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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伟达并购案告吹：
软银“捡钱”ARM谋求IPO
本报记者 秦枭 北京报道

持续一年多时间、备受各方关注

的英伟达收购 ARM 案最终告吹。

据CNBC消息，当地时间2月8日，英

伟达在联合发布的一份新闻稿中表

示，由于“重大监管挑战”，英伟达从

软银收购ARM的计划已经失败。

软银方面表示，尽管各方做出

了善意的努力，但由于重大监管挑

战阻碍了交易的完成，英伟达和软

银已同意于2022年2月8日终止协

议。此外，根据协议条款，英伟达支

付的 12.5 亿美元交易押金不可退

还，此项金额将在截至2022年3月

31日的第四季度财政年度确认为软

银的利润。此外，软银和ARM将在

2023年3月31日结束的财政年度开

始准备ARM的公开发行。

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中国经

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收购

失败对英伟达业务影响有限。对

于ARM和软银方面来说，IPO是除

出售外快速回笼资金的最佳方案。

在反对声中流产

2020年9月13日，英伟达宣布

将以4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733.2

亿元）的价格收购软银集团旗下半

导体设计公司ARM。根据英伟达、

软银和ARM董事会当时批准的交

易条款，英伟达将支付215亿美元的

股票和120亿美元的现金，其中包括

20亿美元的签约金。

尽管英伟达方面对该收购案

展示了充足的诚意与信心，但是仍

无法阻挡各方的反对声。ARM联

合创始人赫尔曼·豪瑟在收购案披

露伊始就明确表示反对，他说：“收

购后，对ARM公司而言，将会是一

场灾难。”赫尔曼·豪瑟表示，ARM

业务模式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可

以将技术卖给任何需要的公司，

（公司）卖给软银的一个可取之处

就是软银不是一家芯片公司，保持

了 ARM 的中立。ARM 架构的许

可方中，大部分是英伟达的竞争对

手，如果被英伟达收购，他们自然

就会寻找ARM的替代品。

除 ARM 高管反对外，欧盟委

员 会 、英 国 竞 争 与 市 场 管 理 局

（CMA）等各地的反垄断机构都表

示对该收购案进行调查。

不过，在业界看来，在所有调

查中，FTC（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对此次交易提起的诉讼，是“毁灭

性”的。

FTC 表 示 ，该 交 易 扭 曲 了

ARM 在芯片市场的角色，并允许

合并后的公司不公平地削弱英伟

达的竞争对手，对未来的创新具有

深远和破坏性的影响。

对此，探索科技(Techsugar)首

席分析师王树一对本报记者表示，

没有感觉到这个案例特别受到监

管机构“照顾”，但之所以被社会关

注，是由于科技战引发的对半导体

产业关注，把这一桩行业史上最贵

并购案放在聚光灯下；ARM 是英

国IC产业之光，如果并购成功，对

英国产业影响还是比较大的；ARM

架构全球通用，大部分数字芯片设

计公司都可能是 ARM 客户，中国

等市场都比较关注。

对于FTC提起的诉讼，英伟达

曾表示：“随着我们进入 FTC 程序

的下一个步骤，我们将持续证明此

交易将有益于产业且鼓励竞争。

英伟达将投资 ARM 的研发，加速

其技术蓝图，并以促进竞争的方法

来扩展其产品阵容，为所有 ARM

的授权客户创造更多机会，同时扩

展ARM生态系统。英伟达承诺将

保留 ARM 的开放授权模式，确保

其 IP 能被任何一家有兴趣的授权

者取得，无论是现在或未来。”

