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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鉴于中美竞争的严峻局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

特设 2019 年第 3期应急管理项目--《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的突破

路径研究》，系统研究我国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的体制机制、组织

模式与创新政策问题，旨在助力我国尽快摆脱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的困境、

面向未来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陕西区域创新与改革发展软科学研究基地参

与了由中国知名创新智库，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技术创新

研究中心为首的竞标团队并投标成功。全部研究工作于 2020 年 8 月完成，顺利

通过验收。

根据课题任务目标的要求，共设计了 6项专题，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的体制机制、组织模式与政策研究

（总课题首席专家，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陈劲教授）；（二）科技发达国

家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路径研究及典型案例分析（子课题 1负责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管学院陈向东教授）；（三）“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领域

的创新能力与形势研判分析（子课题 2负责人，陕西师范大学陕西区域创新与改

革发展软科学研究基地张治河教授）；（四）“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技术

突破的组织模式与路径研究（子课题 3负责人，华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朱桂龙教

授）；（五）“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军民融合协同创新机制研究（子课题

4负责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高旭东教授）；（六）“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领

域技术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子课题 5负责人，中国科学院战略咨询研究院余江

研究员）。

如上所述，陕西区域创新与改革发展软科学研究基地所承担的研究专题是：

“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与形势研判分析”。在具体的研究过程

中，课题组以集成电路产业为切入点，以湖北省半导体行业协会和陕西省区域创

新与改革发展软科学研究基地为联合平台，通过实地调研、访谈咨询、数据库检

索等方式，围绕《“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创新能力与形势研判分析》相关

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①“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

内涵与特点；②“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甄选与识别；③“卡脖子”关键核心



技术的的创新能力及其评价体系；④“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形势研判；⑤“卡

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体制等。2019 年 12 月，课题组赴武汉进行了深入的

调查研究，对集成电路产业及其他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

同时吸纳了来自政府、产业界、学术界的专家提出的相应建议措施，最终形成了

15 篇政策建议报告（8篇获领导批示，1篇政策报告获得了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同

志的批示[密件]，7篇政策报告分别获得了湖北省三位副省长的批示，产生了积

极的政策效果与一定的社会影响和效益），5篇学术论文（4篇已被 CSSCI 期刊录

用发表）,另有 1篇专项翻译,先后进行 20 余次学术交流、1次实地调研,撰写 2

份研究报告,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共同开办 1 个研究专栏。通过上述

研究，具体形成了如下主要结论性观点和建议：

一、主要结论

（一）从产业链视角看，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波动较大。从我国集成电路

产业链发展现状来看，集成电路的产业链是以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的提供过程为主

的要素产业链。通过对整个产业链的分析可知，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设计、制造

和封装测试三大环节呈现出如下特征：设计业的占比持续增长；制造业的占比持

续增长；封装测试业的占比持续下降。我国未来集成电路发展趋势应按照“摩尔

定律牵引”和“超越摩尔定律”抓住技术变革的有利时机，以制造工艺能力的提

升带动国内芯片设计水平提升，以国际高水平生产线建设战略性带动我国关键装

备和材料配套产业的突破发展。

（二）提炼出五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机制。第一，战略研判机

制；第二，创新竞争机制；第三，协同攻关机制；第四，资源投入机制；第五，

组织保障机制。从根本上讲，每个国家如果要提高创新力，就必须密切关注外在

的科技差异和安全威胁，化解内部对科技创新的分歧，形成支持和推动创新的共

识，完善新时代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体制机制，这种“创新不安全感”应该成为

各类创新主体的共识，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三）建立了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甄选机制。《“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

甄选机制研究》: 将研究视角聚焦到了亟待解决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领域，

根据企业的经营特点与实际情况构建了服务于企业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甄

选机制，提出了“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判断标准与甄选流程，为“卡脖子”



技术突破路径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政策建议

在本项目的研究过程中，课题组始终保持着与湖北省半导体行业协会、长江

存储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的密切沟通和协作，并前

往武汉展开了实地调研。通过与产业界一线人员多次的沟通与交流，课题组总结

了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更加详细深入地了解到了集成电路产业

的切实需求，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夯实的基础与明确的方向。根据课题研究内容

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突破研发投入瓶颈。国际巨头企业已形成“高

额盈利-拿出更多资金反哺新技术研发保持竞争优势”的良性循环，而长江存储

仍在建设期，尚未形成盈利，维持高额研发投入的压力巨大，加之后续高端技术

攻关的资金需求强度更大，如果没有相应的体制机制支撑，很难形成相应的竞争

能力。

（二）利用疫后我国的“净土”优势，面向全球吸引人才，突破人才瓶颈。

利用疫后我国“净土”优势，面向全球引进拔尖领军人才、高水平创新创业团队，

发挥好高端人才的引领作用。同时依托各类创新平台、重大项目，在实践中锻炼

培养科技人才。就湖北当地而言，要重点围绕长存储项目，推进实施“楚芯人才

计划”，筑牢芯片人才“蓄水池”，变人才约束为人力资本，从根本上增强发展竞

争力。

（三）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必须依靠政府

与市场的双重力量，增强校企之间的有效合作与针对性合作。

（四）“卡脖子”困境的突破要依靠五位一体的攻坚机制。五重攻坚机制包

括战略研判机制、创新竞争机制、协同攻关机制、资源投入机制与组织保障机制。

（五）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与突破需要以重点行业重点企业为突破

点，加大对其资源投入，同时选择产业链中效应较强的环节带动整体发展。

（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应建立新型的重大科研项目组织模式。应改

变高校科研院所解决基础问题，企业解决产业化问题、应用问题的传统模式。解

决卡脖子问题，企业也要开始基础研究，如数学，物理算法等。建议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在涉及重大竞争的前沿课题规划过程中，考虑安排一定数量的项目，由



企业主导研究。这样可能更接近企业竞争或产业竞争发展的需求，真正做到让听

得见炮声的人呼唤炮火。

课题组深入产业界一线，将理论研究与实践调研相结合，以集成电路产业为

切入点对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与发展形势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研判，并

据此提出了解决“卡脖子”困境的攻坚机制，为我国“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领

域发展策略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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