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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发展底气有多足？
今天将从三个领域的问题进行讲述。

第一，中国人均GDP在 2019年超过了一万
美元，它对中国以及世界具有什么意义？这
是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第二，美国对
中国发动了贸易战，很多产业链据说要迁移
到印度、越南去。这是产业链迁移的问题。
第三，美国还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发动了禁
运，中兴、华为损失很大。在这方面的斗争，
中国和美国在整个高科技领域具体情况是
什么？

哪些国家适合跟中国比较？
2019 年，中国的人均 GDP 为 10276 美

元。如果和其他国家来比较，比如毛里求
斯、赤道几内亚、多米尼加、格林纳达，这些
国家人均GDP也是一万美元，但人口仅有几
百万，甚至于几十万，不适合和中国比较。

在 G20的国家里，俄罗斯、巴西、墨西
哥、土耳其，这四个国家人口数量多，人均
GDP收入都在一万美金左右，所以适合与中
国做比较。G20以外的国家马来西亚，人均
GDP也是一万美元，也可以做比较。

所以，以这五个国家为例和中国进行经
济比较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中国高铁领域
从高铁领域能看出，中国三年修了一万

两千公里的高铁，其他国家仅修建了几百公
里的高铁。

中国的人口是这些国家十倍数量级，可
以说高铁是中国和其它国家的能力差距最
大的一个领域。不仅超过发展中国家，而且
还超过了发达国家。

高速公路网需要长期投资
如果要修成像中国、美国这样密集的网

状的高速公路，不仅需要海量资金，还需要
坚定的决心长期投资。

发达国家普遍在这个事情上做得不错，
他们高铁可能修不起来，但是高速公路都能
修成密集的网状。

可以说判别一个国家到底是不是发达
国家，一般来说看高速公路是比较好的一个
标准，发展中国家普遍没有高速公路网络，
只有中国是例外的。

在这些比较难的基建上面，中等收入陷
阱问题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在一个国家
需要投资的话，就会发现它的基础设施非常
重要。但是修建高铁网络、高速公路网络又
要花非常多的钱，有时候就进入两难选择，
没有钱去修，但是要投资又必须去修。所以
基建投资不足，就变成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原
因以及结果。

那在城市基建方面呢？可能中国现在
和俄、巴、墨、土、马这些人均GDP一万多的
国家是差不多的水平，稍微有一点优势。

但中国在发展一段年头以后，也会全面
领先这些国家。所以这个在分析中等收入
陷阱的时候就会发现，中国在基建投资上面
有很强的能力，可以避免这些国家因为投资
不足造成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

中国基建强的一个能力表现，就是中国
的网购快递非常发达，一个是因为我们有
4G网络，手机下单便捷。再者，中国的高铁
高速公路网络很完善，交通便利。这是中国
基建综合体现在日常生活上的水平。

中国产业发展的核心秘诀是什么？
中国和俄、巴、墨、土、马这几个国家差

别最大的就是在产业发展上。产业发展是
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最关键的一点。看中国
和巴西、俄罗斯进出口贸易方面的数据、俄
罗斯连续十年，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每年
大约是 1100亿美元的贸易额，俄罗斯还是
有顺差的，大约是出口中国 600亿，从中国
进口500亿的水平，巴西2018年向中国出口
了 66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是 350亿美元左
右。那么巴西也有 200亿美元的顺差。但
是，巴西或者俄罗斯它对这个贸易现状它满
不满意呢？至少巴西是不太满意的。巴西
曾感觉制造业遭到中国产品的影响。现在
中国和其他几个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差别就
是，中国是通过制造业和其他国家用资源来
进行交换。

中国在基建方面有很大的优势。表现
在高铁这种需要极强国家动员力方面的，中
国优势特别大。高速公路也是需要密集资
金投入的，中国的优势也很大。中国的收入
以及消费并不明显强于俄、巴、墨、土、马等
国，但是最重要一点是，中国在以全球五百
强为代表的企业多元化发展方面，远远强于
这些国家。这就是中国不会像其他国家一
样，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原因。

