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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产业生态的逐渐完善，我

国半导体自主可控的程度也进一

步提高。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3 年中国累计进口集成电路

4795亿颗，较2022年下降10.8%；进

口 金 额 3494 亿 美 元 ，同 比 下 降

15.4%。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23年全年，我国国内集成电路产

量为3514亿块，同比增长6.9%。

在全球半导体行业下行周期的

大背景下，这些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中国企业在努力提高本土芯

片产量，以减少对进口芯片的依赖。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在过去的

两三年里，由于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产

业的限制，中国半导体厂商出于对自

身供应链安全的考量，进一步加速了

国内半导体供应链的补足建设。

电子创新网 CEO 张国斌对记

者表示，最近两三年，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禁令

和举措，这反而让中国打造完整自

主半导体产业链的决心更坚强，也

激发出了千百家本土企业补足产

业链短板的激情，在制作、设备、材

料、EDA工具、IP、封测等环节都取

得了突破，比如光刻胶实现了KrF、

ArF 自主供应，清洗、蚀刻、PVD/

CVD等设备都有所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AI芯片作为引

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重要驱动力，近两年受到了高度关

注。而 AI 芯片霸主英伟达日前向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

中，首次将华为列为多个类别的主

要竞争对手。

“对于国产 AI 芯片企业，关键

是实现向国产供应链的迁移，这个

过程当中还会遇到很多困难，包括

缺乏 IP、工具链等必要支持，以及

国产代工厂的产能和良率问题

等。”国内一家AI芯片公司研发人

员秦昕（化名）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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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的发展

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进

入本世纪尤其是最近二十

年里，随着自然语言理解、

深度学习、多模态信息处

理、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

软硬件技术的跃进与突破，

AI 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社

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

更为重要的是，自2022年年

底以来，一直到 2024 年年

初 ，美 国 的 AI 明 星 公 司

OpenAI 推出的大语言模型

ChatGPT、文 生 视 频 模 型

Sora 火热出圈，使 AI 在全球

范围内进一步“破圈”。

在大众认知语境中，中

国 的 AI 发 展 到 什 么 程 度

了？发展水平在国际上领

先还是落后？这是很多 AI

产业以及从业者长期以来

一直关注的问题。尤其是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当

OpenAI先后抛出ChatGPT、

Sora 等成果点燃 AI 行业热

情时，“中美 AI 的差距在拉

大吗？”在 2024 年全国两会

开幕之际，该话题又一次成

为公众热议话题。

《中国经营报》记者近

日来采访了多名来自不同

行业领域、职业岗位的从

业者以及行业观察者，试

图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

或者为探寻答案找到一个

有效的“钥匙”，从而为读

者提供认知与理解这一问

题的参考。

多环节取得突破

中美AI差距在拉大？听听从业者怎么说

未来仍需更多创新

有差距、在追赶，是事实

另一个事实：在加速

谦询智库创始合伙人龚斌指

出，当前以 OpenAI 为代表的生成

式AI总体是“大力出奇迹”的工程

成果，无论是ChatGPT，还是Sora，

OpenAI 的思路就是做“大”模型。

在这一路线上，我国 AI 发展与美

国相比还存在一定的短板，尤其表

现在算力的代差、大规模海量数据

集等方面。受商业环境影响，国内

许多AI技术企业在AI基础研究方

面的研发投入远不及美国科技巨

头的投入规模和强度，再加上美元

基金投资的收缩，由此造成 AI 基

础理论研究和模型近些年创新步

伐放缓。

2023 年，国产大模型密集面

市，一度被业界冠以“百模大战”之

称。田丰认为，当前人工智能正在

从昂贵走向低成本，最终将成为每

个人都用得起的设施和终端。大

模型的上半场是知识工程的革命，

下半场加上机器人是新一代工业

革命。以操作系统发展历程为例，

田丰认为未来头部效应会越来越

明显，头部AI操作系统加上超级应

用，会成为大模型的发展方向。随

着新能源+芯片技术的突破，大模

型的成本会持续降低，将会有更多

的创新者通过大模型创造微型的

创业企业，形成多样行业创新的服

务，开创迷你企业和个人IP时代。

需要说明的是，大模型生成AI

并不能代表AI的全部，事实上，大

模型的发展才刚刚开始，它的问题

与缺陷也在不同程度地展现，比如

谷歌大模型 Gemini 将美国首任总

统华盛顿、特斯拉CEO埃隆·马斯

克等画成了黑色皮肤；在 OpenAI

的文生视频模型 Sora 生成的视频

中，玻璃杯倒下摔碎之前红酒就已

洒在桌上；国内最早版本的文生图

工具将中国传统美食“夫妻肺片”

