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武政办〔２０２２〕２ 号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半导体产业

创新发展的意见

各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为促进我市半导体产业创新发展，加快“光芯屏端网”产业集

群建设，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特提出如下

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贯彻落实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

远景目标、武汉工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加快补短板、锻长

板、强生态，打造“创新引领、要素协同、链条完整、竞争力强”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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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半导体产业体系。

（二）总体目标。 到 ２０２５ 年，全市半导体产业能级明显提升，

产业结构更加合理，设备、材料、封测配套水平对关键领域形成有

力支撑。

１．产业规模。 到 ２０２５ 年，芯片产业产值超过 １２００ 亿元，半导

体显示产业产值超过 １０００ 亿元，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初具规模。

２．技术水平。 到 ２０２５ 年，发明专利年均增速超过 １５％，创建

３—５ 个国家级创新平台，牵头制定 ２—４ 项行业标准，突破一批关

键核心技术，实现一批关键技术转化和应用。

３．市场主体。 到 ２０２５ 年，培育形成 ５ 家销售收入超过 １００ 亿

元的芯片企业、５ 家销售收入超过 １００ 亿元的半导体显示企业、５

家销售收入超过 １０ 亿元的半导体设备与材料企业，半导体企业总

数超过 ５００ 家，上市企业新增 ３—５ 家。

二、重点任务

（一）瞄准薄弱环节补链

１．增强集成电路设备、材料和封测配套能力。 在设备环节，聚

焦三维集成特色工艺，研发刻蚀、沉积和封装设备，引入化学机械

研磨（ＣＭＰ）机、离子注入机等国产设备生产项目；在材料环节，围

绕先进存储器工艺，开发抛光垫、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和键合材料，

布局化学气相沉积材料、溅射靶材、掩膜版、大硅片等材料项目；在

封测环节，引进和培育国内外封装测试领军企业，突破先进存储器

封装工艺，推进多芯片模块、芯片级封装、系统级封装等先进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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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产业化。

２．加快半导体显示设备和材料国产化替代。 在设备环节，聚

焦有机发光二极管（ＯＬＥＤ）中小尺寸面板工艺，研发光学检测、模

组自动化设备，引入显示面板喷印、刻蚀机、薄膜制备等国产设备

生产项目；在材料环节，支持液晶玻璃基板生产项目建设，加快

ＯＬＥＤ 发光材料、柔性基板材料的研发及产业化，引入滤光片、偏光

片、靶材等国产材料生产项目。

３．布局第三代半导体衬底及外延制备。 在设备环节，支持物

理气相传输法（ＰＶＴ）设备、金属有机化合物气相沉积（ＭＯＣＶＤ）、

分子束外延（ＭＢＥ）等工艺设备的研发及产业化；在材料环节，引进

碳化硅（ＳｉＣ）衬底、ＳｉＣ 外延、氮化镓（ＧａＮ）衬底生产线，布局 ＧａＮ

外延晶片产线。

（二）立足现有基础强链

１．打造存储、光电芯片产业高地。 在存储芯片领域，重点引入

控制器芯片和模组开发等产业链配套企业，研发超高层数三维闪

存芯片、４０ 纳米以下代码型闪存、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三维相变

存储器、存算一体芯片等先进存储芯片；在光电芯片领域，支持

２５Ｇ 以上光收发芯片、５０Ｇ 以上相干光通信芯片的研发及产业化，

布局硅基光通信芯片、高端光传感芯片、大功率激光器芯片等高端

光电芯片制造项目。

２．建设国内重要半导体显示产业基地。 在显示面板领域，引

进大尺寸 ＯＬＥＤ、量子点显示、亚毫米发光二极管（ＭｉｎｉＬＥ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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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面板生产项目，布局微米级发光二极管（ＭｉｃｒｏＬＥＤ）显示、激光显

