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触点智能创始人陈树斌：

挑战极限 打破微米级封装技术垄断

本报记者 彭勇 万宇 武卫红

高端半导体封装设备曾一度被海外发达国家所垄断，近年来，一批

中国企业奋起直追，在这一领域站稳脚跟，东莞触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就是其中之一。 成立6年拿下三个中国第一；“烧钱”研发导致连亏5年；

设备操作误差控制在正负5微米左右， 不到头发丝直径的十分之一……

作为半导体封装设备领域的一家硬科技企业，触点智能规模不大、干劲

十足、目标远大，跑出了加速度。

触点智能创始人、 总经理陈树斌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说，

凭借连续几年的高强度研发，公司突破多项关键技术，实现了多款半导

体封装设备的量产，打破了国外的垄断，并且在一些技术指标上接近国

际先进水平。 未来将继续努力，铆足劲突破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

填补国内空白

触点智能是陈树斌的二次创业的成果。10多年前，他作为二股东，参

与创立超音速人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2015年在新三板挂牌。

离开超音速创办触点智能，一方面是因为半导体设备行业有更好的商业

模式，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填补国内空白，为半导体行业发展作出一些贡

献。

2015年，陈树斌参观一家知名光学元器件公司的工厂时，看到手机

摄像头产线上的封装设备都是从新加坡进口的，其精度能达到10-15微

米。 这样的设备国外在十多年前就已经生产出来了，而国内当时半导体

封装的精度天花板却只有50微米。

“我大受触动，既为这个领域蕴藏的机会感到兴奋，更想为中国人

争一口气。 ” 陈树斌说，半导体封装设备价格昂贵，但当时国内几乎都依

赖进口，其中的原因是半导体封装设备门槛高、投入高，产生回报周期

长。不少企业认为，与其投入大量资源制造半导体封装设备，还不如直接

购买欧美设备来得快。

但陈树斌觉得半导体封装这个“高精尖” 行业里不能少了中国人的

身影，他希望突破国外垄断，让中国企业用上国产设备。 2016年，陈树斌

创立了触点智能。

2017年，触点智能重点开展固晶机攻关，集中力量突破摄像模组固

晶封装贴合技术。在精密制造过程中，封装贴合要求取放动作平稳、贴装

位置精准。摆臂移动、视觉监控、工艺优化、驱控算法、底层运控……环环

相扣，研发人员一步一交流，一天一总结，做出了最优方案。

2019年下半年，触点智能研发的COBinline整线通过测试，精度达

到正负10微米，打破了国外长期对于该项技术的垄断。

网罗全球人才

走进触点智能的办公区，首先看到的是公司展厅，这里展示着公司

的产品、荣誉证书、技术专利证书等，最显眼的地方展示了公司的三个

“中国第一” ：中国首家CMOS固晶机量产商、中国首家COB全自动封

装整线量产商、中国首家BGA封装多层超薄固晶机供应商。

仅用6年时间就取得这三个第一，陈树斌颇感自豪。半导体封装设备

要完成的是将芯片“吸上来、贴合好、焊上线” 的过程。这听起来简单，但

因芯片体积极小，完成这一套操作的精密度要求非常高，需要突破软件

架构、仿真、精密机械、运动控制等多个领域的技术难题。 从只有不到十

人的初创团队，到在国内半导体芯片封装设备领域站稳脚跟，这背后人

才的支撑最为重要。

陈树斌坦言，公司成立之初，他有一半时间花在招人上。此前曾在一

家日本知名半导体装备公司工作近30年的千叶博士是半导体领域的

“大咖” ，陈树斌的真诚，加上松山湖管委会对松山湖发展科技的决心最

终打动了他，千叶加入了触点智能，担任触点智能研究院院长。

千叶的加盟极大地提高了触点智能的研发实力。以存储芯片堆叠封

装设备为例，在千叶的主持下，团队快速开发出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并

获得头部客户的认可。

从手机芯片封装看，需要将芯片等配件贴合到基座框架上，这个过

程需要用到机械摆臂。 而此前机械摆臂操作路径呈直角进行，整个过程

耗时0.8秒。 在千叶的启发下，团队很快实现操作路径弧形移动，整个过

程只需要0.6秒。这短短0.2秒意义非凡，原先设备每小时可完成贴片工作

3500件，优化后可实现每小时完成5000件，效率提升40%。 同样的时间，

现在两台设备即可完成以前三台设备的工作量，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生产

成本。

如今，触点智能汇聚的人才越来越多。除了在松山湖大本营，触点智

能还在新加坡、中国香港、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逐步建立起全球研发

网络，招揽全球人才，创新管理模式。

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一组数据解释了触点智能快速发展的另一个原因：公司成立以来共