产业链转移为何成为关注热点？
自从 2018年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以

后，美国有一个目标，那就是需要全球企业
把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出来，最好是转到美国
去。但是如果转不到美国呢？转到东南亚、
印度也不错。

全球重组产业链，越南将创造经济神
话？

在 1990年，越南的人均GDP只有 96美
元，中国人均GDP是 310美元，但是从 1990
年到现在 30年，中国和越南是世界上人均

GDP以美元计人均GDP增长最厉害的两个
国家。因为越南和中国 90年代初的时候都
是有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人均GDP被低估，
那时候住房、吃饭、上学很便宜，不要什么
钱。如果把这些折算成钱以后，人均GDP便
飞快增长。

2019年，越南人均GDP是2800美元，看
上去比较低，但是其实最近几年发展非常
好。越南表现最好的领域就是进出口领域，
越南在 2015年，人均贸易额就是超过中国
的，而且从2015年到2019年，它每年的贸易
额增速是 12%，中国是 4%。所以到 2019年
越南的人均的贸易额已经是中国的1.6倍。

如何看“越南制造”代替“中国制造”？
中国和越南竞争问题，往往有两类意

见，一类意见是说，中国不如越南了，因为人
力成本很高，所以产业链要迁移到越南去，
越南国家也很稳定，人力只有中国的 1/3、1/
4。另外一种意见是，中国情况不错的，不要
怕越南，中国产业链齐全，所以迁移到越南
去了，又会回来。但这两类意见，基本上它
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把中国和越南进
行比较。实际上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中国
为什么要去和越南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
题。比如说以手机为例，三星公司是世界第
一大的手机制造商，那么它在中国有没有手
机制造厂？2019年 10月，三星最后一个手
机制造厂从惠州搬走，搬到了越南。那么是
不是说中国和越南的竞争就失败了？因为
发达国家的公司它选择了越南没有选择中
国。其实不是，如果看手机制造业的话，中
国的华为、小米、oppo、vivo，在全世界和三星
展开了竞争。在中国内部和三星的竞争基
本已经结束了，三星的份额从 19%降到了
1%这个水平，被我国国产手机基本占据。

可以说中国的产业链迁移不会面临那
么大的问题，主要是观察角度的问题。正确
的发展方向是去发展科技，和其它的国家进
行竞争，和那些发达国家进行竞争。

芯片制造为何成为主战场？
2018年美国对中国中兴制裁，2019年

美国对华为制裁，中国的高科技受到很大的
打击。

中美技术战争有一个主战场，就是芯片
业。芯片业备受关注，因为华为被禁止台积
电给它加工芯片，受影响非常大。目前芯片
业就是美国卡中国脖子最厉害的一个领域，
其它领域就没那么厉害了。

2018年，《科技日报》在 4月到 7月的时
候列了 35项卡中国脖子的技术。其中跟芯

片相关的是六项，这六项是中美技术斗争的
核心，它的影响很大，用芯片的产业特别多，
难度又非常的高，而且这几个领域都是美国
在主导。

中国能突破芯片制造关卡吗？
中国能不能把芯片制造这关闯过去

呢？我认为希望是比较大的。比如说，中国
的芯片制造并不是没有基础。现在中芯国
际，已经能够生产制造工艺 14纳米，比较高
精尖的芯片，如果再研发，10纳米、7纳米的
芯片都是能制造的。但是难度比较高的地
方在于，中芯国际用的这些芯片制造产业线
是用的美国技术。中国现在发展趋势是，要
做到去美化才能够防止美国对我国进一步
的技术D压。所以这个对于芯片制造的难
度又升了一级。所以芯片制造是中美技术
斗争最核心的环节，只要把这一关闯过去，
就没有任何技术难度能够卡住中国了。

那么中国在这方面有什么优势呢？之
前说很多公司都在芯片制造上放弃了努力，
中国会不会？不会放弃。别人放弃是因为
亏不起钱，因为造一个芯片工厂可能就要一
百亿美元。那么中国在资金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并不是说所有的芯片都是需要这么高
的精尖制程。真正民用的芯片 28纳米就足
够。如果中国能搞出一个 28纳米的生产
线，并去掉美国的技术，那么可以说中国在
芯片制造斗争方面就取得了一个非常重大
的胜利，对中国技术信心有一个根本性的突
破。那么中国在中等收入陷阱方面，通过和
俄、巴、墨、土、马等国比较，中国可以很有信
心，不会陷入其他国家在人均GDP一万美元
水平时，陷入的中等收入陷阱。

