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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 2023 年的逐步回暖

后，全球半导体市场正变得更加

活跃。

近日，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公布 2024 年全球晶圆厂

预测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

告显示，继2023年以5.5%增长率

至每月2960万片晶圆之后，全球

半导体产能预计 2024 年将增长

6.4%，突破每月3000万片大关。

其中，中国 2024 年晶圆产

能将以 13％的增长率居全球之

冠。报告指出，在政府和其他

激励措施推动下，预期中国大

陆地区将扩大在全球半导体产

能中的占比，全年新投产 18 座

新晶圆厂，产能增长率将从 2023

年的 12%增至 2024 年的 13%，每

月产能将从 760 万片增长至 860

万片。

同时，受益于中国大陆的拉

动，中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

链也将受惠，预计其产能将维持

在全球第二的位置，2023 年和

2024 年的年增长率分别为 5.6%、

4.2%，每月产能由 540 万片增长

至 570 万片，预计自 2024 年起将

有5座新晶圆厂投产。

对于此轮产能上涨的原因，

报告认为，2024年，生成式AI和

高效能运算（HPC）等应用的推

动，以及芯片在终端侧需求的复

苏，成为先进制程和晶圆代工产

能加速扩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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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引领半导体复苏 2024年晶圆产能将破860万片

纵观此轮全球半导体产能的

增长大潮，中国引领的强劲势头无

疑最为业界所关注。在业内看来，

全球半导体市场的大气候，以及中

国独特的产业政策与需求拉动，造

就了此轮半导体制造的繁荣。

IDC 亚太区研究总监郭俊丽

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2024

年，全球半导体产能扩张将超过

6%。从需求端来看，生成式 AI 对

高性能计算与存储芯片的需求、智

能电动汽车对分立器件与逻辑芯

片的需求等，将会刺激需求增长，

从而推动相关产品的产能扩张。

“从供给端来看，对于供应链

安全的关注，使得各国政府推出相

应激励措施，支持代工厂商在本地

的投资扩产。”郭俊丽指出。同时，

CINNO Research 首席分析师周

华也向记者表示，作为各个地区与

国家战略部门，为分散半导体制造

风险，实现半导体产业自主化，全

球厂商纷纷建厂扩线，半导体产能

逐年提升。

在此大背景下，中国半导体产

业融入其中，成为关键一环。周华

认为，一方面，受益于政府资金注

入与政策支持，另一方面，中国大

陆自身对半导体制造有着较强的

市场需求，这是中国半导体产能增

长的两项最关键因素。

郭俊丽则表示，在市场侧，中

国对半导体的需求巨大，尤其是在

电动汽车、工业智能化、人工智能等

应用的推动下，急需制造端发力提

升供给能力。而在供给侧，中国面

临国际政策风险和限制，急需供应

链的独立自主。“在政府大力推动

下，2024年，中国将新增18个芯片

生产项目，每月产能将突破800万

片，提升自身在全球的制造份额。”

