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营报 CHINABUSINESSJOURNAL 编辑/吴清 美编/吴双 校对/张国刚 wuqing@cbnet.com.cn 2022.8.15C4 TMT

晶圆制造CIM国产软件前景可期
本报记者 李玉洋 李正豪 上海报道

芯片和集成电路的风吹草

动，在当下都能牵引国内各方的

关注。

近日，有消息称，由于技术承

包方上扬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扬软件”）达不到客

户中芯国际半导体 CIM 软件

（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

turing，计算机集成制造，半导体

领域的工业软件系统统称为

“CIM系统”）国产化需求，中芯国

际北京12英寸晶圆厂CIM国产

化项目被迫暂停。受该消息影

响，中芯国际8月8日A股股价一

度下跌3%，收盘时下跌2.01%。

对此，《中国经营报》记者

发邮件至中芯国际方面，截至

发稿未获答复。不过，中芯国

际在互动平台表示，目前公司

使用的各种生产运营软件均正

常运行。

就 以 上 消 息 以 及 CIM 软

件相关传闻是否会影响中芯

国际北京 12 英寸晶圆厂工程

进度的问题，上扬软件回应称，

中芯国际北京项目并未暂停，

目前项目负责人及团队稳定，

仍在为客户进行软件开发工

作。上扬软件一位员工告诉本

报记者，该项目本身就是保密

的，他们内部并不清楚为何被

曝光，也在猜测为何会有这样

的消息流出。

针对记者提及的“上扬软

件是否为中芯国际北京12英寸

晶圆厂 CIM 国产化项目唯一技

术承包方、是否会参与中芯国

际其他 12 英寸晶圆厂 CIM 国

产化项目”问题，该员工表示：

“因客户不希望有过多曝光，所

以暂不便对外透露太多。”不

过，其表示，公司有一个 100 多

人的团队在为这个项目服务，

目前正处于初、中期阶段，在和

中芯国际协调的过程中正常推

进项目进度。

生命级软件系统

公司官网显示，上扬软件自

1999年成立以来，在半导体、光伏

和LED行业深耕细作，为上海新

微、上海积塔、中芯宁波、华宏集

团等半导体制造行业龙头企业提

供软件解决方案。作为一家专业

软件公司，上扬软件主打产品有

制造执行系统（MES）、统计过程

控制系统（SPC）、设备自动化方

案（EAP）、配方管理系统（RMS）、

数据分析系统（EDA）、故障检测

分类（FDC）以及制造数据平台

（MDM）等。

据了解，上扬软件于 2019 年

推出了新产品 myCIM 4.0，该产

品填补了 12 英寸半导体 MES 系

统国产化的空白，使其成为国内

率先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半导

体全自动化 CIM 软件方案的软

件公司。

那么，CIM 是什么？为什么

被称为晶圆代工厂的制造利器？

据悉，CIM概念最早由约瑟夫·哈

灵顿博士在1973年提出，他强调

制造应该去除孤岛式生产方式，

把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各类活动包

含在内，比如市场需求分析、产品

概念模型设计、生产以及产品最

后的报废处理等全流程活动。

电子创新网 CEO 张国斌表

示：“通俗来说，CIM 软件就是

为了提高制造业的自动化水平

和运行效率，让工厂更加智能

化，在半导体领域，前道的晶圆

厂和后道的封测厂都离不开它

的身影。”

张国斌还指出，半导体领域

的工业软件统称为“CIM 系统”，

它涵盖了晶圆制造中多个领域，

由 MES、SPC、EAP、RMS、YMS

（良率管理系统）等数十种软件系

统组成，被称为半导体晶圆制造

及先进封测工厂内部的生命级软

件系统，拥有很高的准入门槛。

“其中，MES是最重要的一环，它

在晶圆制造的过程中扮演指挥官

的角色，完成晶圆在不同设备间

的调度。”他说。

经过近千道工序

据公开资料，目前上扬软件

已拥有 4、5、6、8、12 英寸半导体

MES 整体解决方案，该公司于

2021 年先后完成数亿元 C1、C2

轮融资，投资机构包括国家集成

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国家大

基金）、中芯聚源、浦东科投、浦东

科创、哈勃资本以及深创投等。

2021 年 年 底 ，上 扬 软 件 还

披露了其与中芯国际绍兴分公

司合作的 8 英寸芯片产线 CIM

系统的开发和建设项目，并收

到来自中芯国际绍兴管理团队

的客户感谢信。此外，在 12 英

寸半导体产线上，该公司也拥

有 CIM 打造成功经验。

其官网显示 ，上扬软件为

隶属于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

限公司——豪威集团旗下的豪

威半导体（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开 发 实 施 12 英 寸 OCF Fab 的