融资近两亿元，而研发投入已经突破1亿元。 陈树斌介绍，公司曾一度承

受巨大的压力，连续亏损5年，几位创始人一度领着每个月5000的工资，

但触点智能在研发投入上不计成本。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持续对底层共性技术投入研究，公司能够实

现封装的芯片等级越高， 应用也越来越多，coms芯片封装设备、

COBinline整线到存储芯片堆叠固晶机、存储整线……触点智能的产品

近几年相继落地，并实现量产，客户也越来越多，受到多家国内龙头企业

的认可。

陈树斌介绍，他们在一款国外“卡脖子” 的封装设备———超薄芯片

多层堆叠机上实现了突破， 可实现对厚度≥25微米的芯片进行堆叠，堆

叠层数最高可至32层，精度可达正负5微米。触点智能的超薄芯片多层堆

叠机多项技术指标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且有望通过持续改进超越

国际先进水平。 该设备也受到多个客户的欢迎，取得良好的市场反响。

触点智能目前估值已超10亿元。 今年二季度，公司开始B轮融资，计

划在2026年上市。 陈树斌表示，未来，触点智能将向传感和通信芯片领

域拓展，在更多关键技术领域突破国外垄断，为高端半导体封装设备国

产化作出贡献。

拓斯达：十年铸剑助力“中国制造” 突围

本报记者 彭勇 武卫红 万宇

在“世界工厂” 东莞的企业群体里，拓斯达是个独特的

观察样本。 16年来，拓斯达从成立、成长到壮大，沿着产业链

不断向上攀升，标注着中国制造的时代烙印，是不可多得的

见证者。

从注塑机辅助设备起家， 继而转到工业机器人产业，再

切入“工业母机” 行业。 拓斯达历经三次转型进化，每次都针

对行业需求和痛点，助力中国制造在转型升级中突围，是扎

扎实实的推动者。

日前，中国证券报记者探访了拓斯达，探寻拓斯达坚定

做长期主义者，为中国制造打造智能装备，实现“让工业制造

更美好”梦想的发展历程。

摘下“皇冠上的明珠”

2001年，21岁的吴丰礼退伍南下，只身一人来到东莞。那

一年，中国正式加入WTO，珠三角地区热火朝天，机器日夜

轰鸣。 在制造业摸爬滚打几年后，2004年吴丰礼与同事一起

辞职，在注塑机行业开始创业。随着业务不断发展壮大，2007

年拓斯达正式成立。

靠着顽强的拼搏精神， 又恰逢国内制造业飞速发展，注

塑机需求旺盛，从注塑机周边辅机设备到整机，拓斯达一步

步发展壮大。 时至今日， 注塑机依然是公司核心业务之一，

2022年注塑机及相关业务营收规模约4.3亿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过后， 珠三角制造业加速转型升