以国内目前最大两家的晶圆巨

头中芯国际与华虹为例，记者查阅

数据显示，自2021年以来，连续三

年，两家企业的月产能都呈增长态

势。在2023年前三季度，中芯国际

的合计晶圆出货量为419.15万片8

英寸约当量，华虹的合计晶圆出货

量为318.7万片8英寸约当量，占到

了同年国内晶圆产能的55%以上。

“虽然在高端制程上，中国晶

圆产业目前受到了产业外的因素

影响，但由于整个市场以成熟制程

芯片的需求为主，这也让中国晶圆

厂在增长势头上仍然可观。”CHIP

全球测试中心中国实验室主任罗

国昭告诉记者。

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到2027

年，全球晶圆代工成熟制程（28nm

以上）和先进制程（16nm 以下）的

产能比重将维持在7∶3。在此趋势

下，中国半导体产业和政府投资的

重点继续放在成熟技术上，推动

300mm前端晶圆厂产能，全球份额

占比从 2022 年的 22%增加到 2026

年的25%，达到每月240万片晶圆。

中国引领全球产能大涨

2023年12月24日，四川南充，工人在半导体生产车间忙碌。 视觉中国/图

小红书辟谣上市 发力社区电商

本报记者 李昆昆

李正豪 北京报道

近日，有消息称，

小 红 书 或 最 快 于

2024 年下半年赴港

上市，再次引发了外

界对小红书的广泛关

注。不过《中国经营

报》记者向小红书方

面求证此事，对方称

目前没有上市计划。

实 际 上 ，早 在

2021年11月，小红书

就获得了来自阿里

巴巴、腾讯等投资方

共 5 亿美元的融资。

到了2023年，红杉中

国通过几笔交易买

入小红书股份时，其

估值已经降至140亿

美元。业内认为，如

何在上市前丰富其

社区电商的故事，获

得更高的市场估值，

是小红书当前亟须

解决的问题。

整体产能的拉动，让自 2022

年以来陷入需求下行的全球半导

体市场复苏加快。其中，12英寸晶

圆的逐步兴起，是不可忽略的一大

趋势。

据SEMI给出的预计，到2026

年，全球12英寸晶圆月产能将达到

960万片，其中，美国产能在全球的

占比将自2022年的0.2%大幅提升

45倍至近9%，中国大陆的产能也

将自2022年的22%，提升至25%。

而在国内，记者从半导体产研

机构TrendForce获取的统计数据

显示，除去 7 家暂时停工的晶圆

厂，中国目前已建成的晶圆厂有44

家，包括25座12英寸晶圆厂、4座6

英寸晶圆厂、15座8英寸晶圆厂及

产线，另外还有22家晶圆厂在建，

包括15座12英寸晶圆厂、8座8英

寸晶圆厂。

这也意味着，在12英寸领域，

中国将拥有40座晶圆厂，占国内晶

圆厂总数的比例约为60%。根据

预估，目前国内的12英寸晶圆月产

能总计约113.9万片，占总产能的

约15%。随着12英寸厂成为主流，

这一占比也将持续攀升。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14nm以

下的高端制程的研发和生产目前

都以12英寸晶圆为主，原因在于制

程工艺的复杂度会大幅提升芯片

的成本。为了控制成本，必须提高

硅晶圆的利用率，而晶圆尺寸越

大，浪费越少。

同时，从成本角度出发，罗国

昭向记者表示，12英寸晶圆的成本

较8英寸晶圆更低，据行业统计数

据，这一成本节省率约为50%。同

时，12英寸晶圆的芯片输出几乎是

8英寸晶圆的3倍，这使得每片芯片

的成本降低了约30%。如果产能

继续提升，伴以改进工艺和良率，

预计未来12英寸晶圆的成本也将

进一步下探。

物理特性上的优势，加上受到

手机、PC、数据中心、自动驾驶等下

游应用高速发展的影响，12英寸晶

圆逐渐受到市场青睐，需求量快速

上升，而这一信号目前已传导至产

业端。以华虹为例，记者注意到，

2023年9月，华虹宣布使用募集资

金向全资子公司华虹宏力增资

126.32亿元，主要用于华虹宏力向

华虹制造（无锡）项目的实施主体

华虹半导体制造（无锡）有限公司

增资。

华虹方面表示，无锡12英寸生

产线项目产能处于不断爬坡的阶

段，截至2023年第三季度末，公司

折合8英寸生产线月产能已增加到

35.8万片。与此同时，华虹公司第

二条12英寸生产线华虹无锡制造

项目也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

据悉，目前国内上还有9座12

英寸晶圆厂正在计划筹建中，加上

已有的40座，49座的未来总产能预

计将达417.3万片/月。罗国昭认为，

这也意味着中国半导体晶圆产业将

正式迈入12英寸为主导的时代。

12英寸晶圆渐获青睐

作为全球半导体市场活跃指

数的主要观测指标，产能的提振

也宣告市场正在走出持续一年多

的低迷期。

此前，受半导体产能短缺转

为过剩的态势影响，从2022年下

半年开始，全球半导体市场在连

续增长8个季度后，于当年第二季

度首次出现收入下滑，第三季度

更是延续颓势，下降了7%。

不过，危机往往伴随转机。

就在市场释放下行信号的同时，

ChatGPT引发的AI算力芯片风潮

也让2023年的产业界对于走出颓

势保持信心。仅在AI芯片市场方

面，据AMD方面统计，2023年的

市场规模就会达到450亿美元左

右，预计2027年将增长到 4000 亿

美元，2023—2027 年复合增速超

过 70%。

SEMI最新发布的全球晶圆预

测报告显示，2022年至2024年，全

球半导体产业计划有82座新厂投

产。对此，SEMI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Ajit Manocha表示，半导体的长

