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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音频所拥有的巨大

前景，在近年来知识付费火热

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

叠加影响下，使得以在线音频

为代表的“耳朵经济”备受各

方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垂直

类音频平台依旧在靠亏损换

扩张。可以说，音视频平台在

平衡内容成本和用户转化上

的顽疾依旧存在。

近日，喜马拉雅更新了申

请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招股

书，其预计未来可能会继续录

得经营业绩的亏损及经调整亏

损（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

量），主要是扩张而产生销售及

营销花费，对研发的投入，以及

上市、扩大管理团队等产生的

行政开支等。

喜马拉雅在努力上市的同

时，荔枝（NASDAQ：LIZI）也公

布了2021年年报。数据显示，

2021 年荔枝的亏损为 1.27 亿

元，2020年同期亏损为8218万

元，同比扩大 54.9%。另外从

2017年到2019年，荔枝年度亏

损分别为 1.537 亿元、934.2 万

元、1.33亿元。

一位音频业内人士在接

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现在音频平台已经不再

用新增用户作为目标，而是开

始解决降本增效的问题。“用

户转化和新增还是要依靠内

容数量和质量的提高，而内容

数量和质量的提高又会带来

成本的增加。降低成本的同

时又要保证内容的数量和质

量，就只能扶持 UGC 内容，

虽然行业此前有做过相关的

努力，但因为几年前听播客

的用户数量并不多，因此做

的也并不是很成功。目前荔

枝是依托音频直播，而喜马

拉雅依旧在大 IP 的有声剧方

面耕耘。”对于音频平台，未

来的新增长点在播客上，但是

激励机制模糊、版权申诉难等

问题一直阻挠着播客在音频

平台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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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经济”现状：持续亏损前路在何方

2022年芯片专业人才缺口超25万

大厂入局与垂直类平台扩张

随着包括网易云音乐、腾讯系

的酷我畅听、微信听书等“玩家”的

入局，音频市场未来的格局变得更

加扑朔迷离。

“目前来说，靠内容盈利的通

道一方面是通过 C 端用户，一方

面是靠 B 端分发。而 C 端用户除

了通过手机以外，车载和智能音

响也是切入用户场景的方式。而

现在巨头入局加上终端多样化，

导致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垂直类

的音频平台只能靠扩张并维持自

己的内容和营销强度稳住自己的

大盘。”上述音频业内人士向记者

说道。

从付费转化率看，2021年9月

喜马拉雅向港交所递交的招股书

显示，喜马拉雅2021年上半年移动

平均月活跃付费用户数为1420万，

付费率达 12.8%，远超荔枝。而在

付费转化上，上述知情人士表示，

有声书和儿童品类的内容转化率

相对比较高，但是这两类的背后依

旧需要大IP的支持。“目前最大的

核心问题依旧是平台如何解决内

容营销成本和用户付费转化方面

配平的问题，目前来看难度很大。”

相比影视作品，音频内容具有

成本低、制作周期短、付费转化率

高的特点，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

影视公司积极与音频平台合作，涉

足有声剧行业，将其视为旗下IP商

业化的重要渠道之一，影视、有声

作品同步播演，以及提前通过有声

剧“追剧”正在成为新趋势。

看到了有声剧市场的前景，腾

讯系音频平台和网易云音乐在有

声剧上奋起直追。2020年4月，腾

讯推出长音频APP“酷我畅听”，覆

盖有声小说、广播剧、评书相声、情

感综艺等多品类内容。“酷我畅听”

