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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5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快制造强

国建设。 推动集成电路、第五代移

动通信、飞机发动机、新能源汽车、

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其中，集成电

路被放在首位，其被重视程度不言

而喻。

半导体行业资深专家莫大康

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集成电

路(IC)被提及说明国家再次重视，

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关键

在于企业进步，特别是骨干企业的

进步，如芯片设计企业：华为海思

半导体、展讯半导体；芯片制造企

业：中芯国际、华虹集团；芯片封

装、测试企业：长电科技、通富微

电、华天科技，每个类别中两到三

家企业的表现才是关键。

天风证券的研究报告指出，作

为国之重器的集成电路产业，是

大国崛起的核心制造产业。 资本

的集中和政策的扶持， 都会将集

成电路投资推到一个从未有过的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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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作为关键词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及是 2014 年，其

次是 2015 年。 2014 年，国务院印发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

要》，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上升为国

家战略， 从政策上完善落实了一系

列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措施，

并设置了分阶段目标，明确了“十三

五” 期间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

重点及目标。 到了 2014 年 9 月，国

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设立，主

要用于集成电路产业的投资。 从顶

层设计和投融资方面为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集

成电路产业研究所副主任葛婕认

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推动集

成电路产业发展放在中国制造品

质革命的首位，再一次强调了集成

电路的战略性地位，更是彰显了国

家对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决心，对

下一步提升集成电路产业技术水

平、产品应用推广、增强企业实力、

优化投融资环境等方面都具有较

强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每年芯片进口

的花费都远超原油， 而芯片所属

的集成电路产业正是网络时代的

硬件基础，被誉为现代工业的“粮

食”，是助力大国崛起的核心制造

产业。 有数据显示，未来受到 AI、

物联网、5G、汽车智能化等产业的

推动，从 2017 年开始到 2022 年全

球半导体销售产值将突破 5000 亿

美元。

在全国人大代表、 重庆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吴存荣看来，近年来

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已进入快速发展

轨道，年产值突破千亿元大关，以集

成电路为核心的电子信息产业规模

超过了以汽车、石油、钢铁为代表的

传统工业， 成为改造和拉动传统产

业迈向数字时代的强大引擎和雄厚

基石。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

示，2017 年全年中国集成电路产量

达到 1564.6 亿块 ， 与 2016 年的

1318 亿块相比增长 18.7%，与 2014

年的 1015.5 亿块相比增长了 54%。

在此前的一系列政策扶持下，

我国集成电路产能虽有提升， 但仍

需持续发力。葛婕告诉记者，据赛迪

智库预测，2017 年中国集成电路产

业规模是 5100 亿元，中国集成电路

产业规模大概能占全球集成电路产

业规模 7%~10%。 而中国每年消费

的半导体价值超过 1000 亿美元，占

全球出货总量的近 1/3（集成电路

市场规模占全部半导体行业约

81%），也将意味着中国每年要消耗

全球 1/3 的半导体， 每年却只能生

产 1/10 的产能。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罗文

在 1 月 25 日指出， 近年来我国集

成电路产业在产业规模、 核心技

