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下製造業生產線或回移

●●宋林宋林

●●劉廣輝劉廣輝

●●吳樹濤吳樹濤

芯
片
封
裝
測
試
企

芯
片
封
裝
測
試
企
擬
兩
年
增

擬
兩
年
增

產
能
產
能

隨着隨着55GG的廣泛應用的廣泛應用、、

疫情下居家辦公對智能設疫情下居家辦公對智能設

備的需求備的需求，，以及新能源智以及新能源智

能汽車的爆發性增長能汽車的爆發性增長，，全球芯片需求大增全球芯片需求大增，，

令產業鏈中的芯片封裝測試行業在疫情衝擊令產業鏈中的芯片封裝測試行業在疫情衝擊

中逆勢增長中逆勢增長，，訂單供不應求訂單供不應求。「。「即便是在即便是在

20202020年疫情導致停工一月的情況下年疫情導致停工一月的情況下，，我們的我們的

出口增速依然超過了出口增速依然超過了1010%%。。今年預計出口增今年預計出口增

速將達速將達2020%%左右左右。」。」華天科技華天科技（（西安西安））有限有限

公司財務總監吳樹濤告訴記者公司財務總監吳樹濤告訴記者，，公司計劃兩公司計劃兩

年內增加年內增加6060%%產能產能。。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仕珍西安報道

2021年8月份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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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訂單火爆本是好事，然而華天
科技（西安）公司卻痛並快樂着。
「作為勞動密集型行業，我們和所有
的製造業痛點一樣，招工難，留人
難。」吳樹濤告訴記者，目前公司車
間所需產業工人在5,000人左右，但一
年下來，至少有3,000多人離職，導致
公司不得不頻繁招聘。
據了解，芯片封測行業所需機械設
備較多，但對於產業工人的素質要求
並不算高。「車間產業工人只需初中
以上學歷就行，主要是負責看管設
備，根據提示操作。」吳樹濤說，工
作難度不大，強度也還算可以，但對
工人卻沒有吸引力。
「我們車間工人的月薪在 5,000 至
6,000元（人民幣，下同），這在西安
市場來說已經算很不錯的收入了。而
且員工每工作滿一年，會在滿一年的
當天獲發4,500至6,000元獎金。」不
僅如此，公司還每月給予吃住補貼，
對員工來說，生活成本非常低。「仔
細算一算賬的話，去南方工作看起來
收入高一點，除去開銷其實落到口袋
裏的錢未必會多。」
一位員工告訴記者，車間工作雖然

不算辛苦，但工作內容卻格外單調，
待在幾平米的空間裏，不能串崗、不
能攜帶手機，還要穿戴防護服，對於
年輕人來說幾乎就是一種煎熬。據了
解，在華天科技，如今車間工人大多
數都是95後、00後，他們對於生活品
質的追求已經和過去傳統的產業工人
不一樣，「現在的年輕人追求的是生
活，而不是生存。」吳樹濤說。

自動化機器人投入應用
公司亦認識到用工難題並非公司個
例，而是整個社會的難點。製造業離
不開人，但越來越高的用工成本也迫
使企業轉型升級。近年華天科技積極
推動智能設備和機器人的應用，降低
用人成本。 「對規模化企業來說，自

動化的設備有利於產品的標準化，工
藝質量更有保證。」劉廣輝說，近年
他們逐步向智能製造轉型，目前在一
些勞動力重、比較繁瑣的環節，自動
化機器人已開始應用。「比如我們的
自動運輸線，如今都是機器人在操
作，只需設置好程序，就可以順利完
成工作。」
與此同時，華天科技亦正推進產品

流水線細分作業，以減少用工量。劉
廣輝告訴記者，公司的設備本身自動
化程度比較高，但由於所接業務品種
繁多，工序與工序之間的自動化程度
又比較低，難以形成流水線。「在新
一輪擴產能的過程中，我們正加強產
品細分，以此推進流水線作業，這樣
亦將有效減少用工量。」

工人短缺 智能製造成出路

冀原材料及設備供應更國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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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製造業5大特點
1. 體量大
2020年，製造業增加值26.6萬億元人民幣，佔全球比重
近30%

2. 體系完備
工業擁有41個大類、207個中類、666個小類，是世界工
業體系最健全的國家

3. 競爭力強
光伏、新能源、家電、智能手機、消費級無人機等重點產
業躋身世界前列，通信設備、工程機械、高鐵等一批高端
品牌走向世界

4. 創新力提升
從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邁進，特高壓輸變電、大型掘進裝
備、煤化工成套裝備、金屬納米結構材料等躋身世界前列

5. 數字化提速
建成全球最大規模光纖和移動通信網絡，5G基站、終端
連接數全球佔比分別超過70%和80%，數字產業化、產
業數字化步伐加快

資料來源：中國國新辦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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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天科技（西安）公司的生產車間裏，機器的轟鳴聲
和工人們忙碌的身影，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線。作為