但仅仅两个月之后，该笔交易

不得不以面临“重大监管挑战”为

由宣告流产。

英伟达梦碎？

“收购ARM是‘一生仅有一

次的机会’，双方的结合能够催生

出一个拥有领先AI技术，且同时

在各种类型计算设备上都拥有极

为广阔分布的企业。”英伟达创始

人兼 CEO 黄仁勋在收购案披露

伊始曾憧憬道。

时至今日，英伟达不但没有

将 ARM 收入囊中，反而损失了

12.5亿美元押金。

软银方面表示，根据协议条

款，押金 12.5 亿美元不可退还，

此项金额将在截至 2022 年 3 月

31日的第四季度财政年度确认为

利润。

不过，英伟达并非一无所

获。英伟达与ARM达成合作协

议，前者将获得长达 20 年 ARM

架构许可证，未来可通过ARM的

IP 授权来开发 ARM 架构 CPU。

黄仁勋表示，ARM公司将有一个

光明的未来。作为ARM的客户，

我们将在未来几十年里继续支持

他们。

王树一对记者表示，英伟达并

购ARM的必要性并不大，英伟达

想进军服务器市场，还可以继续买

ARM授权，一下子买断十年授权，

或者支付费用让ARM开发专属架

构，都比收购来得划算，收购唯一

的理由不过是现在英伟达股价高，

以大部分股权和小部分现金去购

买一个优质资产比较划算。评估

一下圈内资产，值得英伟达购买的

上规模的公司并不多。

一位国内知名芯片公司的内

部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ARM本

身并不销售CPU，它根据芯片设计

公司不同的需求和能力，提供了三

种不同的对外授权模式。一是

ARM通过针对IP授权的前期授权

费，包括ARM架构和IP；二是根据

每颗芯片售价按比例抽取版税；三

是通过新增的软件服务来获益。

ARM的指令集虽然不开源，但只

要花钱，就能从ARM拿到指令集

的授权。英伟达之所以耗费巨大

的人力财力促成这个交易，是希望

通过GPU和数据中心业务，将自

身的AI战略推向新的高度。

上述人士认为，ARM近几年

已经摆脱了人们对其的固有印

象，即使在X86统治的市场，譬如

HPC（高性能计算机）和PC（个人

电脑）业务也有建树。ARM架构

的 CPU 从客户端计算扩展到超

级计算、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

这也是英伟达对其青睐有加的主

要原因。

新泰证券半导体分析师王志

伟也对本报记者表示，英伟达收

购ARM，其目的是布局数据中心

和移动芯片领域。在此之前英伟

达已经完成了GPU+DPU格局，

而收购ARM这个关键指令集架

构，可以形成 CPU+GPU+DPU

的全产业链的布局。即使收购失

败可能会对英伟达的自由度有所

限制，对其业务影响并不大。

尽管英伟达方面对该收购案展示了充足的诚意与信心，但是仍无法阻挡各方的反对声。

英伟达不但没有将ARM收入囊中，反而损失了12.5亿美元押金。

英伟达从软银收购ARM的计划宣告失败。 本报资料室/图

ARM寻求上市

虽然 ARM 再次卖身无果，

但已经确定 IPO。软银方面表

示，将在截至2023年3月31日的

财政年度内开始筹备 ARM 的

IPO，相信ARM的技术和知识产

权将继续成为移动计算和人工智

能发展的中心。

据悉，ARM还宣布其董事会

已经任命Rene Haas（雷内·哈斯）

成为新任首席执行官，并加入董

事会，为 IPO 进行准备工作。此

项人事任命即刻生效。雷内将接

任原首席执行官与董事会成员

Simon Segars（西蒙·塞格斯）。

软银集团 CEO 孙正义称，

ARM 很可能会在以科技股为

主的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上

市，因为 ARM 的许多客户都在

硅谷。

孙正义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实

现半导体史上最大规模的IPO。”