CIM“全家桶”解决方案，豪威

集团为全球前三大图像传感器

供应商之一。

据悉 ，这次上扬软件为豪

威半导体提供的 CIM“全家桶”

囊括了重要的半导体生产软件

系 统 ：MES、SPC、EAP、RMS、

FDC（设备失效侦测和分类）、

YMS，控制管理每一片晶圆在

数百台设备间的流转以及生产

过程中的近千道工序，实现 12

英寸晶圆厂的智能制造。

而 从 技 术 角 度 而 言 ，CIM

系统从 8 英寸到 12 英寸，中间

的技术跨度非常大，对稳定性、

可靠性的要求更高。“在 12 英

寸晶圆制造中，要经过近 1000

道工序，设备、流程、工艺、配

方等需要更加复杂稳定的系统

去完成；同时 12 英寸（晶圆制

造项目）投资非常大，如若发生

损失，也会很大，所以对软件的

成熟度要求非常高。”前述上扬

软件人士说。

除在北京外，中芯国际还在

上海临港和深圳也有两座 12 英

寸晶圆厂正在建设。中芯国际

北京 12 英寸项目于 2021 年 2 月

开始建设，一期项目计划于 2024

年完工，建设规模约为 24 万平

方米，建成后将达成每月约 10

万片 12 英寸晶圆产能。“我们的

推进力度按照客户工程时间走，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能保证完

成。”前述上扬软件人士表示。

“通俗来说，CIM软件就是为了提高制造业的自动化水平和运行效率，让工厂更加智能化。”

“我们的推进力度按照客户工程时间走，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能保证完成。”

按厂定制的 CIM

与同有着“芯片之母”称号

的 EDA（Electronic design auto-

mation，电子设计自动化）一样，

CIM 也是工业软件核心赛道上

的一颗明珠。在 CIM 软件市场

上，IBM、应用材料、西门子等国

外大厂具有强大话语权。

“CIM系统基本都是国外的，

是按厂定制的，主体靠自己的IT

团队开发，模块会买一些现成

的。”芯谋研究分析师王立夫表

示，他的“前东家”就是这样，主体

自己写，然后买设备厂的模块来

嵌入，而IBM、应用材料、西门子、

罗克韦尔等是该领域的掌舵者。

作为全球 CIM 的领军企业，

IBM 在 1995 年借助自家晶圆厂

和 软 件 开 发 上 的 实 力 推 出

POSEIDEN 系统，在此基础上又

发布了 SiView，随后将 SiView 应

用于自己的12英寸产线。

而应用材料作为设备领域

的龙头，通过收购构建起一个主

流 MES 系统产品线，之后采用

“硬件（设备）+软件”捆绑销售

的 策 略 发 展 成 为 全 球 半 导 体

MES霸主。

王立夫认为，不同于 TO C

的消费者体验，工业软件的用户

体验更注重的是软件可靠性，需

要自动化运作逻辑bug（故障）少，

而不同的机器和机器耦合很考验

系统整合能力。他表示，开发

CIM系统主要有以下难点：“首先

是不能有丝毫差错，一旦哪个环

节出现问题，造成损失就难以估

量，但是软件一定会有 bug，必须

经过大量的用户来进行使用反馈

测试，新入局的企业本身用户量

就很少，没有办法从足量用户那

里获得回馈来修复漏洞。”

