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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使“陈规”阻绊“城归”路
牛 瑾

“城归”带着梦想踏上返乡创业路，本想回到熟悉的家乡大展拳脚，但是他们中的

一些人却被“熟人社会”带来的“陈规”绊住了脚步，最终处处碰壁、创业失利。面对这

种局面，各地政府必须有所担当，要全力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激发积极的创新动能、

清除“熟人社会”的积弊，为返乡创业者提供良好的成长空间

集成电路产业驶入快车道——

自主创新托起“中国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杜 芳

近年来，一个新名词被频频提起，这

就是“城归”。大约是借鉴了“海归”的

叫法，“城归”指的是从城市回到农村的

返乡创业群体。然而，当一些人带着梦想

踏上返乡创业路的时候，先于他们一步的

人们却向他们呼喊着“别回去，那里不适

合创业”。因为他们被“陈规”绊住了脚

步，最终处处碰壁、创业失利。

所谓“陈规”，说的是中小城市目前

还普遍存在的“熟人社会”负面效应。虽

然返乡创业人群经常会面临创业能力不

足、筹措资金困难等现实问题，但这些问

题远远没有“陈规”带来的阻力这么让人

无奈且失望。

带着“升级”了的“大脑”、积累了

一定财富的人们本想回到熟悉的家乡大

展拳脚，投身家乡的经济建设，但返乡

后才发现，县城、乡镇的观念还相对落

后，很多熟人朋友不仅无法理解和接受

他们的创业项目，甚至还会冷嘲热讽。

同时，酒桌人脉、恶性竞争、熟人习惯

性赊账、当地合作者或客户拒绝与创业

者签订合约等积弊，也让返乡创业者们

陷入苦恼，在赔上了巨大的经济成本和

人力成本后仍然无计可施。其实，积弊

背后折射出的是县乡市场上契约精神的

缺位和市场意识的缺乏。在这种缺位和

缺乏面前，不少返乡创业者心灰意冷，

才发出了“别回去，那里不适合创业”的

声音。

此外，虽然出台了一系列创业扶持政

策，但当地政府服务欠缺、“官本位”意

识浓厚、办事拖沓的现实，导致口惠而实

不至，返乡创业者在一系列不必要的事情

上耗费大量精力和资金。

总之，当“城归”遇上了“陈规”，

结果往往是，不少“城归”败下阵来，以

“归城”的方式结束两者之间的“对峙”。

如此恶性循环的局面亟待改变。尤其是在

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连年增长的背景下，

更要为其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使返乡创

业真正成为促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进

程、实现就近城镇化的重要途径。

那么，应该从何处入手加以改变呢？

各地政府必须有所担当。比如，建立专门

的返乡创业服务协调机制，减少中梗

阻，严肃查处对农民工创办企业乱摊

派、乱收费、乱罚款的“三乱”行为，

提升创业管理服务水平；建立多层次的

培训机制，将创业企业的员工纳入各地

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提供劳务保

障，避免返乡创业遭遇“招工难”；启动

新的法治引擎，理顺县乡基层的复杂关

系等。总之，各地政府要全力营造公平

的竞争环境、激发积极的创新动能、清

除“熟人社会”的积弊，为返乡创业者

提供良好的成长空间。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希望返乡创

业人员不要轻言放弃，在遇到“陈规”带

来的阻力时能够多坚持一下。因为，只有

越来越多的“城归”坚持下去，才能助推

外部环境、行业规则的改变，才能促成从

乡里人情到契约精神、市场意识的跃升，

最终带动所在地区的升级。

第五届中国（绵阳）
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
近日落下帷幕，本届科
博会是在军民融合上升
为国家战略之后、党的
十九大召开之前举办的
一次重要展会。以“军
民融合、科技创新、开放
合作”为主题的展会共
开展了36项主要活动，
参展项目3065项、展品
1万余件。
依托绵阳这张“科

技名片”，一年一度的科
博会构筑了创新驱动发
展的重要平台，不仅让
国家科技城这张名片更
加闪亮，也为推动四川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注入了源源不断的
动力。
四川豪特新能源有

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电
动汽车充电设备为主的
企业，也是一家绵阳本
土企业。在展馆外的露
天区域，记者见到了豪
特新能源公司展台负责
人李毅，他向记者详细
介绍了公司的壁挂式交
流充电桩和落地式交流
充电桩。“我们开发的
APP可以对充电桩扫

描充电、状态查询。用户通过预约功能，还可以
提前‘占位’，避免了长时间等待。”李毅告诉
记者。
互动是科博会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吸引观