尽管近期全球科技股估值面

临重大打击，但整个 2021 年度，

美股市场频频打破纪录。尽管受

到新冠肺炎疫情和供应链危机等

一系列冲击，但流入股市的资金

首次突破百亿美元，2021年美股

成交金额达到了创纪录的103亿

美元。

截至美东时间 2021 年 12 月

30 日，道琼斯指数累涨 18.92%，

标普 500 指数累涨 27.23%，纳斯

达克综合指数累涨22.14%。近年

来在美国上市的半导体股票一直

在疯狂上涨。过去一年，英伟达

股价累计涨幅达74%，AMD股价

上涨超过 40%，高通股价上涨超

过 20%，远好于欧洲半导体企业

英飞凌、恩智浦和意法半导体同

期表现。

王志伟表示，ARM进行IPO

对其自身来说是件好事。募集的

资金可有效地缓解ARM在研发

中心巨资的投入。

王树一则表示，现在芯片概

念是华尔街市场关注的重点，放

到美国的市场空间，显然比放在

英国要大。

不过，ARM 原首席执行官

Simon Segars曾表示，公开上市最

大的问题，是将会使得ARM由于

股东压力，被迫将短期获利与提升

收入变成重点，但技术投资往往需

要长时间经营，难以在短时间内开

花结果，若转变成需要短期获利会

导致ARM难以将未来作为目的进

行投资、扩张、转型与创新，虽然并

非所有股东都会要求将获利摆在最

优先，但只要股东会的组成人员同

床异梦，就势必会面临获利问题。

记者就相关问题致电致函英

伟达与软银方面，截至发稿前未

获回复。

“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半导体史上最大规模的IPO。”

日前，国内网络安全软件领域

的领先企业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亚信安全”）正式登

陆科创板。

亚信安全2015年正式启航，凭

借“懂网、懂云”优势，近年来成长

为中国网络安全软件领域的领先

企业，致力于护航产业互联，构筑

5G 云网时代云、网、边、端的安全

防线。 亚信安全此次科创板上市，

将重点投入云安全运营服务建设

项目、智能联动安全产品建设项

目、营销网络及服务体系扩建项

目、5G云网安全产品建设项目，以

及零信任架构产品建设项目。

稳健成长
深耕网络安全软件市场

随着万物互联时代临近，数字

化经济蓬勃发展，5G 网络建设进

入高潮，云计算方兴未艾，5G 网

络、云计算、边缘计算与千行百业

的深度融合成为大势所趋。一方

面，云、网、边、端在5G感知网络中

的架构愈发清晰；另一方面，无处

不在的数字身份成为数字世界接

入、访问的基础；此外，数据在感知

网络中采集、传输、汇聚，成为核心

生产资料。网络也从人延展到物，

进入大连接时代。

尤其是随着运营商5G业务向

各个行业拓展，各行业应用 5G 网

络与自己的业务生产系统融合，将

衍生众多的网络安全新场景、新挑

战、新需求，同时5G网络也助推企

业云化虚拟化的加速建设，市场空

间巨大。在此背景下，企业对于安

全的需求也顺应上述变化，正在从

单点的产品向联动智能的整体解

决方案转移。

为此，亚信安全提出“安全定义

边界”的发展理念，以身份安全为基

础，以云网安全和端点安全为重心，

以安全中台为枢纽，以威胁情报为

支撑，构建“全云化、全联动、全智

能”的产品技术战略，赋能企业在

5G时代的数字化安全运营能力。

亚信安全主营业务包括数字

信任及身份安全产品体系、端点安

全产品体系、云网边安全产品体系

以及网络安全服务体系四大门类，

此外，为满足客户云化转型及安全

合规的需求，公司与云基础架构领

导厂商开展合作，开始布局云网虚

拟化基础软件产品体系。

凭借优质的技术与产品，目前

亚信安全客户广泛分布于电信运

营商、金融、制造业、医疗、能源、交

通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行业。近

年来，亚信安全积极配合国家网络

安全工作，并参与了相关网络安全

保障工作。

广泛的客户基础为亚信安全

提供了稳健增长的回报。财报显

示，2018年至2020年，亚信安全的

营收分别为8.73亿元、10.77亿元、

12.75 亿 元 ，年 均 复 合 增 长 率 为

20.80%；净利润分别为 1.05 亿元、

1.63亿元、1.70亿元，年均复合增长

率达到26.83%。

近日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

济发展规划》提出，支持网络安全

保护技术和产品研发应用，推广使

用安全可靠的信息产品、服务和解

决方案。受此政策利好，亚信安全

未来具备较强的发展潜力和持续

经营能力。

三大优势
铸牢竞争力“护城河”