级，机器换人的需求越来越多。 工业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

“皇冠上的明珠” ， 代表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水平。 但当时

ABB、发那科、安川和库卡等国外“四大家族” 牢牢把控市

场，高昂的价格让不少工厂望而却步。

“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 自主可控的机器人

必定是一个关键突破口。 ” 拓斯达董事长吴丰礼说，从那时

起，拓斯达就决定将未来发展重心锁定在工业机器人领域。

2010年，拓斯达组建研发团队，推出第一款自主研发的

机械手控制系统。 相比国外同类产品，性能不差上下，成本却

只有几分之一，由此迅速抢占了市场。 2014年，拓斯达组建自

动化团队。 一年之后，公司研发多关节机器人，逐步实现运动

算法优化、视觉系统等核心技术突破，并完成了多关节机器

人本体开发。 2017年，拓斯达在深交所敲钟上市，成为广东首

家登陆创业板的机器人骨干企业。

拓斯达IPO募集资金约3.4亿元，2019年通过公开增发募

资6.5亿元，2021年又通过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募资6.7

亿元，资金实力大大增强。 近三年，公司研发投入合计超过

4.32亿元，在控制器、伺服驱动、视觉系统等底层技术领域不

断突破，并在通用运动控制平台软硬件方面全部实现了自主

研发，逐步实现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

目前，拓斯达工业机器人涵盖SCARA机器人、六轴多关

节机器人、Delta并联机器人及协作机器人等。 2022年，公司

又成功研发出多款SCARA机器人和六轴机器人新产品，多

项核心技术再次取得突破性进展，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应用

系统业务全年实现营收近13亿元，同比增长15.29%。

勇攀“工业母机”金字塔

随着国内制造业不断升级，对加工制造的精度、效率、稳

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机器人领域深耕多年之后，拓斯

达又将目光瞄准了数控机床行业。

机床是工业体系的基石，被称作“工业母机” ，是衡量一

个国家工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其中，五轴数控机床更

是被看作该领域的“金字塔尖” 。 “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

制造强国的背景下，加强国产‘工业母机’ 核心技术攻关，加

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对提升我国制造业自主可控水

平具有重要意义。 ”吴丰礼说。

据介绍，五轴数控机床专门用于加工空间复杂曲面和多

面体，是航空航天、汽车、军工等先进制造业不可或缺的关键

设备。 但由于涉及计算机控制、高性能伺服驱动和精密加工

等关键技术，技术壁垒极高，目前市场主要由德玛吉、山崎马

扎克、 哈默等外资品牌主导， 高端数控机床国产化率不足

10%。

2020年，拓斯达组建数控机床事业部，开始投入大量资

源拓展数控机床产品线， 并将目标锁定在五轴数控机床上。

2021年，拓斯达收购东莞埃弗米数控设备科技有限公司51%

的股权。 埃弗米公司创始团队深耕五轴数控机床二十余年，

技术积淀深厚。

收购完成后，双方技术和资源优势全面整合，进一步提

升了技术实力。 埃弗米已实现主轴、转台、摆头等核心零部件

关键技术自主可控。 其中，作为精准加工最关键的部件，公司

自主研发的主轴采用独创的轴心冷却和环向喷射技术，有效

控制轴心热伸长，转速达到业内最高水平2万转/分钟，暖机

后长时间工作轴心稳定在1微米。

2022年，拓斯达成功推出两款新产品———GMU600天车

式五轴联动加工中心、DMU300立式五轴联动加工中心，五

轴联动数控机床全年出货量超过130台，同比增长一倍多。数

控机床业务全年营业收入2.23亿元，同比增长近1.5倍。

坚持赋能“中国智造”

成立之初，拓斯达提出坚持长期主义，“立长志、走远路、

下苦功” ，打造一流品质的企业和产品，让工业制造更美好。

在数字化浪潮下，近年来，拓斯达在智能制造领域不断发力

并持续突破。

2020年以来，拓斯达设立了广东省3C智能机器人与柔性

制造企业重点实验室、广东省工业机器人与智能装备驱控一

体化系统及应用技术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2021年，公司

连续夺得 “2021中国智能制造50强”“2021广东企业500

强”“2021工业机器人TOP50”等多项荣誉。

借助设备监控平台、厂务中央监控系统、能源管理系统

等先进的数字化系统， 拓斯达为企业提供智能制造综合服

务。 以核心技术驱动的智能硬件平台，还可以为企业量身定

制一整套智能工厂解决方案。 生产线上“白天无人、晚上无

灯” ，整个工厂运行只要坐在中央控制室里操控就行，这受到

了越来越多企业的欢迎。 2022年，拓斯达营业收入逆势强劲

增长，增至近50亿元，同比增长超五成，较上市之前增长超10

倍。

在拓斯达智能设备总部基地，工程建设如火如荼，未来

发展蓝图正徐徐打开：以工业机器人、注塑机、数控机床为核

心智能装备，打造以核心技术驱动的智能硬件平台，助力100

万制造企业实现智能制造，助力100万工程师服务智能制造，

最终发展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级的工业机器人企业标杆。

吴丰礼说，未来拓斯达将持续做好产品研发，精益求精

打磨产品质量，更好助力中国制造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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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下“皇冠上的明珠”