众最多的环节。在以色列国家馆里，8个小机器
人甩着胳膊整齐划一地跳着舞，曲毕后，还非常
有礼貌地鞠躬致谢。展台前，父母耐心地向孩子
讲解，有的观众索性向机器人直接提问：“绵阳哪
里最好玩？”“富乐山、七曲山……”小机器人回答
得十分流畅。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科博会科技金融高峰论

坛暨投融资对接会的成功举办充分体现了科技
与金融的深度融合。四川零点自动化系统有限
公司等8家企业在会上举行了项目路演和投融资
对接。“绵阳汇聚着丰富的高端科技资源，优质科
技成果不断涌现，科技金融在这里结合得有声有
色，富有实效。”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
技投资研究所所长郭戎表示。
军民融合是科技城的鲜明特色，也是科博会

的核心主题，一大批军工产品从“藏在深闺”走向
大众生活。科博会专门设置了军民融合馆，规划
了军工集团及国防工业、北斗卫星产业、军民融
合创新示范等展区，发布了军民融合科技成果和
专利技术220项，其中仅20个优秀军工科技项目
就获得意向投资17.7亿元。

统计数据显示，本届科博会共有44个国家、
地区，包括世界500强、知名企业、重点科研院
所、高等院校在内的754家单位参展。签约产业
投资、成果交易、产品采购、投融资、四大经济区
等各类项目665个、金额111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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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

上，军民融合科技成果引人注目。

本报记者 刘 畅摄

庞大信息社会的根基是一枚枚小巧
的集成电路，通常被人们称为“芯片”。别
看芯片“身材小”，他们“喂养”着现代工
业，手机、电脑、家电、高铁、电动车、机器
人、医疗仪器等离开他们根本无法运转。
“芯片强则产业强，芯片兴则经济兴，

没有芯片就没有安全。”科技部重大专项
办公室主任陈传宏说，芯片（集成电路）制
造技术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微细加工技
术，是全球高科技国力竞争的战略必争制
高点。
2008年，我国启动实施“极大规模集

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简称集成电路装备专项）。9年
来，集成电路高端制造装备和材料从无到
有填补产业链空白，制造工艺与封装集成
由弱渐强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集成电
路产业驶入了自主创新发展的快车道。

关键装备实现从无到有

集成电路装备专项实施以

来，我国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和产

业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弱渐强的

巨大变化

“每当集成电路技术进步一代，尺寸
就缩小三分之一，对应整个集成度提高4
倍。”集成电路装备专项技术总师、中科院
微电子研究所所长叶甜春说：“以28纳米
技术为例，集成度相当于在指甲盖大小的
面积上制造出10亿个以上的晶体管，其
中每根导线相当于人体头发丝的三千分
之一。更为先进的14纳米技术，则相当
于在人体头发丝截面上制造出50万个以
上的晶体管，其中每根导线相当于人体头
发丝的五千分之一。”
如此精细操作堪比在“针尖上跳舞”，

对装备、材料、工艺都是极大的考验，由于
涉及高技术含量，制造集成电路的装备价
格是一般装备价格的10倍到100倍。长
期以来，在集成电路高端装备上我国长期
受制于人，因为没有工艺节点达到90纳
米、65纳米以下的国内自主研发集成电路
装备，只能采用国外的设备。
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对出口到中国的

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和材料以及工艺技术
严格审查和限制。这对我国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构成了严重制约，问题日益凸显。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尤其是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对集成电路产
品的需求持续快速增长，从2006年开始，
集成电路产品超过石油成为我国最大宗
进口产品，2013年至今，每年进口额超过
2000亿美元。
实现集成电路领域的自主创新发展

迫在眉睫。2008年集成电路装备专项实
施以来，200多家企事业单位、2万多名科
研人员参与技术攻关，主要集中在北京、
上海、江苏、沈阳、深圳和武汉等6个重点
产业聚集区。经过广大科研人员艰苦努
力，我国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和产业实现了
从无到有、由弱渐强的巨大变化。
“我们有了自己的刻蚀机等关键装

备，并批量应用在大生产线上；集成电路

成套工艺水平提升5代，55/40/28纳米三
代工艺完成研发实现量产，20-14纳米工
艺研发取得突破；后道封装集成技术成果
全面实现量产，引领全行业技术水平从低
端跨入高端，实现与世界同步。”叶甜春告
诉记者。
这些自主研发的设备不仅销往国内

