

生产线建设，从而进一步提升相关产

品的生产能力。

海马汽车与丰田汽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推进氢燃料电池乘用车普及和产业化

●本报记者 武卫红

3月24日，海马汽车与丰田汽车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

氢燃料电池汽车研发与产业化领域开

展广泛的战略合作，共同推动氢燃料电

池乘用车快速普及和产业化。

推进海南清洁能源岛建设

3月24日，海马汽车董事长景柱与丰

田汽车公司执行董事、中国本部本部长、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田达郎在海口市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签约仪式前，海南省委书记冯飞在

会见上田达郎董事长一行时表示，当前

海南正全力打造清洁能源岛，清洁能源

装机比例不断提升，到2030年全面禁销

燃油汽车，正在建设中的环岛旅游公路

将打造成全场景、开放式智能网联测试

体验公路，这些将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提供更好环境。 希望丰田汽车围绕氢

燃料电池、自动驾驶等领域，在战略、技

术和项目等层面与海南积极探索合作，

推动研究成果转化为示范项目，共享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新机遇。 海南发展新

能源汽车有很多优势，双方可以探讨联

合打造“氢能岛、氢经济、氢社会” 。

据介绍，丰田汽车公司是全球最大

的汽车制造商，拥有世界领先的氢燃料

电池汽车核心技术。此次推进与海马汽

车的合作，是丰田在中国的首个氢燃料

电池乘用车合作项目，将成为海南发展

氢燃料电池汽车、做大做强氢燃料电池

汽车产业的里程碑，成为海南自贸港国

际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按照计划，双方将海南岛整体作为

一个大型体验测试场，在海马汽车第三

代氢燃料电池汽车上搭载运用包括日

本丰田第二代Mirai电堆在内的成熟

部件及系统， 完成整车适应性开发，并

结合海马汽车自建的氢能供应体系及

出行网络实施测试。 争取于2024年投

入小批量开展示范运营， 并于2025年

进一步扩大运营规模。在氢燃料电池汽

车市场达到一定规模后，双方将探索利

用海南自由贸易港优惠政策，建立更加

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

据介绍，丰田汽车和海马汽车合作

研发的氢能乘用车7X-H目前已完成

工程设计， 将搭载丰田高性能电堆系

统。按照计划，首台功能样车将于今年4

月底试制下线，年底开始分批投入小批

量示范运营。

打造全产业链零碳汽车生态体

据介绍，海马汽车是我国最早开展

氢燃料电池乘用车研发的整车企业之

一。目前已研发出第四代可用于示范运

营的氢燃料电池乘用车，车载储氢罐压

力已达到 70MPa， 电堆功率达到

100kW， 一次加氢可行驶800公里，相

关技术指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海马汽车副董事长卢国纲表示，海

马汽车远期目标是打造海南自贸港全

产业链零碳汽车生态体。 上游打造“绿

色能源中心” ，集绿电及谷电充电换电、

绿电及谷电制氢加氢、绿电及谷电储能

储氢削峰填谷等于一体；中游打造低碳

工厂，推进绿色制造；下游打造“马邦出

行” ，投入换电车型和氢燃料电池乘用

车，进入出行市场。中期内，海马汽车计

划完成三个转型： 一是向国际化转型，

二是向智能与新能源汽车转型，三是向

绿色智慧出行服务提供商转型。

按照近期目标， 海马汽车计划在

“十四五”末重回百亿产值规模。同时，

利用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

加强国际国内合作，为打造海南自贸港

独具特色的千亿级零碳汽车产业打好

基础。

疏解行业堵点

新型储能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本报记者 罗京

在3月24日举行的中国新型储能

高质量发展大会上， 国家能源局能源

节约与科技装备司副司长刘亚芳表

示， 新型储能对能源转型的支撑作用

已初步显现。 为进一步夯实新型储能

高质量规模化发展的基础，她建议，要

推动新型储能科学合理配置， 提高新

型储能设施利用效率， 推动多元储能

技术应用，完善新型储能标准体系。

规模化发展渐显

受益于市场需求和政策导向双重

驱动， 我国新型储能规模化应用趋势

逐渐呈现。

“截至去年年底，全国新型储能装

机规模约870万千瓦，新增装机同比增

长超过110%， 平均储能时长约2.1小

时， 对能源转型的支撑作用已初步显

现。 ”刘亚芳表示。

据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

戴剑锋介绍，2022年投产的新型储能

项目单机单站规模不断扩大， 其中锂

离子电池储能项目的单站最大规模超

过200MW，张家口压缩空气储能示范

项目、 大连液流电池储能示范项目单

机单站规模均突破100MW。2022年新

增的新型储能项目时长以2-4小时为

主， 部分项目储能时长达到了4-6小

时。 总体来看，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趋

势愈发明显。

同时， 我国新型储能技术呈现多

元化发展趋势。 戴剑锋表示，当前锂离

子电池储能仍占新型储能装机中主导

地位，但在2022年，压缩空气储能、液

流电池储能发展提速， 钠离子电池储

能、二氧化碳储能、重力储能等新技术

陆续开展示范应用。

清华大学电机系主任康重庆认

为，储能具有“功率支撑、电量转移”

