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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归斗争，一个事实不容忽

视，那就是：中国人是可以做好半

导体的。

而当前大陆的半导体行业要

想迎头赶上，最不可或缺的也是人

才。

新中国成立之初，半导体行业

顶尖人才排除万难回国，曾一度打

下了领先基础。

1950 年，在美国普渡大学任教

的王守武决定回国，为国家发展作

出自己的贡献，尽管遭到杜鲁门当

局的百般刁难，他仍想尽办法，最

终以回乡探母为由，才得以辗转回

国。

那一年，麻省理工学院的谢希

德、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夏培肃、芝

加哥大学的汤定元、哈佛大学的黄

敞、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林兰英等人

也想方设法回到祖国。

这些当时顶尖的半导体人才，

回国后自己动手造设备、编撰教

材，培养了新中国半导体领域的第

一批学生，为我国的半导体事业打

下了根基。

遗憾的是，由于 80 年代产业

化能力跟不上，大陆的半导体行业

无奈掉队。而彼时欧美日韩却在发

展中抓住了先机，不断做大做强。

当大陆想要奋起直追时才发

现，差距已非短时间可以缩小。

幸运的是，在今天的全球半导

体产业里，华人工程师数量庞大，

在顶尖芯片设计公司里的核心技

术位置，华人占据了大多数。这些

资深工程师，都是芯片行业不可或

缺的人才。

中微半导体设备公司董事长

尹志尧表示，自己还在英特尔工作

期间就发现，英特尔内部研究所的

组长、经理全部都是华人，真正从

事技术研发的都是中国人，5nm 以

及 3nm 的三极管结构，也是由华

人教授胡正明提出来的。

“在半导体领域我们和欧美

国家的差距，虽然至少是三代的技

术，但这样的劣势只需要花 5-10

年的时间来挽回。中国人在美国能

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只要肯为国贡

献，国内也一定有望实现技术突破

的。”尹志尧曾公开说。

长久以来，亚裔在美国深受歧

视，能够在行业中站上金字塔顶端

的更是少数。

在美国，有一个专门的词用来

形容亚裔面临的一种无形升职障

碍，叫“竹子天花板”。大概意思是，

在一家企业中各个种族人群分别

占据不同的岗位，而这些岗位之间

的界限通常很难打破，尤其是亚

裔，往往大部分处于底层，少数处

于中层，能够进入高层的寥寥无

几。

尤其在今天，美国排华情绪高

涨，华人在海外的发展空间再一次

被挤压。这或许也是我们进一步吸

引优秀人才、解决“缺芯之困”的机

会。

如何吸引并与这些人才共赢，

是时候好好想想了！

（《华商周刊》《南方人物周刊》、

腾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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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困芯”久矣。