有声内容依靠腾讯系的阅文集团，

相比其他平台来说更有IP方面的

优势。迄今，用户在该APP上已经

可以享受到《剑来》《盗墓笔记》《白

夜追凶》《斗破苍穹》《斗罗大陆》等

广播剧。2021年热映的《雪中悍刀

行》广播剧更是突破了亿级播放

量。此外，腾讯也并购了懒人听

书，而在QQ音乐APP中也添加了

播客的入口。

另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则

是网易。2020年9月，网易云音乐

上线全新内容板块“声之剧场”，推

出了 430 部年轻 IP 改编的广播剧

与有声书，为了提升在长音频领域

的竞争力，网易云音乐还首创了音

频内容“声画同频”模式，将精美场

景与音频剧情结合。网易云音乐

上受欢迎的《死亡万花筒》《PAR-

ADISE》《跨物种相亲》等广播剧，

都获得了上百万的播放量。根据

PodFest China播客消费调研，网易

云音乐在2020年已经实现中文播

客市场前三。

在音乐巨头切入音频赛道时，

垂直类音频平台的盈利难度加大，

目前仍在靠亏损换市场。

除了荔枝以外，喜马拉雅招股

说明书数据显示，公司收入由2019

年的人民币 26.98 亿元增长 51.1%

至 2020 年的人民币 40.76 亿元，进

一步增长43.7%至2021年的人民币

58.57 亿元。但 2019 年、2020 年及

2021 年年内亏损分别为人民币

19.248亿元、28.821亿元及51.06亿

元。经调整净亏损分别为 7.49 亿

元、5.39亿元、7.59亿元。其中，成

本高依旧是音频平台无法规避的

问题。招股书显示，喜马拉雅已与

140 余家出版商签约，同时还和德

云社、吴晓波、余秋雨等内容生产

团队深度合作，2020年公司购买版

权的内容成本为2.55亿元，占总营

收比例为6.3%。

目前，我国的在线音频市场处

于喜马拉雅、荔枝和蜻蜓FM三强

争霸的局面，同时腾讯等平台也在

抢夺市场。根据易观千帆数据显

示，目前平台认知度方面，喜马拉

雅、蜻蜓FM和懒人畅听在用户认

知 度 上 占 前 三 ，分 别 为 82.3% 、

74.9%和 72.6%，荔枝排在第四名，

为63.5%。2021年喜马拉雅APP以

1.2 亿的月活跃人数领跑，懒人畅

听、荔枝、蜻蜓FM三个产品处于第

二梯队。

独立分析师胡钰鑫表示，近几

年，喜马拉雅等音频平台加大了对

PGC内容的扩充，比如《三体》这样

的广播剧，加深与爱奇艺、阅文集

团、中信出版社等版权方、专业制

作机构的合作，也邀请知名艺人合

作过多部有声剧，这样的策略会提

升平台的内容质量，但成本的增加

也是十分必然的。

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半导体

行业正处在时代舞台的中央，备

受资本关注。“高额的估值与融

资，科创板的诞生，都让芯片公司

的议价权上升。”芯谋研究首席分

析师顾文军表示，在资本快发展、

高回报的要求下，国内芯片人才

滞胀现象加剧。

所谓的芯片人才滞胀指的是

人力成本上涨，但人才质量并没有

提升。“芯片人力成本滞胀的背后，

存在着这样一条逻辑线：芯片产业

的高速发展，使得资本大量快速进

入，从而产业规模得到扩容，而新

公司的暴增，加剧了对芯片人才的

需求，从而导致人才供需关系失

衡，薪水增加、高薪挖角、频繁跳槽

的现象，都是芯片人力成本滞胀的

表现。”顾文军说。

“随着不停的跳槽，薪水上涨

可能在三年内从年薪20万元到40

万元，再到 80 万元，甚至到 100 万

元，职位从工程师到经理、再到总

监。”顾文军进一步指出，芯片设计

工程师当下年薪在 60 万~120 万元

间，跳槽可能加薪 20%~50%；验证

工程师当下年薪在 60 万~150 万元

间，跳槽可能加薪20%~35%；CPU/

GPU领军人物当下年薪是150万~

600 万元，跳槽后加薪幅度能达到

40%~50%。

“目前本土 IC 的薪资真的挺

高，都赶上美国硅谷的水准了。”电

子创新网CEO张国斌向记者透露，

为了争取优秀人才，有企业甚至开

出了 14 万美元的年薪。而王立夫

则认为“高薪挖角”属于正常的人

才流动，只是当下行业热度高、外

部工资比较高而已。“多年来，制造

业工资相对较低，晶圆厂虽是高端

制造业，但也还是制造业；晶圆厂、

封测厂、代工厂以前工资低，工资

低的往工资高的地方跑，谁给钱多

和发展得好就去哪，这是市场的正

常调节，人才供需关系所致。”王立

夫说。