“红烧狮子头”等生成了惊悚图；

OpenAI与《纽约时报》等媒体机构

的知识产权纠纷；微软AI团队最新

被曝涉及 3 万条内部信息和 38TB

数据遭外泄；AI换脸诈骗案件在世

界范围内出现……

在大模型热潮按下全球 AI 发

展加速键的同时，无论是美国、欧

洲等地区，还是国内市场，在脑机

接口、具身智能、量子通信等领域

的科研技术及工程成果也在提

速。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已成为

大趋势。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我国从中

央到地方已出台了多项推动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的政策及措施。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二十届中

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讲

话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

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核心要素。必须加强科技

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

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

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

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

能。显然，人工智能技术对于新质

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

国家和地区，AI技术都在快速地发

展与落地应用，与此同时，各个国

家对AI的安全监管及治理也在同

步推进。

近 一 年 来 ，ChatGPT 的 爆

火、AI 大模型的爆发式增长，用

于大模型训练的先进制程大算

力芯片，已被公认为在 AI 算力

竞争中具有战略性、全局性价值

的部分，英伟达也凭借在该领域

的产品优势，市值一举突破两万

亿美元。

然而，国内 AI 芯片企业与同

行有着不小差距。“对于国产AI芯

片企业，核心关键是实现向国产

供应链的迁移，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还会遇到很多困难，包括缺乏

IP、工具链等必要支持，以及国产

代工厂的产能和良率问题等。”秦

昕表示，国产代工来弥补台积电

的缺口，将是2024年国产AI算力

芯片发展的重点。

尽管面对美国在AI芯片多层

面的制裁，国内 AI 芯片设计企业

并没有放弃努力。“我们通过芯片

架构创新、采用最新的芯片设计

技术等不同的方式，不断研发出

多款具有一定竞争力的AI芯片产

品。这些产品的出现，不仅填补

了国内市场的空白，也在一定程

度上提升了中国在全球AI芯片市

场的地位。”秦昕指出。

比如，不少国内大客户开始

考 虑 使 用 华 为 AI 芯 片 腾

910B。科大讯飞副总裁江涛透

露， 腾 910B 的能力已经基本可

以对标英伟达最新推出的 A100

芯片，基于 腾 910B 的大规模智

算集群基础设施，已经在国内多

家智算中心和电信运营商内部开

始测试。

然而，秦昕认为，2024 年美

国对中国 AI 芯片的制裁力度可

能会进一步加强。“首先，国内企

业需要进一步加强自主研发能

力，提高芯片的性能和稳定性，

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其次，国内企业还需要加强与国

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共

同推进 AI 芯片技术的创新和发

展。最后，政府也需要加大对国

产 AI 芯片行业的支持力度，提供

更多的资金、政策和人才支持，

帮助国内企业度过难关。”他建

议道。

“近两三年是中国本土半导

体产业突飞猛进的时期，不过目

前我们只是实现了 0 到 1 的突

破，要实现 1 到 100、1 到 1000 的

突破，我们还需要注重高质量发

