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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半导体一直是中国重点扶持的

对象，大量的资金投入半导体领域，该行业享受了国家多项

税收优惠政策，财政拨款等。对于企业而言，政府补贴的资

金对于其技术创新的进步的确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增强了企

业的竞争力。研发投入的资金对于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但该资金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劳永逸。由于目前

政府补贴的措施不够完善，政府通过资金补助的方式，最初

想促进企业和产业的健康发展的目的不但达不到，由于企业

自身等问题，还会引起相关的负面效应。

2 补助资金对于产业发展的正面效应

2.1 降低风险，提高创新能力
对于部分处于成长阶段的半导体企业而言，他们目前面

临较大的经营风险。与此同时，他们为了提高自身的核心竞

争力，在研发创新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随着政府资金向企

业内部流入，可以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解决企业资金紧张

的问题，避免企业陷入“经营风险高，财务风险高”的双

高困境。与此同时，就像学者施建军、栗晓云等 [1] 提出政

府补助超过适度之后，政府补助能真正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具体表现为创新质量，创新效率及创新可持续性这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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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提升。如专项扶持、技术改造、项目开发补贴等政府补

贴名目，都对鼓励半导体企业的研究开发起到了正向积极的 

作用。

2.2 激励行业快速发展
企业的持续发展除了资金需求外，还需要相关政策的支

持。总的来说，政府对半导体行业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

使该领域迎来了井喷式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相继出

台政策大力支持半导体行业，这些举措都向市场传递了一个

信号：半导体行业发展潜力很大，机会很多。因而，就会吸

引很多有资金，规模庞大的投资者进入市场，扩大半导体市

场的规模，调动企业之间的积极性。形成的良性市场竞争，

可以促进彼此的发展进步，激励着行业的快速发展。

3 不当运用补助资金对于产业发展的负面效应
政府补助为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由于产业的不稳定现状，企业自身管理决策等问题造成不

当运用补助资金引发的负面影响，我们也需要熟知。

3.1 芯片：蜂拥入市成“芯骗”
2015 年—2019 年，“造芯”企业的数量一直呈稳步增

长的趋势，2011—2020 年芯片企业注册量如图 1 所示，尤

其在 2019 年美国进一步打压了中国的科技企业，拒绝供应

芯片，这一举措不单单使科技巨头华为陷入困境，对于中国

国内市场更是沉重的打击，也是一记警醒。由于政府对芯片

行业的进一步扶持，投资者对芯片市场未来的看好，使得

2020 年芯片企业注册量呈现疯狂激增，新增企业达到 2 万

多家。注册的芯片企业越多，于市场而言，这是令人喜闻乐

见的局面，反映了更多的技术人才、资金将流入这个行业，

向其注入新的思想，带来新技术。

与此同时，由于国家政策对芯片企业的鼎力扶持，大量

资金流向该产业。难以避免某些企业为了获得政策上的资金

支持和便利，而注册和转产投向芯片领域，从而造成资源的

浪费。

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武汉弘芯”事件，它给芯片行业带

来了巨大的冲击。该企业甚至没有完成工厂的建设就已经烂

尾了。2017 年 11 月，曹山成立了一家名为“北京光亮蓝图”