示、８Ｋ 超高清、３Ｄ 显示等未来显示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在显示模

组领域，支持全面屏、柔性屏模组的研发及产业化，加快开发高端

面板屏下传感元件及模组，引入光学镜头、背光模组等生产项目，

逐步提升对中高端面板的产业配套能力。

（三）聚焦热点领域延链

１．通信射频芯片。 支持 ５Ｇ 绝缘衬底上硅（ ＳＯＩ）架构射频芯

片、射频电子设计自动化（ＥＤＡ）软件研发；面向 ５Ｇ 基站、核心网、

接入网等基础设施市场，重点发展基带芯片、通信电芯片、滤波器

等关键芯片。

２．通用逻辑芯片。 加快图形处理器（ＧＰＵ）、显控芯片的开发

及应用，提升知识产权（ ＩＰ）核对中央处理器（ＣＰＵ）、人工智能芯片

等逻辑芯片的设计支撑能力，布局信创领域处理器项目。

３．北斗导航芯片。 支持研发北斗三号系统的新一代导航芯

片、２８ 纳米高精度消费类北斗导航定位芯片、新一代多模多频高

精度基带系统级芯片；面向交通、物流、农业、城市管理等领域开发

通导一体化北斗芯片，拓展北斗应用。

４．车规级芯片。 推进数字座舱芯片、驾驶辅助芯片、功率器

件、汽车传感器等车规级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面向新能源汽

车，布局动力系统、主被动安全系统、娱乐信息系统、车内网络、照

明系统车规级芯片产业化项目。

（四）围绕前沿领域建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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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第三代半导体器件。 围绕电力电子器件、射频器件、光电器

件等 ３ 个应用方向，引入碳化硅（ ＳｉＣ）功率晶体管、氮化镓（ＧａＮ）

充电模块、ＧａＮ 功率放大器、高光效 ＬＥＤ、ＭｉｎｉＬＥＤ 等器件项目；支

持中高压 ＳｉＣ 功率模块、ＧａＮ ５Ｇ 射频开关、紫外 ＬＥＤ 的研发及产

业化，突破 ＳｉＣ 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 （ ＩＧＢＴ）、毫米波射频器件、

ＭｉｃｒｏＬＥＤ关键技术。

２．量子芯片。 支持单光子源、激光器、探测器等光量子芯片的

研发及产业化；布局量子传感器、量子精密测量器件等生产项目；

开展量子通信、量子成像、量子导航、量子雷达、量子计算芯片共性

前沿技术攻关。

三、产业布局

（一）打造相对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链聚集区。 重点发展三

维集成工艺、先进逻辑工艺，加快推进先进存储器等重点制造项目

建设；重点发展中高端芯片设计、ＩＰ 核设计、ＥＤＡ 软件等产业，加

快推进精简指令集（ＲＩＳＣ—Ｖ）产学研基地建设；培育装备、材料、

零部件、封测等产业，加快推进硅基 ＳＯＩ 半导体材料、光刻材料及

电子溶剂、筑芯产业园等配套项目建设。

（二）构建差异化半导体显示产业核心区。 重点发展中小尺

寸显示面板、大尺寸显示面板等产业，加快半导体显示产业链向上

下游延伸发展，培育核心设备、关键材料、模组、元器件、显示终端

等产业，推进华星 ｔ４、华星 ｔ５、天马 Ｇ６ 二期、京东方 １０．５ 代线扩产、

创维 ＭｉｎｉＬＥＤ 显示产业园等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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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建半导体特色产业区。 重点发展光电芯片、第三代化

合物半导体等产业，推进红外传感芯片制造、微机电（ＭＥＭＳ）与传

感工业技术研究院等项目建设；培育车规级芯片、工控芯片等产

业，推进国家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基地建设；培育显示芯片、信

息安全芯片等产业，推进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建设；培育

人工智能芯片、通用逻辑芯片等产业，推进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试验区建设。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政策落实。 贯彻落实国家关于集成电路产业、半导

体显示产业“窗口指导”系列文件精神，各相关部门和单位对照全

市半导体产业创新发展 ２０２２ 年重点工作任务安排表（附后）抓好

工作落实。 强化顶层设计，研究半导体产业发展中的战略布局、规

划实施、政策制定等问题。 加强对行业组织、专业服务机构和平台

的指导工作。 市经信局及时制订年度重点任务，定期梳理全市半

导体产业谋划、新建、已建项目进展情况。 市直各相关部门指导各

区组织专家评审，帮助企业报批国家“窗口指导”，推进半导体产

业重点项目建设。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市招商办）

（二）搭建创新服务平台。 围绕 １ 个基础逻辑工艺、４ 个特色

工艺，建设 １２ 英寸集成电路中试平台，聚焦硅基功率半导体，建设

８ 英寸半导体中试平台，为高校、科研院所、小微企业提供流片、封

装测试、国产设备及材料应用验证等服务，组织创建国家集成电路

“芯火”双创基地（平台）。 推进湖北实验室建设，支持国家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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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省级创新中心开展核心技术攻关。 （责任单位：东湖高新区

