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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常政发〔2020〕103号

市政府关于加快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意见

各辖市、区人民政府，常州经开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市各直

属单位：

集成电路产业是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对推动区域经

济发展、提高产业综合竞争力意义重大。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和《省政府关于加快全省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的意见》，积极抢抓集成电路新一轮发展机遇，促进我

市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打造工业智造明星城，现提出

以下意见。

一、主要目标

1. 产业规模。到 2025年，全市集成电路产业销售收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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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亿元，集成电路产业链企业达到 100家以上，其中销售收入

超过 10亿元的骨干企业 10家以上。集成电路产业设计、制造、

封装测试三业结构更为合理，装备和材料业支撑作用进一步增

强。

2. 发展水平。集成电路研发能力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产业

链部分环节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批集成电路骨干企业成长为行

业领军企业，拥有一批核心技术强和市场占有率高的重点产品，

产业集聚程度较高，成为全省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集成电路产业基

地之一。

3. 创新能力。创建一批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等研发平台，自主研发和引进消

化吸收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物联网、移动智能终端、网络通信、

云计算和大数据等重点应用领域核心芯片设计水平争取进入国

内先进行列；芯片级、圆片级、硅通孔等封装和测试技术，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砷化镓、磷化铟、碳化硅、氮化镓等化合物半导

体材料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4. 集聚程度。以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

常高新）和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武高新）为

全市产业布局重点，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项目突破、集

聚发展”的推进原则，充分发挥全市各地集成电路及相关产业基

础和优势，扩大集成电路制造生产规模，形成配套设施齐全、服

务功能完善、产业链相对完整、规模效应明显的产业集聚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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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升产业集聚度，带动作用更加明显。

二、重点任务

1. 大力发展集成电路设计业。围绕移动互联、信息终端、

智能交通、物联网、智能装备等重点应用领域，推动集成电路设

计企业与整机企业开展合作，大力开发存储控制芯片、显示驱动

芯片、网络通信芯片、智能终端芯片、工业控制芯片、传感器芯

片、激光器芯片、射频识别（RFID）芯片、信息安全芯片、图

像识别芯片、汽车电子芯片、智能穿戴芯片等面广量大的集成电

路产品；鼓励发展面向人工智能应用的图形处理器芯片（GPU）、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专用集成电路（ASIC）等专用芯

片以及基于 RISC-V 指令集架构的处理器芯片，形成一批拥有核

心技术的企业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2. 重点发展特定集成电路制造业。立足我市化合物半导体

产业基础和优势，抓住新一轮产业升级和布局调整机遇，支持先

进生产线的引进和建设。重点围绕砷化镓、磷化铟、氮化镓、碳

化硅等化合物半导体核心技术，终端产品及产业方向，引进一批

重大化合物半导体产业制造类项目及全国一流的宽禁带化合物

半导体研发中心和检测中心，着力打造长三角化合物半导体产业

基地。

3. 着力做强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业。支持龙头骨干企业扩大

先进封装和测试规模，提升技术水平，着力做强集成电路封装测

试产业。加强与集成电路设计、制造的结合，重点支持高密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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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系统集成技术研发，突破圆片级封装、系统级封装、硅通孔封

装、三维封装、电力电子功率器件封装、真空封装等关键技术。

同时，紧贴市场应用需求，加大对我市优势产业智能装备、电器

控制等产业的集成电路芯片开发力度，大力发展模拟及数模混合

电路、微机电系统（MEMS）、射频微波电路等特色专用工艺生

产线，实现关键功率器件制造自主可控。

4. 加快发展关键设备和材料。实现集成电路检测、清洗、

封装、气相沉积（CVD）、机器人等智能关键装备以及散热等核

心部件重点突破，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光刻胶、高端光引发剂、

增感剂、清洗剂、功能膜材料、靶材以及散热材料等集成电路应

用材料形成核心技术，成为国内外重要的生产研发基地。重点在

装备、材料的进口替代上有所突破，推进我市集成电路产业链各

环节的协作配套和协同发展。

5. 促进集成电路产业集聚发展。全市集成电路统筹资源，

协同发展。以常高新和武高新为重要载体，以引进和建设规模体

量大、带动作用强的重大项目为重点任务，以集成电路设计、封

装测试等公共平台建设为重要抓手，规划建设集成电路产业基

地，建设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集成电路全产业链，打造集聚和承

载集成电路龙头企业、重点平台、高端人才、研发机构等各类资

源要素的产业高地。

6. 大力招引集成电路企业和项目。引进外部优质企业和培

育本地潜力企业并举，瞄准先进技术和主流厂商，主动对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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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等产业高地，吸引国内外集成电路企业来常建设研发、生产

和运营中心，建设先进生产线，对引进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领域

优势企业和重大项目，实行“一企一策”，加大支持力度。充分发

挥我市科教城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优势，加强与集成电路产业相

关大学、大院、大所的合作力度。鼓励本地企业不断扩大产品、

技术和经营管理的国际合作，促进市场和资源向我市集成电路产

业聚集。

7. 加强集成电路服务平台建设。鼓励集成电路企业建设技

术创新平台、打造集成电路制造业创新中心，集中突破关键工艺

技术、重点产品和行业应用等瓶颈制约，促进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形成相关知识产权，全面提升行业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推动常州

市集成电路产业的资源整合和服务升级，逐步完善电子设计自动

化（EDA）工具服务、芯片测试与验证服务、多项目晶圆（MPW）

服务、教育培训服务、知识产权（IP）核库等公共服务功能，提

高支撑企业发展的公共服务能力，同时为高等院校集成电路人才

培养、培训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支持。

三、保障措施

1. 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常州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领导小组负责统筹推进全市集

成电路产业发展，整合调动各方面资源，协调解决重大问题。领

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工信局，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建立集

成电路产业发展专家委员会，对产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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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调查研究，进行论证评估，提供咨询建议。

2. 强化政策支持。进一步贯彻《国务院关于印发新时期促

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家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和《省政府关于加快全省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按照规定落实集成电路企业增值

税、企业所得税以及进出口环节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出台《常州

市推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加大我市对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同时，积极争取国家、省各渠道产业扶持资

金支持。

3. 加强金融支持力度。市区联动设立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基

金，重点支持集成电路产业链重大投资项目的引进和发展，统筹

利用现有的投融资平台资源，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鼓励有条

件、实力强的集成电路企业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筹集资金，拓展

直接融资渠道。引导银行业、担保业等金融机构加大对集成电路

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4. 加强人才培育和引进。大力引进相关领域掌握重大科技

成果、核心技术和项目的高层次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为其在我市

进行成果转化和项目建设创造条件。建立健全集成电路人才培养

体系，加强在常高校集成电路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引导职业院校

开展集成电路产业相关的技能人才培训。鼓励高校开展集成电路

专业人才培养，通过国内外合作办学、学生交流、学术交流等，

加大技术、管理人才培养力度，鼓励和支持龙头企业与高校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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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实践教学基地、实训基地等。

5. 强化服务保障。强化服务保障意识，为我市集成电路企

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快产业基地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办事

流程、提高行政效率，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同时，建立

海关“绿色通道”，实现集成电路重点企业的便捷通关。加大对集

成电路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积极保护集成电路企业技术研发成

果。

常州市人民政府

2020年 10月 10日

（此件公开发布）



— 8 —

抄送：市委各部委办局，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

市检察院，常州军分区。

  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0月 1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