至今，全球芯片行业依

然是三种发展模式：

第一种是从芯片设计到

制造环节全部自主的，比如英

特尔和三星等；第二种是只做

芯片设计，制造由代工厂完成

的，如 ARM、AMD、高通、华

为海思等；第三种就是自己不

做设计，专注为芯片设计公司

完成代工制造的，例如台积

电、中芯国际等。

无论以上哪种模式，就整

个芯片产业的发展来说，其核

心就是设计和制造两大部分，

中国大陆芯片的薄弱，则是在

设计和制造上都有欠缺，是整

体的落后。

芯片设计上，中美关系紧

张之前，大陆的华为海思、紫

光展锐已经达到世界级的规

模和水准。

比如华为海思。据调研机

构数据，2020 年第一季度，华

为海思首次超过高通，成为中

国市场手机芯片第一名，并凭

借 26.7 亿美元的销售额首次

跻身全球半导体公司前十。

但美国的制裁，让华为海

思在短暂位居全球第十之后，

迅速跌出了榜单。

在中国台湾调研机构

TRI 以二季度营收为参考的

最新排名中，全球十大芯片设

计厂商中，中国大陆已无一家

企业上榜。

芯片制造上，中国大陆的

实力就更弱。

按台积电张忠谋的话说，

大陆芯片制造技术至少落后

台积电 5 年以上，5 年看似不

长，但在突飞猛进的科技业，

尤其是“你进步，人家进步更

大”的情况下，这是个异常残

酷的数字。

科技产业是比拼顶尖人

才的产业，芯片这类的高科技

产业更是如此，中国大陆在芯

片领域的薄弱，往往给人一种

印象，中国人在这个领域不

行。

真是这样吗？事实恰好相

反。

无论是芯片设计还是制

造，以种族、血统而论的中国

人（包括出生和成长在中国大

陆的华人，以及直接出生在海

外的华人）在全世界都是有竞

争力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最

有竞争力的。

华人不仅占据了全世界

芯片设计和制造的大多数市

场，还掌握着大多数技术前进

的方向。甚至可以说，当下芯

片业的世界顶级大战，实际上

已是华人和华人的战争。

芯片制造方面，仅中国台

湾的台积电一家，其全球市场

占比超过 50%，也就是说，全

球所有其他对手加起来都不

如它一个大，包括韩国三星、

英特尔，短期内都无望与之分

庭抗礼。

芯片设计方面，华人更是

掌握着大半个世界。

在 TRI 公布的 2020 年

全球十大芯片设计厂商排名

中，有八家掌舵人都是华人。

他们中大多数还掌握和引领

着当下行业的最新方向，是颠

覆芯片产业传统格局的最有

力破局者。

1983 年，如今的“AI 教

父”黄仁勋，那时还是大学校

园的愣头青。

黄仁勋祖籍浙江，1963

年出生于中国台北，之后前往

美国留学。1983 年，还没正式

拿到毕业证的他，就直奔硅谷

成为了 AMD的芯片工程师。

彼时，计算机产业方兴未

艾，英特尔还是小字辈，微软

刚把MSDOS 卖给 IBM。

同样是这一年，另一位后

来被称为“台湾芯片设计业教

父”的蔡明介，选择离开台湾

中研院电子所，加入刚刚成立

3年的联华电子（联电）。

十年后，黄仁勋在两个好

友的鼓励下创办了如今威震

天下的英伟达，但他们的开端

却并不顺利：用了两年时间才

推出的第一款产品 NV1 并没

有掀起波澜，为了生存，公司

不得不裁员，从 100 多人缩减

到 30 多人，可谓一出手就尝

到了失败的苦果。

蔡明介也在这时面临人

生一个重大且艰难的选择。

1996 年，联电转型成为

专业晶圆代工厂，但由于既有

代工生产部门，又有自己的设

计部门，被质疑其芯片设计部

门有盗用客户设计之嫌。因

此，联电决定剥离旗下的芯片

设计部门。

机会就这样摆在了在联

电工作了快 14 年的蔡明介面

前。彼时，由他担任小组领导

的多媒体部门决定从联电分

离出来，成立子公司联发科，

蔡明介担任董事长，开始独当

一面。

作为中国台湾第一家芯

片设计公司，联电在半导体业

是黄埔军校一般的存在。除了

联发科，全球前十大芯片设计

巨头中，还有两家也与联电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就是

联咏科技和瑞昱。

1997 年，联电商用产品

事业部宣布独立，成为联咏科

技的前身。

瑞昱虽不是完全脱胎于

联电，但它的几位最初创始人

叶博任、叶南宏和他们的同学

都曾是联电的研发工程师。

1987 年，他们获得了叶博任

哥哥的投资，在台湾创立了瑞

昱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1995

年，另一家未来的芯片设计巨

头———迈威在美国加州诞生。

迈威的创立者是三个年

轻人，包括当时 33 岁的戴伟

立、她的丈夫———印尼华侨周

秀文及其胞弟周秀武。戴伟立 17

岁随父母从上海移民到美国旧金

山，也是当时全球主要半导体公司

中唯一的女性创始人。

迈威创立于戴伟立家的客厅，

最初的 35 万美元启动资金来自父

母和朋友，为了确保聘请的工程师

有不错的报酬，3 位主创不拿薪

水。但他们用 3到 4 年很快实现了

盈利，并于 2000 年在纳斯达克上

市。

世纪之初，新巨头们急速长

成，传统巨头们日子却不好过。

2006 年，老牌芯片设计巨头

AMD 因为大举并购陷入财务危

机，此后连亏五年。在接连换了四

任 CEO后，美籍华人苏姿丰在危

急时刻走马上任，帮 AMD 扭转颓

势。

赛灵思也在同样的境遇下，扶

正美国华人彭胜利出任 CEO，他

也是赛灵思历史上首位华人

CEO。

而全球最大的芯片设计企业

博通，则在 2015 年被芯片制造商

安华高以小博大拿下。合并后新公

司沿用“博通”的名称，公司新总裁

兼 CEO由安华高总裁兼 CEO、马

来西亚华裔陈福阳担任。

至此，联发科、英伟达、迈威、

联咏科技和瑞昱等 5 家由华人创

办的芯片设计公司和 AMD、赛灵

思、博通等 3家由华人掌控的芯片

设计巨头悉数亮相。

一个新世界开始酝酿，华人们

以不同的方式，争先恐后地抢占芯

片设计领域的顶端。

芯片设计业风云变幻，高通以

及同时从事芯片设计和制造业务

的英特尔，一直稳坐巨头位置。华

人 CEO们站稳脚跟后，这两大巨

头自然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

首先被盯上的是高通。2017

年，刚刚吃下博通两年的陈福阳，

野心再起，直接宣布把博通总部从

新加坡搬到美国，让博通成为一家

美国公司。这个看似在示好美国政

府的举动，实际上，是为了下一次

蛇吞象来得更加省事。

在成为美国公司后，相关的并

购交易就能直接避开美国外资审

议委员会的审核直接进行。

果不其然，就在陈福阳宣布将

博通总部搬至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的几天后，博通方面发出公告，称

要以 1050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高

通。双方谈判失败后，陈福阳甚至

寻求在董事会中提名多位董事以

拿下高通董事会的控制权。直到时

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出面阻止，这项

收购才最终作罢。

盯上高通的不止博通，另一个

巨头联发科也在频频发起猛烈冲

击。

据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数

据，2020 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

机芯片市场占有率中，联发科力压

高通，首次登顶全球第一。

这并非联发科首度领先高通。

2007 年起，大陆开始对手机颁发

上网许可证，不少手机小品牌涌

现，性价比更高的联发科受到青

睐。到 2008 年，联发科收入当中有

一半就是来至于手机芯片，其在大

陆市场也均有超过高通的记录。

除了高通，英特尔同样是华

人 CEO们看中的对手。

在与高通、英特尔缠斗的同

时，这些华人内部也在进行激烈的

竞争。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黄仁

勋与苏姿丰这对老对手。

黄仁勋曾直言，“AMD 新显卡

很一般，没啥惊喜的。要是我们的

显卡开启 DLSS 的话，那就直接完

爆它了，开启实时光线追踪，也可

以干翻它。”

苏姿丰则在访谈中回应：“我

猜想，他应该还没有见过这张卡

吧！”暗示黄仁勋强行抹黑。

2020年，两家之间的博弈升级。

先是英伟达宣布 400 亿美元收购

ARM，剑指数据中心市场，随后

AMD立即宣布以350亿美元收购深

耕数据中心市场几十年的赛灵思。

中国芯片的薄弱

华人破局者

围剿高通

人才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