市场，也逐步进入海外市场。比如，中微
半导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研发的介质刻
蚀设备不仅支持国内芯片制造企业从65
纳米到28纳米技术代的发展，而且在国
际市场上各个技术节点水平都可以与世
界最先进设备厂商竞争。目前，中微公司
已有460多个介质刻蚀反应台在海内外
27 条生产线上高质量、稳定地生产了
4000多万片晶圆；在台积电的研发线上
正在开发和核准5纳米刻蚀。

集成电路是所有产业中应用材料纯
度最高的产业。“我们研制出了抛光剂和
溅射靶材等上百种关键材料，并通过大生
产线考核进入批量销售。这些成果基本
覆盖了我国集成电路全产业链体系，扭转
了之前工艺技术全套引进的被动局面，为
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自主健康发展打下了
坚实基础。”叶甜春说。

建立协同发展新模式

集成电路装备专项通过市

场机制打通了科技与经济的连

接通道，建立科技、产业、金融与

区域经济有效协同的新模式

“集成电路装备专项取得了一系列技
术成果，但更重要的成果是，专项通过积
极探索，推动构建了市场经济下的新型举
国体制。”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北
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伯旭说。
张伯旭所说的新型体制是通过市场

机制来打通科技与经济的连接通道，推动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大协
作，科技、产业、金融与区域经济有效协同
的新模式。
集成电路装备专项由北京市、上海市

两个地方政府牵头组织实施，这也是唯一
一个由地方政府组织实施的重大专项，是
我国科技重大专项组织实施模式的一次
创新尝试。9年来，北京市政府、上海市政
府与中央部委共同强化专项的战略研究
和顶层设计，在重点区域合力布局，引导
地方政府投入要素资源，推动区域产业聚
集发展、调整升级，形成了科技创新与区
域经济融合协同发展的新局面。
张伯旭告诉记者，为了更好地解决科

技成果产品化的问题，集成电路装备专项
率先提出了“应用考核技术，整机考核部
件，下游考核上游，市场考核产品”的用户
考核机制。通过用户和市场的考核验证，
保证专项成果成为经过严格的市场与用
户考验、真正可以应用的产品，解决了科
技成果检验标准和验证机制的难题，从而
使专项研发的装备、材料、零部件和工艺
实现从技术创新到成果转化应用的艰难
跨越。据了解，专项成果的销售业绩累计
1800亿元。
产学研用紧密结合也是集成电路装

备专项实施中的一大亮点。专项通过构
建光刻设备和封测等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集合产业链上制造工艺、装备、相关零部
件和材料等上下游企业、相关研究机构和
高等院校达200多家单位共同开展产学
研用协同攻关。中芯国际是国内规模最
大、技术最先进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
业，通过专项整体布局，中芯国际先后为
20余家设计单位提供65-45-28纳米产
品开发支持。2016年国内设计公司营销
收入占中芯国际总营销收入近50%。
随着自主创新体系的日趋完善、产业

链协同创新能力的大幅提高，集成电路装
备专项主动引导地方和社会的产业投资
跟进，扶植企业做大做强，推动成果产业

化，形成产业规模，提高整体产业实力。

成果应用带动产业提升

通过利用集成电路装备技

术，泛半导体制造领域的装备国

产化率大幅提高，LED照明、光

伏等产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一

作为基础产业的集成电路制造装备
业，其成果辐射的带动面很广。通过利用
集成电路装备技术，LED照明、传感器、光
伏等泛半导体制造领域的装备国产化率
大幅提高。尤其是LED照明、光伏等领
域已实现关键装备成套国产化，国产装备
成为市场主流。
叶甜春告诉记者，据不完全统计，国

产装备在泛半导体产业已经销售6590
台。这些装备的国产化使得我国在LED、
光伏等领域投资成本显著降低，持续推动
我国相关产业整体竞争力大幅提升，LED
照明、光伏等产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一，技
术水平也实现了国际领先。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通过集成电路装备专项成
果扩展应用，公司成为LED、光伏等泛半
导体设备国际主流供应商，近年来在与本
土零部件企业合作中，大幅提升了国产设
备的性价比，在LED、光伏等领域全面替
代进口产品，不仅增加了客户效益，也为
公司带来了数十亿元的销售收入，相关设
备批量出口美国、印度等国家。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也是

全球最大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基地。叶
甜春表示，面向2020年，集成电路装备专
项将围绕传统产业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的需求组织攻关，推动创新成果的
规模化应用，支持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
中建立起核心竞争力，实现产业自主发
展，形成特色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