亚信安全以网络安全软件产品

与解决方案见长，在网络安全市场

逐步提升软件重要性的当下，亚信

安全的市场竞争优势也愈加凸显。

以代表性的泛身份安全类产

品为例，亚信安全聚合了可信身份

能力、可信认证能力、可信访问能

力及合规审计能力，拥有业界先进

的身份管理与认证、自适应智能身

份认证、基于 SIM 卡的密码服务等

多项核心技术，满足用户在传统

IT 架构、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环

境下的泛在身份管理需求。

与此同时，亚信安全擅长为拥

有大型网络和复杂 IT 架构的客户

量身打造满足其特殊需求的综合

性安全解决方案。经过多年发展，

亚信安全逐步形成了涵盖泛身份

安全、泛终端安全、云及边缘安全、

大数据分析及安全管理、5G 云网

边管理、高级威胁治理等多个领域

的网络安全产品和解决方案体系，

形成了较强的综合服务能力，可有

效满足用户构建综合性安全防护

体系的需求。

领先的技术与产品能力离不开

亚信安全在研发投入上的重视与人

才团队的建设。自成立以来，亚信

安全一直高度重视研发创新，2018

年至 2020 年，研发投入为 0.93 亿

元、1.42亿元、1.62亿元，占当年营

收 比 例 分 别 为 10.64% 、13.14% 、

12.72%和 20.10%，此外还在北京、

南京、成都设立三大研发中心。

人才方面，亚信安全拥有研发

及开发人员1024 人，占公司总人数

比例达 42.63%，同时拥有技术支持

和安全服务人员610人，占公司总人

数25.40%。经过多年探索和积累，

亚信安全研发团队掌握了终端安全、

身份安全、云安全、大数据安全分析、

高级威胁治理、威胁情报等领域的重

要核心技术，并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

此外，经过多年发展，亚信安

全形成了覆盖广泛、立体响应、及

时高效的客户服务体系，形成了涵

盖安全规划、安全攻防、安全评估、

安全培训、应急响应等多个方面的

服务能力，能够为客户提供 7×24

小时现场和远程支援，有效响应客

户的需求。

卓越的技术优势、丰富的人才

团队，完善的服务体系，铸牢了亚

信安全在网络安全软件领域的“护

城河”。目前，亚信安全在软件开

发过程的改善能力、质量管理水

平、软件开发的整体成熟度均居于

行业前列。

Frost&Sullivan 研究报告显示，

2019 年亚信安全在中国网络安全

软件市场份额中排名前列、在中国

网络安全电信行业细分市场份额

中排名前列、在中国身份和数字信

任软件市场份额中排名前列、在中

国终端安全软件市场份额中排名

领先。在IDC发布的 2019 年下半

年及 2020 年下半年中国 IT 安全

软件市场跟踪报告中，公司在 2019

年和 2020 年中国身份和数字信任

软件市场份额中排名前列、中国终

端安全软件市场份额中排名领先。

驶入发展快车道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信息

消费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推进实施，

数字经济日益繁荣，数据安全业务

已被各大传统网络安全厂商纳入

未来企业战略布局重点和重要商

业化盈利点。这也推动中国网络

安全市场规模从2015年的209.6亿

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489.2 亿元，达

到 23.6%的年复合增长率。

在这一变化中，中国网络安全

市场也正在与世界接轨，由软硬件

为主导的产品市场转向安全服务

型市场发展。伴随《网络安全法》

等相关政策持续落实，一方面企业

自查、合规审计与应急响应等需求

日益增多，安全咨询服务市场将日

趋增加；另一方面，行业组织等机

构将加大对网络安全服务机构、人

员的管理，进而推动网络安全培训

市场的进一步拓展。

在此背景下，拥有技术+资

源+服务优势三驾马车的亚信安全

不仅自身发展将驶入快车道，也将

助力国内网络安全行业发展。

网络安全市场迈入增长期 亚信安全登陆科创板

广告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政先生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