展，不能在低水平内卷，我们需

要更多的创新，同时也要考虑另

辟蹊径，不要重走欧美走过的老

路。”张国斌说。

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著名科

学家钱学森曾提出，现代科学技术

体系从纵向来看分为基础理论、技

术科学、工程技术和系统工程四个

层次，这四个层次构成了从基础科

学到应用的完整链接。而广受科

技界认同的 Gartner 新兴技术成熟

曲线，将每个技术的生命周期划分

了技术萌芽期、期望膨胀期、泡沫

破裂谷底期、稳步爬升复苏期、生

产成熟期5个关键阶段。尽管说法

不同，但实际上，无论是作为新兴

技术的更广义范畴的 AI，还是 AI

领域中的各个细分技术，显然大致

遵循着这一演进过程。

多名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都坦言，我国AI发展从整体来

看处于一个追赶美国的状态。上

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沈

灏直言，身在计算机行业看到更多

的新技术变革，对新技术的发展变

革会有更清晰的认知与紧迫感。

目前我国AI发展受制于顶尖人才

的稀缺、硬件的限制等，在加速追

赶的过程中，很多行业领域的人员

自然会出现一些较为普遍性的焦

虑情绪。

商汤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田

丰则向记者指出：“（中国）在追赶

（美国）是毋庸置疑的，但 AI 发展

包含多个维度，所谓的差距往往需

要一个评测对比，从基础研究层面

来说，各个国家、各家企业并没有

完全公开自身的研发成果，所以很

多维度的差距既没法证实，也没法

证伪。”

田丰指出，单就市场上开源

的大语言模型来看，根据 AI 开源

社区 HuggingFace 最新排行榜，在

综合能力以及推理、数学、编程能

力评测中，由商汤和上海 AI 实验

室等联合打造的书生·浦语 2.0 包

揽前两位，谷歌最新推出的开源

大模型 Gemma 排名第三位，在与

美国 Meta 的 LLM2、法国的 Mistral

等开源模型的评测对比中，书生·

浦语2.0同样表现优异。需要说明

的是，OpenAI 的 ChatGPT 是闭源

的，因此并不在此排行榜中。“在全

球开源大模型发展中，目前中国厂

商是具有领先能力的。”田丰如是

说道。

全国政协委员、360 创始人周

鸿 近日也公开表示，中美在AI上

的差距主要在于“确定技术方向”

上，一旦方向确定，中国的优势是

学习能力很快，在一两年内能够追

上。中国现在要做出一个超过

GPT-4的通用大模型可能比较难，

但在一些垂直领域超过GPT-4是

完全有可能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纬民在2023

年11月底公布的《北京市人工智能

行业大模型创新应用白皮书 2023》

中指出，美国作为全球科技霸主，

一直引领人工智能领域发展前

沿，整个大模型的产业布局全面

领先，在研发能力、人才储备、硬

件设施及融资环境方面占据优

势。相较而言，中国占据海量数

据资源和应用场景优势，但顶尖

的 AI 人才缺乏 ，在基础理论、原

创模型等颠覆型、阶跃型技术方

面仍缺乏引领能力。产业基础层

的整体实力较弱，高质量数据积

累不足，在高端芯片、关键基础软

件等领域受制于美国。

旗下拥有自研大模型“序列猴

子”的出门问问CEO李志飞团队则

发文指出：“对于新技术的发展既不

能视而不见，但也不必妄自菲薄。”

在出门问问团队看来，“中国在 AI

产研和认知方面跟美国的差距，相

比 ChatGPT 发布时期应该是缩短

了，而不是加大了。”“作为中国的

AI创业者，我们不再有初见Sora时

的茫然无措和无力之感，而是滋生

出更坚实的力量和信念。”“中国AI

同仁完全有实力迅捷追赶，而不是

被迎面而来的时代所困顿。”

“EDA工具领域，是我们进展

较快的领域，已经初步实现了全

流程工具（自主生产），涌现了一

大批优秀的企业，如华大九天、概

伦电子、芯华章、思尔芯等。”在补

足国内半导体产业链的进程中，

张国斌指出，国产 EDA 产业实现

了不错的突破。

据了解，EDA也就是电子设计

自动化，是进行芯片设计、制造、封

测等环节所需用到的软件，它不是

单指一个或几个软件，而是涉及近

百种不同技术，涵盖多种“点工具”