术、骨干企业实力、融资环境皆有

进步，但是也要看到集成电路产业

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体现

为两个“没有根本转变”：核心技术

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根本转变，产

品结构仍然处于中低端的格局没

有根本转变。

自主芯片受重视

在利好政策的扶持下， 近几年

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正日渐壮大。

其中，在封装测试方面，长电科

技、华天科技、通富微电等国内企业

已经挤入全球前十； 在晶原体制造

领域， 中芯国际在全球代工企业排

名中位列第四，28 纳米制程晶圆已

经实现量产。 此外，公开信息显示，

武汉长江存储的 32 层 3D�NAND�

Flash 产品， 福建晋华的 32 纳米制

程的 DRAM利基型产品，以及合肥

长鑫 (睿力 ) 的 19 纳米制程的

DRAM 产品均将在 2018 年底前实

现试产。

在芯片设计方面，华为海思与

紫光展锐进入全球 IC 设计前十

名；上海兆芯、国科微电子、寒武纪

分别在电脑 CPU、 卫星电视与安

防监控、深度学习专用处理器芯片

(NPU)方面有广泛应用。 我国设计

业企业总数也从 2015 年的 736

家， 增加到 2016 年的 1362 家，使

得 IC 设计从业人数达到了 13 万

人的规模。

在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芮晓武

看来， 集成电路是制造业转型任务

的重中之重， 将其作为核心发展内

容来部署工作是对的， 但关键是如

何将发展落到实处， 一个棘手的问

题就是“差钱”。

“建一条集成电路的生产线就

需要几十亿度电， 若电费每度 1 毛

钱， 就意味着这条生产线的成本多

了几亿元。 ”芮晓武表示，集成电路

的发展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额

度大得像个天文数字”，依旧需要金

融助力。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

银行行长郑之杰表示， 国家开发银

行一直在通过固定资产投资等方式

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开

始， 我们对全国智能制造业进行了

调研，感觉集成电路，也就是芯片产

业的发展很需要资金扶持， 我们也

给予了帮助。 但我个人认为，只给贷

款还不够， 应当通过投资做大产业

基金。 ”

此外， 在资金层面， 葛婕认

为， 此前国家大基金在重点产品

领域尚未完成布局。 CPU、FPGA、

DSP、存储器等高端芯片进口依赖

问题依然严重， 技术突破仍存瓶

颈， 需要大基金在以上产品领域

深入布局。

据葛婕介绍， 骨干企业依然难

以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资金瓶颈。 中

芯国际的企业规模和技术实力与台

积电等国际龙头相比仍存在较大差

距， 长江存储和晋华存储尚未实现

产品的量产出货， 难以靠自身积累

完成后续扩产投资。此外，国内资金

投入与国际龙头企业相比仍存较大

差距。 国际龙头在持续投入巨额资

金巩固行业地位， 国内企业的赶超

压力不断加大。长期来看，我国集成

电路产业发展仍然需要持续性的资

金投入。

除了资金层面， 葛婕认为集

成电路产业的核心技术仍有待突

破，产业布局仍然需要优化、产业

人才仍存在较大缺口、 外部环境

压力逐渐增大。 葛婕介绍，国内企

业近年来虽然发展迅速， 但是总

体来看核心技术积累薄弱， 创新

性技术和产品储备不足， 部分高

端芯片方面仍高度依赖进口。 先

进制造工艺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差

2.5 代以上。 高端光刻机、光刻胶、

12 英寸硅片等核心设备和材料仍

未完全实现国产化。

产业布局方面， 在国家政策环

境和融资环境向好的情况下， 各地

投资建线热情高涨， 出现生产线项

目多地开花、 多地竞相引进同一外

资企业的现象， 重复和低端投资仍

然存在。葛婕表示，芯片设计企业散

小乱问题依然突出， 据统计，2017

年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达到 1380 多

家，数量仍继续增长，小而散的格局

有待改善。

此外，葛婕向记者表示，我国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时间较短，高

端人才积累较少，技术研发管理、

产品开发管理、 生产线管理等高

端人才严重不足。 从境外引进高

端人才又面临来自境外政府和企

业的限制，领军人物尚待挖掘。 国

内集成电路企业的并购整合和境

外布局将成为行业发展趋势，亟

须具备全局视野和国际视野的行

业领军人物。

行业仍需自强

雷军历年提交的两会议案，具

有较为鲜明的时代背景，也体现出

了公司发展的经验。 比如，雷军四

次提及创业创新环境， 显然既与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

有关，也与小米公司的创业创新有

关；特别是最近两年两度提及“一

带一路”，则既与我国“一带一路”

