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何芳

伴随芯片、集成电路产业之
热而开设的院所高校、学科建
设此起彼伏。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22年 5月，我国已建成国
家集成电路人才培养基地、国
家示范性微电子学院以及集成
电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高校达
29所，其中985高校23所。

与此同时，相关学科建设也
在不断加强，2020 年设置“交叉
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
工程”一级学科，2021 年公布首
批“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一级
学 科 博 士 学 位 授 权 点 18 所 ，
2022年补充新增6所。此外，与
集成电路相关的二级学科8个、
自主设置交叉学科6个。

可以预见，未来还会有更多
的高校加入到集成电路学院和相
关学科建设大潮中，但业内认为

“跟风式”的蜂拥而上必将陷入低

水平无序竞争。为履职尽责作好
咨政建言工作，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
士刘忠范向大会提交了《一拥而
上的高校集成电路学院建设有待
商榷》的提案。刘忠范认为，推动
高校设立“集成电路学院”和强化
相关学科建设是解决我国芯片产
业“卡脖子”问题的战略布局，值
得肯定，但是需要把握好“度”，不
能一拥而上。

首先，集成电路学院建设应
立足长远和前瞻性布局，重点培
养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避免低
水平重复建设。刘忠范指出，当
前芯片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并
非理论和基础研究问题，甚至也
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深层

次的材料、工艺和装备问题。“芯
片制造涉及材料、化学化工、物
理、微电子、机械制造等诸多学
科领域，绝非一个集成电路学院
所能为，盲目上马难免对高校整
体学科布局造成混乱和冲击，导
致顾此失彼、得不偿失的后果。”
刘忠范如是说。

其次，应培育芯片领域龙头
企业，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核壳
型”芯片产业生态，避免大炼钢
铁式的“造芯运动”。刘忠范认
为，解决芯片产业“卡脖子”问题
的根本出路是培育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龙头企业。因此，应借鉴
台积电、三星等发展模式，在新
型举国体制下，充分利用政策优
势、用户优势、资本优势、人才优

势，政府牵头推动核心技术、关
键材料、关键工艺和关键装备的
攻关工作，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
高效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

为此，他建议应从政策层面
推动建设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

“核壳型”芯片产业生态，扶持
众多的“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
形成芯片产业“壳”，构建抗冲
击力强的、可持续发展型的全
链条芯片产业生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忠范：

构建可持续发展型全链条芯片产业生态

本报记者 梁隽妤

“全国人大代表职责重大，
使命崇高，我感到很光荣。”全国
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江
南大学校长陈卫作为新当选的

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参加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他仍然难掩
激动的心情。他说，“今年两会
带来了5个建议。”

“在现场我深刻感受到，大
会气氛热烈，给人一种奋发向上
的力量和氛围。”陈卫说，给他印
象最深刻的是，虽然过去五年面
临着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
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
定的任务，但是，政府工作报告
中一系列的数字表明，本届政府
成绩斐然，令人振奋。

陈卫介绍，无锡市委、市政
府从 2021 年开展长三角—粤港
澳（无锡）科创产业融合发展区
建设，旨在把无锡打造为长三角
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的战略节点，服务和融入新发展
格局。一年多来，无锡在贯彻落
实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
的同时，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全面深化与粤港澳互利合
作，跨区域产业创新合作取得新
成效。无锡地处长三角中心，背
靠长三角地区发达的产业基础、
充沛的人才资源、广阔的市场空
间，实体经济发达、制造业门类
齐全、开放程度高、区位优势明
显，有条件有能力，也有责任，当
好跨区域合作“开路先锋”。

陈卫说，希望国家包括相关
部委拿出更多更具体的落地方
案，来推动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
区的深度整合。他建议国家层
面对长三角—粤港澳（无锡）科
创产业融合发展区建设工作给

予更大力度指导和支持。在国
家政策层面继续支持长三角—
粤港澳（无锡）科创产业融合发
展区建设，在相关政策文件中继
续予以明确；建议推动建立长三
角、粤港澳两大区域多层面、常
态化合作机制，加强央地协同，
部省联动，智力支持。加大区域
对接合作力度，鼓励地方开展先
行先试，积极探索跨区域合作的
实施路径；建议在重点领域推动
一批重点合作事项。推动两地
高校、科研机构跨区域协同协
作，开展重大科技联合攻关，合
力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组
织产业链、供应链深度对接，联
合打造优势产业集群。陈卫说，
希望国家支持无锡国家传感网
创新示范区建设，支持在无锡布

局建设智能传感器技术创新中
心，这样，能够解决物联网产业
里面诸多的“卡脖子”问题。

陈卫还提到，建设深化我国
益生菌科学研究水平，推进益
生菌标准法规。他希望能够加
强基础研究，为益生菌产业的
健康发展提供科学的根据，推
进益生菌相关产品的分类，适
时制定国家标准，以科学共识
为基础，持续开展益生菌广泛
的科普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学校长陈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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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芳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
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

撑，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
国、人才强国”。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为履职尽责做
好咨政建言工作，促进我国建设
创新型国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学系学
术委员会主任李景虹言简意赅地
提出了七点建议。

在他看来，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在科学技术的很多领域都取
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国家的需
求、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期待，还
有很大的距离。他希望在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指导下，快速落实一个

“坚持”两个“建立”四个“加强”。

第一，坚持不懈地发展基础
科学研究。作为科技创新之源，
基础研究关乎我国源头创新能力
和国际科技竞争力的提升，决定
着世界科技强国建设进程，对促
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
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希望以国
家的需求为导向，以科学发展为
规律，加大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

第二，建立创新型的国家。创
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促进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激发全社会创
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第三，快速建立国家级的科
研平台。特别是在国家实验室、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布局上，能有
更大的突破和进展，为国家的科
学技术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

第四，加强科研机制体制的
建设。统筹科技、经济、教育、文
化等协调发展。科技服务于经
济，使科技和教育相结合，并在教
育过程中，发挥科技教育工作者
的作用，更好地服务于未来人才
的培养，培育青年科技主力军。

第五，加强知识产权的建
设。在高水平的发展过程中，知
识产权是非常重要的。要更加尊
重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造和劳
动的价值。要促进科技进步，确
保未来中国科技更加领先，必须
要保护科技工作者和科技型企业
的创造力。

第六，加强产学研转化。以
市场为导向，以国家需求为背景，
挖掘潜力，解决我国存在的“卡脖

子”问题。将国家需求和科技的
发展规律以及科技前沿、基础科
学紧密结合，助力科研转化。

第七，加强科普工作，弘扬科
学文化。要发挥科普对于科技成
果转化的促进作用。聚焦战略导
向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等科技创
新重点领域开展针对性科普。推
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搭
建科技成果科普宣介平台，推动
科技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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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景虹：

快速落实“一坚持”“两建立”“四加强”建设创新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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