2001年，21岁的吴丰礼退伍南下，

只身一人来到东莞。 那一年，中国正式

加入WTO， 珠三角地区热火朝天，机

器日夜轰鸣。 在制造业摸爬滚打几年

后，2004年吴丰礼与同事一起辞职，在

注塑机行业开始创业。 随着业务不断

发展壮大，2007年拓斯达正式成立。

靠着顽强的拼搏精神， 又恰逢国

内制造业飞速发展，注塑机需求旺盛，

从注塑机周边辅机设备到整机， 拓斯

达一步步发展壮大。 时至今日，注塑机

依然是公司核心业务之一，2022年注

塑机及相关业务营收规模约4.3亿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过后， 珠三

角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 机器换人的

需求越来越多。 工业机器人，被誉为制

造业“皇冠上的明珠” ，代表一个国家

的制造业水平。 但当时ABB、发那科、

安川和库卡等国外“四大家族” 牢牢

把控市场， 高昂的价格让不少工厂望

而却步。

“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

变， 自主可控的机器人必定是一个关

键突破口。 ” 拓斯达董事长吴丰礼说，

从那时起， 拓斯达就决定将未来发展

重心锁定在工业机器人领域。

2010年，拓斯达组建研发团队，推

出第一款自主研发的机械手控制系

统。 相比国外同类产品， 性能不差上

下，成本却只有几分之一，由此迅速抢

占了市场。 2014年，拓斯达组建自动化

团队。 一年之后，公司研发多关节机器

人，逐步实现运动算法优化、视觉系统

等核心技术突破， 并完成了多关节机

器人本体开发。 2017年，拓斯达在深交

所敲钟上市， 成为广东首家登陆创业

板的机器人骨干企业。

拓斯达IPO募集资金约3.4亿元，

2019年通过公开增发募资6.5亿元，

2021年又通过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债募资6.7亿元，资金实力大大增强。 近

三年， 公司研发投入合计超过4.32亿

元，在控制器、伺服驱动、视觉系统等底

层技术领域不断突破，并在通用运动控

制平台软硬件方面全部实现了自主研

发，逐步实现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

目前， 拓斯达工业机器人涵盖

SCARA机器人、 六轴多关节机器人、

Delta并联机器人及协作机器人等。

2022年， 公司又成功研发出多款

SCARA机器人和六轴机器人新产品，

多项核心技术再次取得突破性进展，工

业机器人及自动化应用系统业务全年

实现营收近13亿元，同比增长15.29%。

勇攀“工业母机” 金字塔

随着国内制造业不断升级， 对加

工制造的精度、效率、稳定性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在机器人领域深耕多年之

后， 拓斯达又将目光瞄准了数控机床

行业。

机床是工业体系的基石， 被称作

“工业母机” ，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现

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其中，五轴数控

机床更是被看作该领域的 “金字塔

尖” 。 “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

强国的背景下，加强国产‘工业母机’

核心技术攻关，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 对提升我国制造业自主可

控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 吴丰礼说。

据介绍， 五轴数控机床专门用于

加工空间复杂曲面和多面体， 是航空

航天、汽车、军工等先进制造业不可或

缺的关键设备。 但由于涉及计算机控

制、 高性能伺服驱动和精密加工等关

键技术，技术壁垒极高，目前市场主要

由德玛吉、山崎马扎克、哈默等外资品

牌主导， 高端数控机床国产化率不足

10%。

2020年， 拓斯达组建数控机床事

业部， 开始投入大量资源拓展数控机

床产品线， 并将目标锁定在五轴数控

机床上。 2021年，拓斯达收购东莞埃弗

米数控设备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

权。 埃弗米公司创始团队深耕五轴数

控机床二十余年，技术积淀深厚。

收购完成后， 双方技术和资源优

势全面整合，进一步提升了技术实力。

埃弗米已实现主轴、转台、摆头等核心

零部件关键技术自主可控。 其中，作为

精准加工最关键的部件， 公司自主研

发的主轴采用独创的轴心冷却和环向

喷射技术，有效控制轴心热伸长，转速

达到业内最高水平2万转/分钟， 暖机

后长时间工作轴心稳定在1微米。

2022年， 拓斯达成功推出两款新

产品———GMU600天车式五轴联动加

工中心、DMU300立式五轴联动加工

中心， 五轴联动数控机床全年出货量

超过130台，同比增长一倍多。 数控机

床业务全年营业收入2.23亿元，同比增

长近1.5倍。

坚持赋能“中国智造”