的技术特性， 多元储能技术可为系统

提供平滑新能源出力、跟踪发电计划、

辅助系统调频、 提供容量备用等多种

支撑作用。

缺乏长效的商业模式

据了解， 目前我国新型储能仍处

于发展初期， 不同技术路线对应的产

业链成熟度存在较大差异， 其中锂离

子电池储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

业链。但行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

出一些问题。

“安全问题已成为锂离子电池储

能发展技术瓶颈。 ” 南方电网储能股份

公司储能科研院院长陈满表示。 据统

计，近5年全球大约共发生36起储能电

站起火爆炸事故， 其中三元锂电池27

起，磷酸铁锂电池9起。

其次， 电化学储能技术经济性仍有

待提升。“与抽水蓄能机组相比，锂离子

电池储能寿命较短、可用容量不断衰减，

全寿命周期度电成本较高。 ”陈满说。

再次，储能商业模式与市场机制有

待进一步完善。 陈满表示，目前储能辅

助火电机组调频发展空间有限；新能源

配套储能额外增加了发电企业成本，成

本分摊及疏导机制有待完善；电网侧储

能缺乏成本回收渠道及价格机制；用户

侧储能获益受制峰谷价差，只有在峰谷

价差较大的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地

区得到比较广泛应用，企业盈利仍需精

细化管理。

推动新型储能科学合理配置

为进一步夯实新型储能高质量规

模化发展的基础，刘亚芳建议，要强化

规划引导， 推动新型储能科学合理配

置。结合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需求和新型

能源体系发展情况，科学安排新型储能

发展规模、建设布局和建设时序，适时

开展实施方案的调整。

在提高新型储能设施利用效率方

面，刘亚芳表示，要加强调度运用。电力

调控机构要加快完善储能调度管理制

度，积极探索建立新型储能、新能源加

储能一体化系统的调度机制。推动多元

化新型储能技术应用和产业发展，鼓励

各地开展政策机制的先行先试。

此外， 还需要加强新型储能标准的

制定修订工作。“我们正在组织研究编制

大型风光基地及送电配套新型储能的规

划技术导则， 下一步将结合各方面的反

馈意见完善以后抓紧出台。 ”刘亚芳说。

本次会议同期举办了 《中国新型

储能发展报告2023》 发布会。 报告指

出，为解决当前新型储能项目成本回收

困难的问题，应进一步加强新型储能价

格机制研究，按照“谁受益，谁付费” 的

原则，结合电力市场建设情况，因地制

宜， 灵活运用市场和政策两种手段，创

新商业模式，让新型储能的价值得到充

分体现和回报。

游戏版号核发进度超预期

供给改善有望提升行业增速

●本报记者 于蒙蒙

近期， 国家新闻出版署在一周之

内相继核发2023年进口游戏版号和3

月份国产游戏版号， 这在以往并不多

见。 游戏大厂方面，腾讯、网易连续5

个月获得版号。品类层面也有突破，在

最新一期版号明细中出现传奇类游戏

的身影， 版号审核对于内容题材边际

放宽。相关公司加快了发行节奏，部分

新品上线后取得了亮眼成绩。

业内人士表示， 版号常态化发放

已经得到确认， 国内游戏市场供给侧

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今年行业增速有

望进一步提升。

版号集中核发

3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3

月份国产网络游戏审批信息，共86款

游戏获批。 游戏大厂方面，网易的《零

号任务》、腾讯的《末刀》双双在列，

这已是腾讯、 网易连续5个月获得版

号。 7家A股上市公司揽获版号，包括

三七互娱的《星星生活乐园》和《王