对此，顾文军也认为，人才供

需的严重不平衡，是国内芯片人

才滞胀最根本的原因。“先来看需

求端，据中国半导体协会预测，

2022 年中国芯片专业人才缺口将

超过 25 万人，而到 2025 年，这一

缺口将扩大至 30 万人。”他表示，

随着国内芯片公司的快速发展壮

大，仅以芯片设计领域为例，2021

年国内的芯片设计企业增加了

592 家，增长率达到 26.7%，其中员

工规模在 100~500 人的企业就比

上年增长91家。

“再看供给端，人才则主要来

自高校培养。中国半导体协会数

据显示，2020年我国集成电路相关

毕业生规模在21万左右，约占毕业

生总数的 2.30%，而在这 21 万学生

中，仅有13.77%的毕业后从事集成

电路相关工作，数量还不到 3 万

人。国内高校培养的芯片人才可

谓青黄不接。”顾文军表示。

本报记者 李玉洋 李正豪 上海报道

当前半导体行业正处于高景气

周期，人才供给却明显不足，尤其是

在这波全球芯片角力战之下，人力

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抢人”大战一

触即发。

近日，全球第二大 iPhone 代

工厂和硕公布了最新薪资政策，

为达到提升留才与对外招募的竞

争优势，大幅修改薪酬结构，将部

分变动奖金转换进入每月月薪发

放，提高基本薪资占比。这被外

界解读为，变相提高薪资和福利，

加大招人力度。

据了解，和硕这一新制度本月

起生效，自台积电去年宣布调高人

员薪酬后，今年已有和泰、裕隆集团

相继跟进。针对和硕这一涨薪动

作，有接近和硕的消息人士告诉《中

国经营报》记者：“这个（政策）是给

和硕台湾干部的，主要是担心内地

公司挖角，因为最近两年内地IC人

才的薪水涨得很高，有很多人年薪

过百万元了。”

半导体研究机构芯谋研究分析

师王立夫告诉记者，与和硕不同的

是，台积电上海工厂针对所有人都

进行了涨薪，“普调是指薪资在一个

比例范围内调整，台积电普调比例

在上海这边很高”。至于普调比例

提高多少算高，王立夫表示根据企

业性质不同，这个标准也不一样。

台积电每年都会在4月进行例

行性调薪，此前有消息称台积电今

年将大举调薪8%，调幅高于往年的

3%~5%水准。对此，台积电董事长

刘德音表示，今年调幅“大家都会很

开心”。

从根源上来说，无论是和硕，还

是台积电，结构性调薪动作的背后

是为了应对人才流失严重的现状及

未来半导体产业人才紧缺的行情。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在这波全

球芯片角力战的背后，我们需要警

惕的是芯片人才滞胀。

上述音频业内人士表示，音频

平台降低内容成本的另一个方法

是大力发展UGC内容，“对于音频

平台来看，未来的新增点在播客

上 ，但 是 播 客 的 增 长 预 期 会 很

慢”。UGC 内容的激励政策一直

不明朗，而播客们拥有更多的露出

平台，在没有更好的激励政策条件

下，对平台的忠诚度不高，有些甚

至会开设自己节目的APP，付费打

赏依靠微信粉丝群进行。

播客的形式来源于海外“车轮

文化”下的收听习惯，国内播客虽

然发展了十几年，但兴盛却是近几

年的事情。过去两年来，播客市场

的内容供给更加丰富，全球播客搜

索引擎ListenNotes数据显示，2020

年 4 月我国大陆播客的数量突破

10000档，14个月后，2021年6月突

破了20000档，而到了2021年12月

31日，该网站获取到的大陆播客已

经增长到23157 档，较一年前增加

了6709档。

但播客节目数量的上升不代

表自身商业模式的成功。根据记

者采访多个播客了解到，目前来

说专职做播客的人比较少，更多

的是兼职或者为自身公司进行宣

传，比较明显的是脱口秀。喜剧

播客的进场带动了中文播客的快

速增长，以脱口秀公司如笑果文

化、单立人的脱口秀播客订阅量

居高，但盈利依托的却是剧场和

综艺表演。而天才捕手 FM、故事

FM 则是专注于职业方面的故事，

但是盈利主要依靠公众号、出版

物制作和广告。

“兼职播客很难，平台的奖励

机制难以弥补我们制作的成本，

只能靠接广告赚点外快。目前我

们就是什么平台都做，只要有足

够的订阅量和播放量，我们就不

放过。”一位兼职播客表示，目前

自己的产品会主要放在公众号

上，包括打赏功能也通过公众号

的电商平台实现。“音频平台的激

励政策具体并不清楚。比如平台

会告诉你有流量扶持，会有分成，

但是怎么分成，流量扶持能有多

少，并不具体。”