期强劲需求后续仍将推动全球半

导 体 产 能 增 长 。 据 其 预 计 ，

Foundry、Memory和Power预计将

是2026年新增产能的主要驱动力。

IDC高级研究经理曾冠玮则

认为，包括AI整合在内的应用需

求，将驱动2024年整体半导体销

售市场复苏。而半导体供应链包

括设计、制造、封测等产业，也即将

挥别低迷状态。

“在供给、需求两端的推动

下，我们预计2024年半导体产业

将会复苏。”郭俊丽指出，受到智

能电动汽车、智慧工厂、生成式AI

的带动，中国半导体市场的需求

将持续保持旺盛。

作为国内晶圆领域风向标之

一，中芯国际的财报也在佐证这一

论断。官方业绩显示，2023年第三

季度，中芯国际资本支出环比增长

约26%至153.10亿元，并宣布将全

年的资本开支上调到75亿美元左

右，同比提升约18%。对比中芯国

际2022年半年报，该公司资本开支

主要用于产能扩充和新厂基建。

资本开支的大幅上调，标志着中芯

国际未来产能将进一步提高。

不过，周华认为，目前全球消费

市场复苏缓慢，头部晶圆代工厂产

能利用率仍处于低位，市场拐点仍

有待确认。目前，中国半导体产业

仍面临需求不足，尚不能对全面复

苏起到有力支撑，这将是2024年中

国半导市场需要应对的一大挑战。

郭俊丽也同时提醒道，宏观

经济发展形势对于需求端的潜在

影响仍然不可忽略。同时，中国

半导体需求端和供给端紧密配

合，形成了良好的产业生态，但仍

要进行供需准确匹配和升级迭

代。此外，上游设备工具受限导致

的供需配合受阻，进行部分小批量

需求的成本控制、产品优化，是中

国半导体产业未来发展需要解决

的主要问题。

“但整体上，我们仍然认为，随

着人才的培养、技术的突破，中国

半导体是非常有发展前景的。”郭

俊丽表示。据IDC方面预计，展望

2024年，在行业巨头的 力发展及

终端需求逐步回稳下，市场将持续

升温，预计2024年全球半导体晶圆

代工产业将呈双位数增长。

全球半导体市场摆脱低迷

“对小红书的印象多数就是卖

各种化妆品、衣服、鞋帽、饰品什么

的，挺小资的……看抖音时也能看

到网红推荐产品引流到小红书去

买的。”一位小红书用户向本报记

者说，“以前下载过小红书，现在没

有了。上面的东西风格不喜欢，之

前是因为要看上面各种茶饮的配

比下载的，其他的内容再看时感觉

有些代沟。比如一段话，去了表情

包、颜文字后就没多少内容了。”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

底，小红书月活用户数超过 2.6 亿

人 ，其 中“90 后 ”用 户 占 比 超 过

70%，50%用户来自三线及以下城

市。同时分享者数量超过 6900 万

人，笔记日均曝光达300亿次。愈

发繁荣的生活方式数字资产，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品牌商家；截至2022

年年底，小红书平台上注册的商业

和品牌账户超过 17.3 万个。围绕

不断累积的 UGC 内容资产，小红

书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用户的多元

生活方式聚集地，以及越来越多跨

代际人群的生活百科全书。

历经十年的发展，小红书目前

已布局内容社区、品牌营销和电商

交易三大业务板块。

一直以来，小红书致力于让

UGC内容更多基于真实生活的记

录分享，并激发社区内活跃的内容

创作热情，为用户提供贴近自我的

“有用性”价值。

目前，小红书社区内容覆盖时

尚、美食、美妆、个护、潮流、教育、

知识、旅行、家居家装、母婴、宠物

等各个生活方式领域。2021 年，

小红书用户笔记发布量同比增长

134%。其中，社区体育运动类增

长 889%，生活记录类增长 356%，

汽 车 类 增 长 306% ，游 戏 类 增 长

284%，科技数码类增长179%；教育

类 增 长 279% ，职 场 行 业 类 增 长

566%，美食类增长126%，装修类增

长 138%，家居类增长 269%，宠物

类增长157%。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目前

来看，我并没有发现小红书有什么

特别的瓶颈，不过现在社区类平台

其实有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信

息茧房问题、内容同质化问题、商

业化问题等，不过这些问题也都是

发展中必然存在的问题，正在被逐

步解决。”