倡议有关，又与小米公司的国际化

探索有关。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小

米科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于 2017

年 1 月 12 日发表标题为《力争千

亿！ 雷军内部演讲：2017，小米狠干

这五件事！ 》的文章，文章指出，雷

军在内部演讲中表示，2017 年小米

聚焦 5 大核心战略：黑科技、新零

售、国际化、人工智能和互联网金

融，国际化正式成为小米核心战略

之一。

在充满雄心的市场战略背后，

互联网、科技企业“出海”实际上

也有着太多不易。 因此，到了 2017

年 3 月的全国两会， 作为全国人

大代表的雷军提交了《抓住“一带

一路”历史机遇、有效推动中国科

技企业“出海”》的议案，是希望国

家在“一带一路”上扶持中国科技

企业“出海”。

有了 2017 年初在公司年会、

北京市两会、全国两会上的不断宣

贯和讨论，现在回头来看，小米国

际化之路在 2017 年取得了不平凡

的成绩。 按照 IDC 统计数据，小米

2017 年全球出货量为 9240 万台，

排名全球第五，同比增长 74.5%，是

去年全球成长最迅猛的智能手机

厂商。

据相关盘点数据显示，小米已

经进入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 16

个国家销量进入了前 5 位。 此外，

小米在以印尼为代表的东盟国家

市场、 俄罗斯为代表的东欧市场、

西班牙为代表的西南欧市场都有

着强劲的增长势头。 除手机之外，

小米的诸多生态链产品都取得了

耀眼的成绩，比如小米移动电源销

量稳居世界第一。

实际上， 小米国际化之路与

“一带一路”是高度契合的，这中间

有成绩也有辛酸，因此让雷军不止

一次感慨，“企业国际化是一个坑

一个坑摔出来的”。 这也是雷军为

什么连续建议国家支持民营企业

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出海”的深

层次原因。

国际化之路注定不会是一

朝一夕就能够走通、走完的。 根

据 2018 年初公司年会雷军内部

演讲透露出来的信息，小米 2018

年新征程基调为“全球市场开疆

拓土，国内反击战开始”。 对国内

市场，雷军已经为小米设定具体

的目标———10 个季度之内，国内

市场重回第一。 对全球市场，雷

军表示，小米正在制定进军北美

的时间表，全球化将在全球全面

铺开。

《中国经营报》记者获悉，雷军

在 2013 年 2 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至今， 在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全国

两会上，分别提交 3 份、2 份、2 份、

2 份、3 份、2 份，共计 14 份议案。

综观这 14 份议案， 雷军议案

的一大特点就是保持很好的延续

性。 比如，雷军 2013 年提交了《关

于完善创业环境的建议》，2014 年

又提交《关于修订《公司法》优先股

条款以改善创业环境的建议》，

2015 年再次提交了《关于继续修订

《公司法》 改善创业环境的建议》，

2016 年第四次提交《关于继续改善

创业创新环境的建议》。 可以说，作

为一个具有连续、成功创业经验的

企业家，创业、创新环境是雷军关

注的首要议题。

再如，雷军 2015 年提交《关于

加快制定智能家居国家标准的建

议》，2017 年又提交《关于加快实施

人工智能国家战略的建议》。 而

2017 年和 2018 年雷军则连续两年

提交了与“一带一路”相关的议案。

另外作为科技界企业家代表，

科技议题也是雷军参政、议政的重

要议题。《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得

知，雷军最近 6 年的其他两会议案

还涉及专利成果转化、大数据国家

战略、发展农村互联网、发展“新零

售”激发实体经济新动能等内容。

不仅在议题上保持了一定的

连续性，雷军两会议案也具有循序

渐进、逐渐深入的特点。 以“一带一

路”相关议案为例，雷军 2017 年在

《抓住“一带一路”历史机遇、有效

推动中国科技企业“出海”》中提出

三个具体建议：将“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机制化，每年或每两

年定期举行，成为政策沟通、政策

互信的重要载体；将我国基于互联

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

术的产品和服务作为“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建

议我国政府的驻外机构设立“一带

一路特派员”职能，在重点城市培

育“一带一路”孵化器，实现“走出

去”战略升级版。

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深化，

加上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

求，民营企业“出海”成为势所必

然。 然而面对国际的复杂环境，小

米等民营企业做出了非常多的探

索，用雷军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初

期出海的时候困难很多。 ”