管委会，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市经信局）

（三）优化产业空间保障。 进一步优化半导体产业空间布局，

按照“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的全产业链培育模式，在现有产

业布局的基础上，打造提升一批半导体产业基地和配套园区。 加

强电子新材料园区建设，探索建立涉及化工工艺的电子新材料项

目落户机制，为电子新材料研发实验、生产制造和物流仓储释放有

效土地空间。 （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经信局、市生态

环境局、市应急局，各区人民政府〈含开发区管委会，下同〉）

（四）实施产业链精准招商。 加强半导体产业链精准招商的

前瞻性战略谋划，制订全市半导体产业小分队招商行动计划，建立

产业链精准招商合作对接机制。 围绕“链主”企业以及重大项目，

开展强链、补链、延链、建链专项招商行动，重点在存储芯片、光电

芯片、显示面板、第三代半导体领域，吸引产业链核心企业和上下

游配套企业落户武汉。 （责任单位：市招商办，各区人民政府）

（五）完善投融资环境。 引导银行机构加大对半导体产业链

上下游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半

导体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担保，缓解贷款难问题。 充分发挥武汉产

业发展基金的引导作用，对发展潜力好的半导体产业初创项目实

施精准支持和培育。 鼓励“专精特新”企业挂牌北京证券交易所，

推荐优质企业进入湖北“科创板种子”企业名单，针对上市后备企

业加大服务支持力度。 （责任单位：市地方金融局，市产业投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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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集团）

（六）健全产业人才体系。 加强湖北实验室与高校、企业的合

作，面向化学、物理、材料以及微电子等基础学科，吸引全球顶尖半

导体人才。 推进实施国家、省、市、区的高层次人才计划，探索建立

高层次人才柔性流动与共享机制，从薪资、购房、职业发展、家属安

置、教育医疗等各个方面提升人才政策的激励力度和覆盖范围。

支持在汉高校创建国家示范性微电子学院，推进集成电路一级学

科建设。 鼓励我市半导体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职业院校打造

半导体产业人才培训基地。 （责任单位：市招才局，市科技局、市人

社局，各区人民政府）

（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推动半导体产业领域高价值专利

培育，促进半导体产业专利成果运用转化。 依托中国（武汉）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完善半导体产业专利快速审查、快

速确权、快速维权等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 积极开展半导体产

业专利分析和导航，完善专利预警机制。 支持企事业单位开展半

导体产业知识产权布局，为半导体产业创新发展提供全链条知识

产权服务。 （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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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半导体产业创新发展 ２０２２ 年重点

工作任务安排表

序号 重点工作任务 具体内容 责任单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加强核心
技术研发
及产业化

推动重大
项目建设

组织实施知识创新专项、重点研
发计划和市科技重大专项，支持
半导体核心技术攻关。

市科技局

聚焦三维集成特色工艺，研发测
量设备、抛光液、清洗液等设备及
材料。

市科技局，东湖
高新区、武汉经
开区管委会

聚焦中小尺寸面板制造工艺，研
发光学检测设备、柔性基板材料
等设备及材料。

市科技局，东湖
高新区、武汉经
开区管委会

研发超高层数三维闪存芯片、４０
纳米以下代码型闪存、２５Ｇ 以上
光收发芯片、射频 ＥＤＡ 软件、数
字座舱芯片、驾驶辅助芯片等新
产品。

市科技局，东湖
高新区、武汉经
开区管委会，青
山区人民政府

开发高端面板屏下传感元件及模
组，支持全面屏、柔性屏模组的产
业化。

市科技局，东湖
高新区管委会

定期报送全市半导体产业谋划、
新建、已建项目进展情况，指导各
区组织专家评审，帮助企业报批
国家“窗口指导”。

市发改委、市经
信局、市招商办

推进先进存储器、中小尺寸 ＯＬＥＤ
面板、红外传感、光芯片、筑芯产
业园等重点制造项目建设，布局
电子新材料产业园。

东湖 高 新 区 管
委 会， 市 发 改
委、市经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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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工作任务 具体内容 责任单位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推动重大
项目建设