在产业链迁移出中国的问题方面呢？
要放宽心，不要总是和越南印度进行低水平
的比较，它们这些国家会卡在研发复杂度上
面，会因为做不到很高水平的研发，产业链
没有办法突破，只会在一些配套上实现一些
简单的工艺，不会像中国这样实现全产业
链，所以也不用那么担心。

中国真正面对比较大的考验是中美技
术战争领域，在芯片制造领域，中国面临一
个很大的挑战，要集中精力突破这最后一道
关卡，在芯片制造领域形成去美化的技术。
而且除了芯片制造领域对中国的考验比较
大，其它的领域我们是处于一个比较良好的
态势。所以在中美技术战争领域，也可以放
宽心，集中精力发展芯片制造，就一定能够
在未来实现很好的发展。

中国的底气就是这么足！

芯片比原子弹更难造？专家们为这个争论起来了
近日，一篇《中国“芯痛”终极十问：我们

能造原 Z弹，却造不出一枚小芯片？》的文
章，引发网友热议。

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
1、目前芯片短缺已蔓延到了多个行业，

包括手机、平板、游戏机、个人电脑等消费电
子产品，汽车行业应用的传感器，MCU等。

2、缺芯原因：疫情影响很大，一方面因
疫情隔离需要，很多上游材料供应商停工，
造成交货周期延长。另一方面，因在家办
公、上网课导致笔记本、电脑需求量显著提
升。此外，手机换机潮的来临进一步加剧了
芯片的短缺。

3、目前想直接通过增加产线，扩大制造
规模解决芯片短缺问题很困难。如果盲目
扩张产线，订单填不满，就可能会带来巨额
亏损，在芯片短缺缓解以后，过剩的产能同
样会面临诸多问题。

4、本轮芯片危机，既暴露了我国芯片产
业的短板，我们也从中看到了巨大的机会。
中国不是造不出来芯片，而是不具备先进工
艺制程如 7nm，5nm的芯片制造能力。而在
高端芯片制造上面，依赖ASML的光刻机。

5、我国已经有自己的光刻机了。但目
前我国产业的困境在于高端光刻机，包括
DUV和EUV等。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机
会。

2020年疫情的原因，造成了如今全球缺
芯潮的“后遗症”，很多行业都面临着无芯可
用的情况。比如晶圆厂 8英寸和 12寸晶圆
都处于全球性的紧张状态，芯片面临着供需
失衡的局面。

有人说中国能造的出来原子弹、天问一
号、嫦娥，为何造不出芯片？这些东西和芯
片有可比性吗？造不出芯片是不具备先进
工艺制程芯片制造能力，还是因为造不出光
刻机？让我们看看大家对此事的看法。

AMD 高级数字芯片设计工程师温戈：

光刻机不是一个国家的技术，而是整个
西方最先进工业体系在支撑

看似一枚小小的芯片，里面确有大大的
天地。目前的大规模 SoC芯片里面包含上
百亿个晶体管，其复杂程度堪比一座城市。

从其设计、到制造、再到封装和应用，需
要几千或者上万的高科技人才共同努力协
作才完成的。

目前我国主要是不具备高端芯片的制
造能力，工艺在是10nm及以下的制程。

这一部分的芯片目前主要应用于商业
领域，包括手机，平板，个人电脑以及可穿戴
设备等。而在成熟工艺上，我们是具备制造
能力的。

目前应用在军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芯
片都是我们独立制造的。 造成我们无法制
造高端芯片的原因主要是我们没有高端光
刻机，刻蚀机等关键设备，其次是工艺研发
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落后大概三
代。 造芯片难在其产业链复杂而庞大，尤
其是高端芯片，需要高端光刻机，ASML最好
的光刻机其实并不是一个国家的技术，而是
需要整个西方最先进的工业体系的支撑。