成立之初， 拓斯达提出坚持长期

主义，“立长志、走远路、下苦功” ，打

造一流品质的企业和产品， 让工业制

造更美好。 在数字化浪潮下，近年来，

拓斯达在智能制造领域不断发力并持

续突破。

2020年以来， 拓斯达设立了广东

省3C智能机器人与柔性制造企业重点

实验室、 广东省工业机器人与智能装

备驱控一体化系统及应用技术工程技

术研究开发中心。 2021年，公司连续夺

得 “2021中国智能制造50强”“2021

广东企业500强”“2021工业机器人

TOP50”等多项荣誉。

借助设备监控平台、 厂务中央监

控系统、 能源管理系统等先进的数字

化系统， 拓斯达为企业提供智能制造

综合服务。 以核心技术驱动的智能硬

件平台， 还可以为企业量身定制一整

套智能工厂解决方案。生产线上“白天

无人、晚上无灯” ，整个工厂运行只要

坐在中央控制室里操控就行， 这受到

了越来越多企业的欢迎。 2022年，拓斯

达营业收入逆势强劲增长， 增至近50

亿元，同比增长超五成，较上市之前增

长超10倍。

在拓斯达智能设备总部基地，工

程建设如火如荼，未来发展蓝图正徐

徐打开：以工业机器人、注塑机、数控

机床为核心智能装备，打造以核心技

术驱动的智能硬件平台， 助力100万

制造企业实现智能制造， 助力100万

工程师服务智能制造，最终发展成为

全国乃至世界级的工业机器人企业

标杆。

吴丰礼说， 未来拓斯达将持续做

好产品研发，精益求精打磨产品质量，

更好助力中国制造高质量发展。

在“世界工厂” 东莞的

企业群体里， 拓斯达是个独

特的观察样本。 16年来，拓斯

达从成立、成长到壮大，沿着

产业链不断向上攀升， 标注

着中国制造的时代烙印，是

不可多得的见证者。

从注塑机辅助设备起

家， 继而转到工业机器人产

业， 再切入 “工业母机” 行

业。 拓斯达历经三次转型进

化， 每次都针对行业需求和

痛点， 助力中国制造在转型

升级中突围， 是扎扎实实的

推动者。

日前， 中国证券报记者

探访了拓斯达， 探寻拓斯达

坚定做长期主义者， 为中国

制造打造智能装备，实现“让

工业制造更美好” 梦想的发

展历程。

拓斯达：十年铸剑助力“中国制造” 突围

●本报记者 彭勇 武卫红 万宇

填补国内空白

触点智能是陈树斌的二次创业的

成果。 10多年前，他作为二股东，参与

创立超音速人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2015年在新三板挂牌。离开超

音速创办触点智能， 一方面是因为半

导体设备行业有更好的商业模式，更

重要的是他希望填补国内空白， 为半

导体行业发展作出一些贡献。

2015年， 陈树斌参观一家知名光

学元器件公司的工厂时， 看到手机摄

像头产线上的封装设备都是从新加坡

进口的，其精度能达到10-15微米。 这

样的设备国外在十多年前就已经生产

出来了， 而国内当时半导体封装的精

度天花板却只有50微米。

“我大受触动，既为这个领域蕴藏

的机会感到兴奋， 更想为中国人争一

口气。 ” 陈树斌说，半导体封装设备价

格昂贵，但当时国内几乎都依赖进口，

其中的原因是半导体封装设备门槛

高、投入高，产生回报周期长。 不少企

业认为， 与其投入大量资源制造半导

体封装设备， 还不如直接购买欧美设

备来得快。

但陈树斌觉得半导体封装这个

“高精尖” 行业里不能少了中国人的

身影，他希望突破国外垄断，让中国企

业用上国产设备。 2016年，陈树斌创立

了触点智能。

2017年， 触点智能重点开展固晶

机攻关， 集中力量突破摄像模组固晶

封装贴合技术。 在精密制造过程中，封

装贴合要求取放动作平稳、 贴装位置

精准。 摆臂移动、视觉监控、工艺优化、

驱控算法、底层运控……环环相扣，研

发人员一步一交流，一天一总结，做出

了最优方案。

2019年下半年， 触点智能研发的

COBinline整线通过测试，精度达到正

负10微米， 打破了国外长期对于该项

技术的垄断。

网罗全球人才

走进触点智能的办公区， 首先看

到的是公司展厅， 这里展示着公司的

产品、荣誉证书、技术专利证书等，最

显眼的地方展示了公司的三个 “中国

第一” ： 中国首家CMOS固晶机量产

商、 中国首家COB全自动封装整线量

产商、 中国首家BGA封装多层超薄固

晶机供应商。

仅用6年时间就取得这三个第一，

陈树斌颇感自豪。 半导体封装设备要

完成的是将芯片“吸上来、贴合好、焊

上线” 的过程。 这听起来简单，但因芯

片体积极小， 完成这一套操作的精密

度要求非常高，需要突破软件架构、仿

真、精密机械、运动控制等多个领域的

技术难题。 从只有不到十人的初创团

队， 到在国内半导体芯片封装设备领