搭建创新
服务平台

推进大尺寸液晶显示面板、液晶
玻璃基板、ＭｉｎｉＬＥＤ 显示产业园
等重点项目建设。

东西 湖 区 人 民
政 府， 市 发 改
委、市经信局

建设新材料产业园（化工专区），
加快推进抛光垫、抛光液、柔性基
板材料等电子新材料扩产项目。

武汉 经 开 区 管
委 会， 市 发 改
委、市经信局

推进高端半导体光刻材料及电子
溶剂、电子新材料产业园建设。

青山 区 人 民 政
府， 市 发 改 委、
市经信局

推进硅基 ８—１２ 英寸 ＳＯＩ 半导体
材料项目建设。

新洲 区 人 民 政
府， 市 发 改 委、
市经信局

推进 ＲＩＳＣ—Ｖ 产学研基地建设，
引进精简指令集开源芯片产学研
资源布局长江新区，加快推进长
江高科芯城建设。

长江 新 城 管 委
会， 市 发 改 委、
市经信局

加快建设 １２ 英寸集成电路中试
平台、８ 英寸半导体中试平台。

东湖 高 新 区 管
委 会， 市 科 技
局、市经信局

支持国家先进存储产业创新中
心、湖北长江新型显示产业创新
中心建设。

市发改委，东湖
高新区管委会

推进湖北实验室建设，支持湖北
省智能芯片技术创新中心开展核
心技术攻关。

市科技局，东湖
高新区管委会

支持国家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加
大研发力度、支持湖北省半导体
三维集成创新中心创建国家制造
业创新中心。

市经信局，东湖
高新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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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工作任务 具体内容 责任单位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搭建创新
服务平台

优化产业
空间保障

实施产业链
精准招商

完善投融资
环境

建设北斗高端制造业创新中心、
微机电（ＭＥＭＳ）与传感工业技术
研究院。

市经信局、市科
技局，东湖高新
区管委会

进一步优化半导体产业空间布局，
按照“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
的全产业链培育模式，在现有产业
布局的基础上，打造提升一批半导
体产业基地和配套园区。

市经信局、市自
然资源规划局，
各区人民政府

加强电子新材料园区建设，探索
建立电子新材料项目落户机制，
支持生产环节涉及化工工艺的电
子专用材料（３９８５） 《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ＧＢ ／ Ｔ４７５７）非化工类企
业在电子新材料园区集聚发展。

市发改委、市经
信局、市生态环
境 局、 市 应 急
局，各有关区人
民政府

制订全市半导体产业小分队招商
行动计划，建立产业链精准招商合
作对接机制。 围绕“链主”企业以
及重大项目，开展强链、补链、延
链、建链专项招商行动，重点在存
储芯片、光电芯片、显示面板、第三
代半导体领域，吸引产业链核心企
业和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武汉。

市招商办、市经
信局，各区人民
政府

引导银行机构加大对半导体产业
链上下游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
度，支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
半导体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担保，
缓解贷款难问题。

市地方金融局

支持湖北省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
金发展，重点围绕武汉市半导体
上下游产业设立子基金，对发展
潜力较好的半导体产业初创型项
目实施精准支持和培育。

市产 业 投 资 发
展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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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市纪委监委机关，市委办公厅，武汉警备区，各人民团体，各民
主党派。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检察院。
各新闻单位，各部属驻汉企业、事业单位。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６ 日印发

序号 重点工作任务 具体内容 责任单位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完善投融
资环境

健全产业
人才体系

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

鼓励“专精特新”企业挂牌北京证
券交易所，推荐优质企业进入湖北
“科创板种子”企业名单，针对上市
后备企业加大服务支持力度。

市地方金融局、
市经信局

加强湖北实验室与高校、企业的
合作，面向化学、物理、材料以及
微电子等基础学科，吸引全球顶
尖半导体人才。

市科技局，市招
才局，东湖高新
区管委会

推进实施国家、省、市、区的高层
次人才计划，探索建立高层次人
才柔性流动与共享机制，从薪资、
购房、职业发展、家属安置、教育
医疗等各个方面提升人才政策的
激励力度和覆盖范围。

市招才局，各区
人民政府

鼓励我市半导体企业联合高校、
科研院所、职业院校打造半导体
产业人才培训基地。

市人社局，各区
人民政府

依托中国（武汉）知识产权保护中
心等公共服务平台，完善半导体产
业专利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
维权等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

市市场监管局

积极开展半导体产业专利分析和
导航，完善专利预警机制。 支持
企事业单位开展半导体产业知识
产权布局。

市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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