一位做悬疑故事的播客表示，

自己在各家平台上传节目更多的

是吸引粉丝，将粉丝拉入微信粉丝

群中。他们自己制作了播客APP，

粉丝要是想听更优质的内容，则是

通过微信付费后给粉丝开放资源

收听。“一方面是音频平台的分成，

另一方面是苹果手机或者其他支

付渠道的服务费，这样对我们来说

赚得更多。”

UGC生态是出路？

早在 2019 年，刘德音就表

示中国台湾半导体最大的问题

是缺才；而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

也警告，中国台湾高端芯片人才

荒未来将对中国台湾地区半导

体产业整体发展形成挑战。

各地都缺芯片人才，人才供

给不足则带动全球芯片人才薪

资上涨，为了留住这些人才，台

积电、联发科等公司进行了一次

次的结构性调薪。

“走的人多了，薪资就会涨，

台积电是这种情况，和硕也是这

种情况。”王立夫说。言下之意，

通过涨薪的方式将人才留下

来。随着2021年各大公司的年

报出炉，透过中国台湾科技企业

的年报，我们可以看到为了留住

人才，这些台湾地区科技企业员

工的总体薪资水涨船高。

其中，联发科员工去年的平

均薪酬高达513.79万新台币（约

合人民币112.8万元），相比上一

年大涨50%，可谓是人均年薪百

万不是梦。相比之下，台积电去

年员工平均年薪246.3万元为新

台币（约合人民币 54 万元），同

比增长约2.97%，即便涨薪，代工

巨头的人均收入显然比不过联

发科这样的设计公司。

不过，此前已有消息称，台

积电今年将大举调薪 8%，调幅

高于往年的3%~5%水准，台积电

回应称还没有公开调薪幅度数

字。不过，台积电在每年4月都

会进行年度例行性调薪。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的高度

关注，反而加剧了芯片人才的流

失。“很多芯片人才放下硅片、放

下 EDA 工具，风风火火跑去做

投资，致使半导体产业最不缺的

就是投资人，所以业内传出‘学

半导体的，陆家嘴比张江还要

多’的笑谈。”顾文军表示。

“频繁跳槽的芯片工程师，

大多来自大陆，台湾的工程师、

海外工程师跳槽频率相对较

低。”顾文军表示，曾有初创公

司创始人向其坦言，中国工程

师不仅贵，流动性大，而且能力

与海外同期/同龄工程师差距

越来越大。

这 些 都 是 值 得 深 思 的 现

象。“人力成本滞胀，给半导体产

业带来的潜在破坏性，小到影响

个人、企业的发展，大到影响产

业的未来，不容小觑。”顾文军指

出，对芯片工程师个人而言，频

繁跳槽不利于个人事业的规划，

每次跳槽职位和工作大同小异，

个人能力和项目实践能力并没

有得到任何积累，长期来看自身

能力这一议价权重最高的一项

其实在不断被稀释。

而从企业角度看，顾文军认

为，人才流动大，优秀企业将难

以成长，未来半导体产业的技术

难度会越来越高，加上国际贸易

摩擦的影响，国内半导体发展之

路会荆棘丛生。“由此，高流动率

和离职率只能成为负面的催化

剂，国内优秀企业难以快速成

长，国际竞争力将无从谈起。”顾

文军说。

“人才滞胀”的隐忧

年薪从20万涨到100万 芯片人才争夺战打响

在音乐巨头切入音频赛道时，垂直类音频平台的盈利难度加大，目

前仍在靠亏损换市场。

根据记者采访多个播客了解到，目前来说专职做播客的人比较少，更多的是兼职或者为自身公司进行宣传，比较明显的是脱口秀。

音频内容具有成本低、制作周期短、付费转化率高的特点。 本报资料室/图

2022年中国芯片专业人才缺口将超过25万人，到2025年将扩大至30万人。 本报资料室/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