同时，雷军指出，过去几年，我

国民营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遭

受的人身和财产损失都高于国企。

仅 2016年，外交部受理领保协助案

件总数就达 10万余件，其中大多数

为民营企业与公民个人。 说明民营

企业在境外的安全防范能力与国企

相比尤其缺乏，更应引起重视。

在投资项目、经营业务的开拓

之外，民营企业“出海”还要跨过品

牌国际化、运营本地化的门槛。 所

以雷军认为， 随着“一带一路”的不

断深入，在新的成果基础上提出更

进一步的建议，使“走出去”的民营

企业“走得好”“走得稳”“走得远”，

显得尤为重要。

故在 2018 年《关于鼓励民营

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提升“中国制造”品牌全球影响力

的建议》中，雷军主要提及两大建

议： 首先是建议由商务部牵头成

立“一带一路”服务中心，并以此

为基石建立综合服务平台， 助力

驻在国民营企业进行业务拓展合

作等； 其次是建议我国除了向海

外派驻外交官员之外，可以在“一

带一路”各国设立“中国制造品牌

大使”，让当地甚至国际上具有知

名度的有识之士担当， 以文化交

流乃至市场活动的方式推介“中

国制造”产品，助力“出海”民营企

业实现品牌国际化。

实际上，与雷军不谋而合的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不在少数。 比如

在 2018 年全国两会上， 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董事长王

滨建议，应在中央、国务院层面成

立“一带一路”战略委员会，统筹

“一带一路”战略规划设计、重大项

目实施、督导检查等。 再如全国人

大代表、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也

提出，应制定“一带一路”品牌发展

战略，推进重要产业形成一批国际

性知名品牌。

延续性是雷军两会议案一大特点

集成电路迎爆发期 产业规模高达数千亿元

新兴产业成经济重要支点

本报记者李正豪北京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一带一

路”倡议五周年之际，民营企业借

力“一带一路”成为 2018 年全国两

会的高频热点。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全

国人大代表、 小米公司董事长兼

CEO 雷军就在标题为《关于鼓励

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提升“中国制造”品牌全球影响

力的建议》中提出，我国应建立“一

带一路”综合服务平台，护航民营

企业“出海”，还应设立“中国制造

品牌大使”， 助力民营企业实现品

牌国际化。

这已是雷军连续两年提交

“一带一路”有关议案。 在 2017 年

全国两会上， 雷军也提交了标题

为《抓住“一带一路”历史机遇、有

效推动中国科技企业“出海”》的

议案。 在这份议案中，雷军提出应

该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机制化，同时将互联网、物联网

作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联通的

重要内容。

雷军：加大民营企业“出海”的支持力度

与“一带一路”高度契合的国际化之路

2017 年全年中国集成电路产量达到 1564.6 亿块，与 2016 年的 1318 亿块相比增长 18.7%，与 2014 年的 1015.5 亿块相比增长了 54%。

集成电路是制造业转型任务的重中之重，将其作为核心发展内容来部署工作是对的，但关键是如何将发展落到实处，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差钱”。

实际上，小米国际化之路与“一带一路”是高度契合的，这中间

有成绩也有辛酸，因此让雷军不止一次感慨，“企业国际化是一

个坑一个坑摔出来的”。 这也是雷军为什么连续建议国家支持

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出海”的深层次原因。

作为一个具有连续、成功创业经验的企业家，创业、创新环境是雷军关注的首要议题。

全国人大代表、小米公司董事长兼 CEO 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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