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史为鉴，从“芯”出发

——《芯事》读书笔记

书籍简介：

制裁中兴之痛开辟了国内芯片行业崛起之路。2018年 4月 16日，

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在未来 7年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销售敏感

产品。由于中兴对于美国供应商芯片的依赖程度很高，一时间芯片危

机成为中国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业内人士开始反思芯片遇到的制裁，

警示无芯可用的困境，探索芯片国产化之路该如何走下去。这些讨论

包括专业的真知灼见，有奋斗于一线的经历和体会。也有芯片领域的

努力和成败梳理。这些“碎片化”的讨论背后，其实蕴含着芯片行业

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营特点，认识这些才是我们未来从“芯”出发的

起点。



本书整理了芯片行业发展的历史，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勾勒出芯片

发展的脉络与轮廓，让读者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芯片缘起有更深的理

解，对行业整体有更直观的印象，对未来的芯片发展有更多启迪。是

一本对于中国半导体相关从业人员意义深远的启迪之书。

读书笔记：

（一）集成之路：硅谷的半导体之风与蒲公英般的仙童半导体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产业史中回顾，感受和探究芯片从何处来，

往何处去，或许是了解芯片行业的最好途径之一。本书开篇从仙童半

导体谈起，乔布斯有言：“仙童半导体公司就像个成熟了的蒲公英，

你一吹它，这种创业精神的种子就随风四处飘扬了。”仙童半导体公

司由“晶体管之父”肖克利创办，先后吸引了多名年轻的天才加入，

但由于理念不合，大量员工离开仙童公司，其中最为出名的便是八位

仙童。这八人中，戈登·摩尔和罗伯特·诺依斯创立了英特尔，罗伯

茨和拉斯特以及赫尔尼创办阿姆尔科半导体，格鲁夫是英特尔成为半

导体领军者的大功臣。除了这八人以外，从仙童半导体走出的人才数

不胜数。硅谷的不少半导体企业均由早期在仙童半导体的其他员工创

办，20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畅销书《硅谷热》写道：“硅谷有大约 70

家半导体公司，有半数是仙童公司的直接或间接后裔。”可以说，仙

童半导体是当时半导体行业名副其实的“黄埔军校”，整个半导体行

业的发展离不开仙童半导体的贡献。



（二）产业格局：美国占据先发优势，日韩的奋起直追

集成电路的开拓者—英特尔。早期，八位仙童着眼于集成电路的

开发，基尔比和诺伊斯几乎在同一时期发明了集成电路，推动了从“发

明时代”进入了“商用时代”，而光刻技术和 CMOS 技术的发展则标

志着集成电路的制造技术快速发展时代的来临。随着时代的推进，产

品的迭代日益加快。20世纪 60 年代，集成电路还处于“分立元件、

小规模集成电路”时期，10 年后便已发展至大规模集成电路时期。

1971 年，英特尔发布世界第一块大规模集成电路 Intel 4004，标志

着最早的 CPU 的诞生。

英特尔、三星等企业的背后，是国家之间的竞争。产业格局上，

在美国集成电路早期发展中，美国半导体产业研发支出中的 43%源于

政府财政投入，成就了美国在集成电路领域的技术优势。20 世纪的

早期，半导体产业的竞争主要是美国东西海岸的竞争，硅谷与“128

号公路”之争。我们现在知道硅谷赢得了胜利，成为了全球电子产业

核心地域，硅谷的鼓励创新、支持分权、不惧冒险的革命家精神与“128

号公路”的恐惧风险、权利集中、缺乏合作的传统企业概念形成了鲜

明对比。因而，风险投资、智力资源、创新技术使得硅谷涌现出层出

不穷的创新企业，“128 号公路”则固步自封，逐渐淡出历史。20 世

纪 70 年代，从实施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里程碑开始，日本逐渐开

始发展半导体产业，下定决心自主研发芯片、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由



日立、三菱、富士通、东芝、日本电气为主体，4年间共取得上千件

专利，大幅提升了日本集成电路技术水平。而三星，则在李秉喆的带

领下，于 1983 年正式进军半导体行业。依靠着技术创新和独特的逆

周期投资，李秉喆系统性、全局性的战略思维来源于自身坚定的定力，

三星逐渐做大做强，成为了能和英特尔对比的竞争对手 7之一。日本

和韩国先后赶超美国，核心还是技术创新，攻克精密制造的各个壁垒。

（三）中国“芯”：中国芯片业的崛起道阻且长更需脚踏实地

中国芯片业需要更多人才的支持储备才能立足于不败之地。中国

“芯”的格局上，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不少优秀的集成电路人才，

如美国麻省理工毕业的谢希德和留学英国的黄昆先后从国外归来。在

谢希德、黄昆等人的努力下，新中国的集成电路人才培养和工业建设

由此起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在“两弹一星”、

军事、大庆油田等多个领域中应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之

后，国家日益重视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1986 年，电子工业部在厦

门举办集成电路战略研讨会，出台了集成电路“七五”行业规划，决

定在上海和北京建设南北两个微电子基地。在这一规划的引领下，各

地加大技术引进的力度，通过合资、技术改造的多种途径推动企业和

科研院所的创新发展，努力缩小与世界一流水平之间的差距。

在芯片行业的开发中，产业链的经营，与自主创新的思维一样都

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分，是决定芯片开发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之一。



这不但已经通过国际经验证实，也被我国芯片业 60 年的发展历程所

证实。芯片产品的开发，除了设计师赋予芯片的“天赋”外，“后天”

的产业链协同经营也举足轻重。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需要调整资源、

整合战略、凝练目标，针对芯片开发中的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进

行有机的调配，对供应链、应用场景、竞争对手和合伙伙伴等方面运

筹帷幄，充分展开战略谋划的能力，才能在国家战略支持下稳步前行。

我们应当借鉴荷兰的开放式创新模式，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三者

密切合作、相互推动，同时每一方都保持自己的独立身份，每一方不

断自我完善、协同发展，促成纵向进化特征。

思考与总结：

浩瀚行无极，扬帆但信风。“芯”的动力是过去 60年全球计算

机技术发展的源动力。得益于摩尔定律的推动，从大型计算机到小型

计算机再到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再到智能手机和未来的 IoT，我们

发现终端产品越来越小，而性能越来越强，功能越来越简单，价格也

越来越便宜。证明了集成电路各环节的发展与科技创新都息息相关。

我们国家只有发动自主创新的引擎，才能有自信、有实力在未来立足

于全球竞争之中。补足短板、激发潜能，保持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的

精神是中国芯发展的基石。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过去的种种经验表明，

集成电路的发展是集自然科学、高新技术、工程学、经济学、社会学、



管理学等学科于一体的推动结果。集成电路的垂直分工与整合，行业

的组织管理，是 60 年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对于集成电路而言，我

们需要牢牢构建起全面发展的合力，构建完整的产业链，这需要每个

集成电路行业的中国人共同努力，我们正在改变中国的智能发展生态，

共同创造属于中国芯的未来。

最后引用诗仙李白的一句话与所有中国芯片从业者共勉：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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