的软件工具集群，被称为“芯片之

母”。虽然 EDA 门槛没有光刻机

那样高，但也是我国芯片行业需要

攻破的“卡脖子”技术之一。

工业软件和芯片解决方案提

供商上海合见工业软件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合见工软”）方面

此前曾对记者表示，中国 EDA 公

司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无到

有，再到产品性能对标国际产品，

最后形成产业协同的生态。

“近几年来，中国EDA产业的

发展已初具规模，产业生态也在

初步形成。”合见工软指出，比如

在模拟设计 EDA 工具和制造领

域，已经有优秀的国产 EDA 公司

深耕多年，而在数字设计和验证

领域，也有初创 EDA 公司的工具

在产业上获得认可。

2023年6月，合见工软宣布与

北京华大九天携手共建数模混合

设计与仿真 EDA 联合解决方案。

对此，国内一家 EDA 公司内部人

士高辰（化名）当时告诉记者，该

事件在业内很具影响力，“国内

EDA公司第一次联手，以前的case

都是去绑定国外大EDA平台”。

张国斌指出，随着华为 Mate

60 系列的横空出世，其搭载的新

麒麟 9000 芯片的回归，实现了先

进工艺自主可控。尽管新麒麟

9000 芯片实际供应商依然未知，

但中国已经拥有了不受美国长臂

管辖能力控制的先进制程芯片制

造能力。

知名半导体产业分析师Dylan

Patel 在分析工艺水平后，认为新

麒麟 9000 足以与高通最好的基

带芯片相媲美，其制造工艺也比

西方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要好，并

直言不讳地表示美国半导体对

华出口管制“已经失败”。

此外，张国斌还指出，在IP领

域我国公司也实现了突破，目前

最先进的算力接口 IP 以及 GPU

IP 都已经可以本土化；而在封测

领域，一大批优秀企业如长电科

技、华天科技等已经具备最新的

芯粒封装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张国斌表示，中

国企业在半导体标准制定方面也有

所建树，“我们自己制定的星闪

（NearLink）技术已经获得数百家企

业的认可，正在大力推广”。另外，

本土微控制单元已经在中低端领

域成为主角，目前在往高端冲击。

“本土 CPU、GPU、人工智能

算力产品以及车规产业也打破了

欧美垄断，继续往纵深发展，尤其

是开源指令集 RISC-V 处理器，

中国已迅速发展成为全球RISC-

V应用重镇。”张国斌说。

中国半导体多环节渐获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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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半导体产业链加强

从股市上看，市场需求规模

增长、国产化加速成为国内半导

体产业链多家公司2023年业绩增

长的重要原因。

高辰也表示，有国产使用需

求的客户，都很支持国产EDA，其

中来自 HPC（高性能计算）、通信

等行业的客户给予了支持，帮助

测试、迭代。

在国内半导体设备市场中，海

外厂商占有较高市场份额。但在已

发布的2023年业绩预告中，国内多

家半导体设备公司表示，旗下主要

设备类产品性能优异、品质稳定，销

售订单持续增长，品牌认可度不断

提升，客户群体覆盖度进一步扩大。

半导体设备公司盛美上海

（688082.SH）最新年报显示，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38.88亿元，同比

增长 35.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68 亿元，同比增长

25.77%。盛美上海方面表示，2023

年随着公司技术水平的不断提

高、产品成熟度以及市场对公司

产品的认可度不断提升，公司业

务开拓迅速，销售收入持续增长。

根据中银证券统计，盛美上海

清洗设备的国内市占率为23%，而

Gartner 2022 年数据显示，盛美上

海在全球单片清洗设备的市场份

额已升至7.2%。

半导体设备公司中微公司

（688012.SH）2023年度业绩报告显

示，营业收入约 62.64 亿元，同比

增加 32.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约17.86亿元，同比增加

52.67%。该公司此前表示，2023年

新增订单金额约83.6亿元，同比增

长约32.3%，其中刻蚀设备新增订

单约69.5亿元，同比增长约60.1%。

中微公司还表示，受益于公

司完整的单台和双台刻蚀设备布

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产品升级

快速迭代、刻蚀应用覆盖丰富等

优势，2023 年公司 CCP 和 ICP 刻

蚀设备均在国内主要客户芯片生

产线上市占率大幅提升。

国产半导体设备厂商市占率

的提升，是我国打造自主可控的半

导体产业链的一个缩影。“我们有

巨大的整机优势，本土半导体和本

土整机企业一起结合可以实现超

级创新，就如同华为Mate60一样，

融合本土优势，实现国外企业不能

企及的创新高度。”张国斌说。

中国占据海量数据资源和应用场景优势，但顶尖的AI人才缺乏 ，在基础理论、原创模型等颠覆型、阶

跃型技术方面仍缺乏引领能力。

需要说明的是，大模型生成AI并不能代表AI的全部，事实上，大模型的发展才刚刚开始。

无论是美国、欧洲等地区，还是国内市场，在脑机接口、具身智能、量子通信等领域的科研技术及

工程成果也在提速。 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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