的公司。过了几天后，光亮蓝图与武汉市政府合作成立了弘

芯，光亮蓝图是作为大股东，持有 90% 弘芯的股份。从资

金角度看，武汉东西湖区政府注入了 2 亿元企业资金，持有

10% 的股份，相较投资百亿的芯片项目，它的数额并不是

很大，承担的风险影响较小；关键在于，北京光明蓝图一直

承诺投资 18 亿元，但一直没有实缴这笔资金。尽管如此，

自 2018 年起，弘芯两年来还是一直被列为湖北省重大专项

项目。2019 年 1 月，单单只通过成立中国一年的弘芯已完

成 65 亿元的投资；到了 2019 年 3 月份，弘芯企业一个月

就拿到超过 15 亿元的投资。这些投资来自武汉市东西湖区 

政府。

当时的弘芯，一无研发技术团队；二无商业背景，公司

本身存在较多的漏洞，那么武汉政府为什么一直没发现它的

问题呢？部分原因在于与其隔江相望的武汉东湖新技术开

发区。2016 年，紫光在这里推出了一个名为长江记忆的芯

片项目，该项目随后实现了 64 层 3DNAND 闪存芯片的量产。

武汉东西湖区随之也制定了相关的产业布局：打造“核心、

屏幕、智能、网络、新型”的产业集群。因而，武汉政府才

如此急于上马芯片制造项目，给了曹山等人可趁之机。

3.2 补贴用途：资金不用在刀刃上
据相关数据统计，高通、英特尔等国际巨头每年研发投

入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且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高达

20% 以上，而中国 A 股企业研发投入最多为 2 亿多美元，

研发投入占比在 10% 以下的企业占大多数，如京东方、歌

尔股份以及海康威视企业在 2016 年—2019 年研发投入占营

业收入比重都在 6%~10%，它们 2020 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比重分别为 6.97%、6.12%、10.14%，企业的研发投入如

图 2 所示。

众所周知，核心技术研发是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真正博

弈的筹码，但为何研发投入占比如此之低？中国半导体企业

发展时间晚且基础薄弱，为了快速抢占市场份额，就需要依

赖于“低成本”规模优势取胜，它们在拿到政府税收及资金

补助之后，就可以利用其优势以更低的价格将产品推向市

场，从而赢得更大的市场规模，这就形成了企业在研发投入

的资金的降低。企业并没有将政府补助用到规定的研究项 

目上。

图 1 2011—2020 年芯片企业注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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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解决措施
对于企业骗补、不合理使用补助资金等情况，提出相关

的建议以及措施来加强对于企业补助资金的管理。

4.1 建立产业宏观预警机制，防范骗补风险
虽然政府迫切需要芯片技术和产业的进步 , 但在芯片注

册企业的数量大幅度上升、技术管理人员剧增、其他行业转

战投入生产芯片的过程，我们要尽可能缩小和避免出现不实

项目、假芯片趁乱进入该行业，分散和滥用原本就空缺的人

才、资金、设备等资源。相关部门应该详细调查申请人的背

景，确保其有丰富的经验和实力，在前置性地提升准入门

槛、认真审核严格把关的同时，充分重视事前预测、事中和

事后监管，从实际出发，适当对财政政策和办事思路进行调

整和梳理，像李晓光等 [2] 提到地方政府应进一步落实查核，

让资金得到充分的运用。协助企业将技术加以商业化与量产

化，才能将政府扶持资金及时地用到半导体行业的补贴上

来，不给企图“骗补”的企业有可趁之机。

4.2 提高补助资金的精准性
对于政府补助，我们要将事前补贴、事中补贴、事后补

贴贯彻落实，提高补助的精确性。对于事前补贴，我们需要

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潜力作为考虑因素之一，可以将企业研

发支出的投入、研发支出资本化以及专利技术的价值作为其

衡量指标。就像谷丽 [3] 等学者提到的从专利的技术性、法

定性和商业性对专利质量内涵做出界定，并以此为依据对专

利质量的评价标准进行综述，建立专利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不

单单要求专利技术的数量，也要求其质量，可以从专利被引

用的次数，以及发明专利授权量等指标来合理评价企业专利

权的价值。在事中补贴时，我们要考察企业的创新投入情况

和资金支出的明细。这样便于我们判断是否要继续对该企业

进行后续补助，同时也可以避免企业将政府补助用在其他项

目。对于事后补贴，可以建立一个标准，根据研究成果的等

级划分，给予不同程度的奖励，从而激励企业对于创新的 

热情。

5 结语
政府通过采取补助的方式鼓励半导体企业的创新发展，

其初衷是为繁荣发展半导体产业，由于目前市场的监管不完

善以及企业将补助资金用作他用，导致补助资金并不能发挥

其作用，因而如何引导政府补助精准扶企是当务之急。继续

完善监管制度，建立预警机制，以及落实补助等措施是将补

助用到实处的重要举措，从而促进企业对研发创新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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