其次，CIM 是一个多工艺协

调的复杂系统。“这就意味着一家

软件公司仅靠自己没有办法全部

覆盖半导体所有生产环节，需要

和工厂里各个部门做大量的沟通

协调，还要和设备厂、材料厂有海

量的沟通协调，很多时候还需要

设备厂额外开许可权限来接入系

统。”王立夫指出，CIM定制化程

度极强，每一个工厂都得当成一

个单独的项目独立开发，复用性

相对少一些。

虽然工业软件国内玩家处

于早期成长阶段，但在核心的

MES 领域也涌现出了上扬软件、

赛美特、芯享科技等本土玩家。

有业内人士指出，即使国内的工

业软件目前发展相对艰难，但国

产工业软件未来依然可期。

虽然工业软件国内玩家处于早期成长阶段，但在核心的MES领域也涌现出了上扬软件、赛美特、芯享科技等本土玩家。

赛富亚洲阎焱：
颠覆性原创技术是中国
投资最大机会

本报记者 李立 上海报道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

是一个大变局的世界：全球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世界经

济遭遇重创，全球供应链变

得非常脆弱，经济全球化按

下了暂停键。”赛富亚洲投资

基金创始管理合伙人阎焱，

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2022创

投峰会上表达了他对目前全

球经济形势的判断。

不过，阎焱认为，从风险

投资角度来看，宏观经济形

势和风险投资关联度很小。

对一个好的创业者来说，宏

观经济形势和创业做企业没

什么大的关系。关于大变局

下应该如何投资，阎焱进一

步分享了他的看法。

“风险投资周期和宏观

经济的周期并不一致。优

秀的投资人都具备穿越周

期的眼光，具有超级回报的

投资大部分在经济周期底

部 建 仓 和 出 手 。”阎 焱 认

为。比如 1999 年软银投资

阿里巴巴，是在互联网泡沫

破灭前夕。2000 年南非公

司投资腾讯，李嘉诚小儿子

在经济危机时以非常便宜

的价格卖掉。南非公司接

手，一直投资到今天，成为

腾讯最大股东。

巴菲特有一句名言，在

别人贪婪时要警惕，在别人

警惕时要贪婪。对手上有现

金、有韧性的投资人来说，现

在是最好的投资时期。

“过去二十年来，投资中

国的逻辑主要有三个”，阎焱

表示，中国是统一稳定的大

市场，高速发展的经济，有一

个近乎永远满足不了的需

求；其次，中国有廉价的熟练

工 人 和 工 程 师 ，有 环 保 意

识。在他看来，过去二十年，

中国主要盈利模式是套利模

式，学习美国商业模式再拿

到美国去上市，是赚美国人

的钱。

在新的环境下投资逻辑

也在发生改变。“国内政府主

导的基金成为了PE和VC的

主体，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

备案1.5万家基金，国企主导

的 PE、VC，占整个基金总量

的四分之三。成长期的投资

机会几近消失，中美关系转

冷 ，卡 脖 子 的 技 术 成 为 刚

需。”阎焱对《中国经营报》等

媒体记者表示。

在他看来，世界正在进

入大数据时代，中国有弯道

超车的可能。在 A 股市场，

由于政策导向，创新板创立

以后，政府政策鼓励由0到1

具有原创技术的企业上市，

上市回报丰厚。2019 年，第

一期科创板上市企业中赛富

基金参与投资的有两家，一

家是光峰科技，一家是乐鑫

芯片，光峰科技生产全世界

亮度最高的激光光源，乐鑫

芯片是中国最大的做物联网

芯片的企业之一，二者都有

原创技术。

创 业 主 体 也 在 发 生 改

变，过去一个创业者需要有

街头智慧，但是现在创业成

功的创业者都是典型的学霸

级，大部分是硬核理工科。

在阎焱看来，投资前移，

投资创新会成为一个大的趋

势，这是非常重大的投资逻

辑改变。 投资机构要明白推

动社会进步主要在哪些方

面，人类社会进步主要是靠

技术进步推动。

今后十年，5G 带来万物

互联，大数据成为一切的基

础。云、人工智能、新能源车

和自动驾驶、新的电池技术

都成为非常重要的领域。其

中一切行业都离不开芯片，

芯片变得非常关键。此外，

与生物基因、老年化社会相

关的医疗机器人、医疗康养，

都变成非常重要的需求。

在他看来，5G 时代下作

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将是物

联网发展中最大的获利者。

5G 下新的消费模式极有可

能引领全球新的消费升级，

中国是消费大国，从投资角

度来讲，消费领域永远有机

会，绿色技术在中国仍有非

常大的前景。

“颠覆性0到1的原创技

术，这才是中国的未来，这是

中国未来投资回报最大机会

所在。”阎焱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