UGC内容社区增长迅速

在社区电商方面，从内容消费

到生活实践，小红书的商业生态从

用户的日常分享、互动中生长出

来，也正在服务更多用户的多元生

活方式需求。

2023年12月，在“极客公园创

新大会2024”上，小红书COO柯南

公开表态，五年前，自己当时还非常

坚定地表态小红书不要做电商。“那

时候，我是站在社区的视角，但现

在，我开始负责电商业务了。”

目前，内容社区商业化的主要

模式有两种：一种是把流量转化为

GMV 的电商，另一种是广告。小

红书构建了稳定的社区生态，但其

电商商业化始终处在不温不火的

状态。2020年，在小红书的收入构

成中，广告营收占比约80%，电商营

收占比约20%。

一般商家在小红书的经营三

部曲为：建账号、发笔记、就创作的

内容与用户互动；找买手、做直播，

以及做好直播前的商品种草和预

热；开店播、稳经营，发展多场域运

营的能力。

迄今为止，小红书借助超5000

万名分享者的真实体验和分享在社

区树立口碑，去影响更多用户的消

费行为。用户通过分享消费体验，

再反向影响品牌和其他用户，形成

正循环。基于此，小红书成为爆款

产品和未来品牌的孵化器。

公开数据显示，截止到2021年

12月，小红书社区汇聚了全球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4 万个品牌。

小红书上国货品牌数量超7.8万个，

用户对国货品牌的搜索次数超过

12亿次，总讨论量约60亿次，连续

两年讨论量同比增长超100%。包

括美妆护肤品牌完美日记、自然之

名、谷雨、花西子等，服饰鞋靴品牌

致知、Maia Active、Ubras等，越来越

多的新国货品牌“走红”于小红书。

柯南曾表示，小红书买手、主

理人等个体已经成为小红书电商

的关键角色。他们具备专业知识

和深刻理解用户需求的能力，能够

更好地传递商品价值，与用户建立

信任关系，并持续为用户提供服

务。他们是商品和用户之间的连

接者，很多用户在小红书购买的第

一单都是通过这些个体完成的。

近一年时间，小红书将电商融入

社区，打通了让用户从看笔记、看直

播到下单购买的全链路，实现了社区

与电商的有机融合。据柯南透露，过

去一年半时间，小红书电商买手和主

理人规模增长27倍，动销商家数增长

10倍，购买用户数增长12倍。

2023年8月，小红书整合电商

业务与直播业务，组建了全新的交

易部，与社区部、商业部平行为一

级部门。此前，电商业务是归属于

社区部之下的二级部门，直播业务

为独立部门。

江瀚认为，小红书未来的发展

前景是好的。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和消费者对品质生活的追求，人们

对小红书这样的内容平台的需求

会越来越大。同时，小红书已经建

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和用户口碑，

拥有大量的忠实用户，这为其未来

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当然，

小红书也需要继续做好内容质量

和商业化的平衡，以及加强版权保

护等方面的管理。

此外，小红书也在向AI发力。

早在2023年3月，小红书就开始筹

备独立的大模型团队，核心员工来

自广告业务的 NLP 技术团队。除

了成立大模型团队之外，小红书内

部还有多个独立部门同时推进

AIGC方向的落地探索。

对小红书来说，利用AI算法，

可以根据用户的兴趣和行为模式，

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内容推荐。

这不仅可以帮助用户发现更多感

兴趣的内容，还能增加他们在小红

书平台上的停留时间。

比如，AI可以帮助小红书优化

内容创作。用户可以借助AI技术

自动生成内容，从而降低内容创作

的门槛和成本。这也有助于吸引

更多的创作者加入小红书的平台，

推动内容创作的多样性和创新

性。此外，AI还可以帮助小红书更

好地连接用户和内容创作者。通

过分析用户的行为和兴趣，找到与

创作者匹配的用户群体，从而提高

内容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

发力社区电商

受益于政府资金注入与政策支持，同时中国大陆自身对半导体制造有着较强的市场需求，这是中国

半导体产能增长的两项最关键因素。

物理特性上的优势，加上受到手机、PC、数据中心、自动驾驶等下游应用高速发展的影响，12英寸

晶圆逐渐受到市场青睐。

包括AI整合在内的应用需求，将驱动2024年整体半导体销售市场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