国火种》、吉比特的《硬核机甲》、星

辉娱乐的《起源与勇士》、世纪华通的

《明月传奇》、 中青宝的 《曙光调查

团》和《进击的堡垒》、凤凰传媒的

《我们决定去火星》、北纬科技的《奶

茶拼图》。

今年以来国产游戏版号发放稳

定， 每月发放数量均在80个以上，总

体政策端稳定向好。 自2022年4月版

号重启以来， 国家新闻出版署共发放

了808个版号，包括737个国产游戏版

号和71个进口游戏版号， 除5月和10

月外，每个月均有版号发放。招商证券

认为，3月国产游戏版号的发放，无论

从时间间隔还是发放数量， 进一步体

现发放趋势稳定， 预示行业政策端总

体向好。

审批态势改善的还有进口游戏。

就在3月国产版号下发的三天前，国家

新闻出版署发布了2023年进口网络

游戏审批信息，共27款游戏获批。 网

易的《劲舞团： 全民派对》、 腾讯的

《庄园合合》双双获批。此外涉及多家

上市公司，包括皖新传媒的《仙剑客

栈2梦回余杭》、世纪华通的《七人传

奇：光与暗之交战》、心动公司的《画

中世界》和《传说法师》以及哔哩哔

哩的《闪耀！ 优俊少女》。

值得注意的是， 国家新闻出版署

曾在去年12月28日核发了2022年进

口游戏版号， 彼时共涉及44款游戏，

此次进口游戏版号发布打破了过去只

在下半年尤其是11月、12月才发放的

传统。 进口游戏版号方面，2020年共

发放3批涉及97款游戏，2021年共发

放2批涉及76款游戏， 参照这两批进

口游戏版号发放的时间间隔以及往年

情况， 业内人士以此判断今年恢复到

2-3批进口版号的概率较大。

重磅产品蓄势待发

随着游戏版号的有序核发， 游戏

行业有望进入新的游戏上线周期。 国

内游戏市场已逐步回暖， 新游戏定档

节奏明显加速， 且多数具有较强的竞

争力。

作为行业龙头， 腾讯游戏业务的

改善预期逐步走强。今年以来，腾讯已

获得6款国产版号和1款进口游戏版

号。腾讯也加快了新品上线节奏，刚收

获版号不久，《黎明觉醒：生机》在2月

23日正式不限号不删档上线，当日即

登顶iOS免费榜总榜、iOS畅销榜第7

位。 腾讯的《合金弹头:觉醒》将于4

月28日上线，《重生边缘》将于4月测

试，《宝可梦大集结》 已处于预约状

态，《命运方舟》 即将开启测试，《无

畏契约》有望在上半年上线。

腾讯公司总裁刘炽平近期在业绩

说明会上表示， 公司正受益于游戏版

号审批的正常化， 这有利于今年及以

后的游戏发布。在新的行业规范下，公

司更加专注于推出高潜力主题游戏，

将流行IP与游戏专长相结合。

网易方面，旗下《逆水寒》手游于

今年1月收获版号， 有望抢占更多

MMO赛道市场份额。 截至3月24日，

已有2373.38万玩家通过其网站预约

《逆水寒》手游，该产品将于6月30日

上线。从产品储备方面看，公司游戏管

线丰富，重点产品包括《哈利波特：魔

法觉醒》， 海外版预计今年第二季度

上线； 获发版号的产品储备还包括

《超凡先锋》《巅峰极速》等。

在前不久的进口游戏版号名单

中，哔哩哔哩的《闪耀！ 优俊少女》获

批受到市场关注。 该产品系日本二次

元IP手游《赛马娘》 的中文名称，在

Sensor� Tower公布的2022年日本手

游畅销榜前十位中，《赛马娘》在日本

本土吸金超7亿美元，蝉联手游畅销榜

冠军。今年第二季度，哔哩哔哩在国内

市场将上线自研游戏《斯露德》和独

家代理游戏《千年之旅》，海外市场将

上线《依露希尔》和5款代理游戏，全

年游戏业务收入具有强劲支撑。

此外，三七互娱《扶摇一梦》《梦

想大航海》《不朽觉醒》《光明冒险》

《曙光计划》等均有版号。心动公司的

《火炬之光：无限》有望于今年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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