原Z弹难在原材料不足，需要国家的基
础工业支持以及众多高层次的科技人才参
与，还有一个就是政治因素。芯片和原Z弹
难度的方向，战略意义不同，也无法简单的
去比较。

芯片行业归根结底是制造业，要脚踏实
地的刻苦进行技术攻坚。目前摩尔定律已
经放缓，时间在中国这边，稳扎稳打，预计未
来十年我们也能具备制造高端芯片的能力！

赛迪智库研究员赫荣亮：
美国掌控了芯片关键领域 IP，但中国正

在奋起直追
芯片是全球产业链集成的结晶，制造一

个芯片，需要300至500道工序，涉及精密机
床、精密化工、精密光学等尖端技术，一般

讲，芯片的生产制造要经过5个阶段。
而美国掌控了芯片关键领域知识产权，

掌控了排他权利。对我国产业影响明显，比
如，禁止华为生产芯片，比如，汽车芯片短
缺，目前，车载半导体芯片短缺已引发台积
电、联华电子等半导体代工厂集体提价。

我国汽车芯片的进口率超过 95%，像
ESP、ECU、新能源三电系统以及自动驾驶系
统的中高端芯片，基本被发达国家所垄
断。 国内领先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中
芯国际，现在能够量产的最新芯片达到
14nm级别，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不小的差
距。

国家重视芯片产业，已经制定了产业路
线图，在“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规划中，把关键芯片的设计、存储、封测、显
示作为半导体产业下一步发展的重要领域。

2020年，支持国家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国
务院发布了《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
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要求我国
在 2025年芯片的自给率要达到 70%。这些
都是我们国家的努力。

艾瑞首席分析师D宗师：
荷兰的光刻机和台积电垄断全球，中国

要突破垄断任重道远
我们先纠正一个概念，所谓造芯片，大

多指的是 5-7纳米的高性能芯片。而实际
生活中只有手机电脑等智能设备才需要这
些高性能芯片。

大量工业生产都不用这么高能的东西，
14-28纳米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生活。 其次
我们再说高性能芯片，制造一枚芯片有三个
环节：原材，设计和封装，在这三个环节上，
都有不同的问题需要面对，我们依次说。

先说设计，中国在芯片设计领域是有一
定能力的，和过去相比，我们芯片设计极大
可能有突破。但是问题在于，设计芯片需要
指令集，这个指令集并不是中国的，它受制

于人。所以除非中国有自己独立的芯片体
系，否则这事很难根本变革。

其次咱们说封装制造，荷兰的光刻机和
台积电，这俩垄断全球，我们想要突破垄断，
或者拥有自己的能力，有很长的路要走，突
破很难。

最后我们说原材。我认为这个是中国
最有机会的产业链环节，它有两个层面的问
题：

层面A：现在芯片制程 3-7纳米是当下
的物理极限，原因在于量子物理没有突破，
谁也解决不了隧穿问题，只有量子物理进一
步得到解释，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被攻克。

除此之外，量子物理的突破，还有可能
使芯片到达另一个次元，控制物质状态的量
子芯片。这都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任何
一方面得到解决，都将撼动现在的芯片格
局。

层面B：现在芯片使用的材料是硅，想要
在硅上制造芯片，就不得不使用光刻机。

前文说过，这是被垄断的，很难绕开。
所以中国在探索碳基芯片和钼基芯片，这两
种材料都是理论上可以绕开光刻机完成高
性能芯片制造的原材，但是目前还尚处科研
阶段。 所以，想造出一枚芯片，确实不容
易。

爱奇艺副总裁岳建雄：
造芯片及格容易，第一名最难
原子弹与芯片两者对于一个国家的意

义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搞出来就能存活
下来，一个是只有最优秀的能存活下来。氢
D是军用品，没有商业竞争，也不需要考虑
消费者是否满意。

而光刻机是商品，最终看的还是经济收
益。及格容易，第一名最难，而市场竞争中
高科技领域别说及格了，掉出前三名无一例
外很难存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