域站稳脚跟， 这背后人才的支撑最为

重要。

陈树斌坦言，公司成立之初，他有

一半时间花在招人上。 此前曾在一家

日本知名半导体装备公司工作近30年

的千叶博士是半导体领域的“大咖” ，

陈树斌的真诚， 加上松山湖管委会对

松山湖发展科技的决心最终打动了

他，千叶加入了触点智能，担任触点智

能研究院院长。

千叶的加盟极大地提高了触点智

能的研发实力。 以存储芯片堆叠封装

设备为例，在千叶的主持下，团队快速

开发出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并获得

头部客户的认可。

从手机芯片封装看， 需要将芯片

等配件贴合到基座框架上， 这个过程

需要用到机械摆臂。 而此前机械摆臂

操作路径呈直角进行， 整个过程耗时

0.8秒。在千叶的启发下，团队很快实现

操作路径弧形移动， 整个过程只需要

0.6秒。 这短短0.2秒意义非凡，原先设

备每小时可完成贴片工作3500件，优

化后可实现每小时完成5000件， 效率

提升40%。 同样的时间，现在两台设备

即可完成以前三台设备的工作量，可

以有效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如今， 触点智能汇聚的人才越来

越多。 除了在松山湖大本营，触点智能

还在新加坡、中国香港、日本、美国等

国家和地区逐步建立起全球研发网

络，招揽全球人才，创新管理模式。

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一组数据解释了触点智能快速发

展的另一个原因： 公司成立以来共融

资近两亿元，而研发投入已经突破1亿

元。 陈树斌介绍，公司曾一度承受巨大

的压力，连续亏损5年，几位创始人一

度领着每个月5000的工资， 但触点智

能在研发投入上不计成本。

功夫不负有心人， 通过持续对底

层共性技术投入研究， 公司能够实现

封装的芯片等级越高， 应用也越来越

多，coms芯片封装设备、COBinline整

线到存储芯片堆叠固晶机、 存储整线

……触点智能的产品近几年相继落

地，并实现量产，客户也越来越多，受

到多家国内龙头企业的认可。

陈树斌介绍，他们在一款国外“卡

脖子” 的封装设备———超薄芯片多层

堆叠机上实现了突破， 可实现对厚

度≥25微米的芯片进行堆叠， 堆叠层

数最高可至32层， 精度可达正负5微

米。 触点智能的超薄芯片多层堆叠机

多项技术指标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 并且有望通过持续改进超越国际

先进水平。 该设备也受到多个客户的

欢迎，取得良好的市场反响。

触点智能目前估值已超10亿元。

今年二季度，公司开始B轮融资，计划

在2026年上市。 陈树斌表示，未来，触

点智能将向传感和通信芯片领域拓展，

在更多关键技术领域突破国外垄断，为

高端半导体封装设备国产化作出贡献。

高端半导体封装设备曾

一度被海外发达国家所垄

断，近年来，一批中国企业奋

起直追， 在这一领域站稳脚

跟， 东莞触点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成立6年

拿下三个中国第一；“烧钱”

研发导致连亏5年；设备操作

误差控制在正负5微米左右，

不到头发丝直径的十分之一

……作为半导体封装设备领

域的一家硬科技企业， 触点

智能规模不大、干劲十足、目

标远大，跑出了加速度。

触点智能创始人、 总经

理陈树斌在接受中国证券报

记者专访时说， 凭借连续几

年的高强度研发， 公司突破

多项关键技术， 实现了多款

半导体封装设备的量产，打

破了国外的垄断， 并且在一

些技术指标上接近国际先进

水平。 未来将继续努力，铆足

劲突破更多“卡脖子” 技术

难题。

触点智能创始人陈树斌：

挑战极限 打破微米级封装技术垄断

面积102平方公里，经济总量800亿元……如果不是亲履其地，很难相信东莞松山湖竟然雄心如斯：立志要当“世界工厂实验室” ，为东莞转型升级探

路，为中国制造打造新样本。

抢占科技制高点，实现“领跑” ，是松山湖探路的目标。 发力基础研究，推动原始创新，是松山湖挺进的路径。 借力资本市场，培育上市公司，是松山湖

快速成长的法宝。 随着各类高端创新要素不断涌入，松山湖站上了新的起点，承载着新的使命，向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继续前进。

●本报记者 彭勇 万宇 武卫红

拓斯达机器人生产车间 公司供图

触点智能办公场所 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