中國排名第三的芯片封裝測試企業，吳樹濤告訴記者，從去
年四季度開始，公司已經在着手進行擴產，計劃兩年內提升
60%的產能。「我們對芯片行業的前景充滿信心，因為人們
對未來生活的美好嚮往，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都依賴這個行
業去實現。」

居家辦公促需求爆發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居

家辦公越來越多。吳樹濤說，早在
前幾年，隨着智能手機和pad的
廣泛應用，人們對台式電腦和
筆記本電腦的需求已不斷下
降，但疫情的到來卻帶動了新
一波行情。「西方國家服務業
比較發達，疫情影響下，居家辦
公越來越多，這也自然而然帶動了居
家電子產品的應用。而居家辦公又少不了筆
記本電腦，有的可能還需要打印機、投影儀、視頻會議相關
產品等設備。」他說，電子產品的需求增長，直接帶動了整
個芯片行業的高速發展。
與此同時，新技術的應用亦創造了許多新的終端應用機

會。隨着5G時代的到來，5G手機市場佔有率不斷攀升，
5G基站的布局亦加速進行。吳樹濤說，加之中美貿易摩擦
對全球芯片產業供應鏈的影響，中國很多企業都開始調整供
應鏈布局，芯片產業發展亦隨之提速，呈現爆發增長的態
勢。
公司項目部部長劉廣輝表示，從某種角度來講，疫情帶給

公司業務的影響是積極正面的。「中國疫情管控成效顯著，
市場訂單應接不暇。即使去年疫情爆發之初停工一月，我們
的總產量也達到120億片，產值21.8億元人民幣，保持了
10.89%的出口增速。」

積極攻關新興行業
從芯片設計、製造到封裝

測試，吳樹濤坦言，封裝測
試是技術含量最低的環節，
也是中國與國際水平差距最
小的環節。但為了做強做大
市場，華天科技亦始終跟隨

市場前沿，積極攻關新興行業，
並成為中國首家5G手機PA集成電

路量產封測廠。
「我們給別人做代工，就必須關注整個技術發展的方向，

市場上應用什麼技術，我們就得給客戶提供解決方案。」他
說，以前4G手機可能一公里僅需一個基站，但如今5G手機
一公里範圍內可能需要10個基站才行，「這種幾何級的需
求增長，令我們不得不重視新市場的開發。」
除了消費類電子芯片的封裝測試，一些工業級的芯片封測

也是華天科技的重要部分。「十年前智能手機的興起為芯片
行業開啟了一片新天地；十年後的今天，汽車電子已經成為
一個新的爆發點。」吳樹濤說，新能源汽車的發展是全球大
趨勢，隨着汽車智能化程度越來越高，汽車電子的使用量正
以每年超20%的速度不斷提高。為此，公司從去年四季度開
始大力擴產能。
目前，華天科技已經和中興、華為、高通、三星、NEC等

大企業形成了穩定的合作夥伴關係，並在台灣、韓國、美國
等地設立了辦事處。吳樹濤告訴記者，隨着國際分工趨細，
未來芯片行業還將進一步細分，資源整合將是發展方向。
「芯片行業分三大環節，設計、製造和封裝測試。」他說，
目前行業的模式分為兩種：一種是IDM模式，從設計、製造
到封裝測試，企業一條龍做完，適合英特爾、三星等國際大
巨頭。另一種是三大環節由不同公司完成，分工合作。
芯片設計技術含量高，但投入成本相對低；製造和封裝測

試則屬於重資產行業，需投入巨額設備；IDM模式下，公
司規模龐大，管理成本和運營費用較高，資本回報率則偏
低，這在無形中增加了風險。而分工合作則有效解決了這一
難題，風險也分散開來，因此能更好地合作雙贏。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下，東南亞多國新
增感染病例持續創新高，成為全球疫情最
嚴重的地區之一。為防止疫情影響生產，
一些製造業企業正計劃將生產線重新移
回疫情控制更加有效的中國。西安
交通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宋林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
表示，中國製造業雖然也受到疫
情影響，但整體運轉順暢，完善
的防疫舉措、遵紀的產業工人及完
備的產業鏈條，已經形成強大的競爭

優勢，對於國外企業來說，亦是不可複製
的經驗。

工廠防疫上遠勝外國
「整體來說，中國企業能
做到一手抓生產，一手抓
防疫，受疫情影響的產業
短板迅速補齊，生產流程
恢復順利」。宋林說，中
國最大的優勢在於工人紀

律性強，企業在防疫方面的

措施都能貫徹到位，比如戴口罩、量體
溫、外地工人定期核酸檢測等，特殊情況
下有的企業甚至封閉性生產，工人們吃住
都在工廠裏。「這如果在國外，那是不可
思議的。」

除了熱門的半導體產業，宋林介紹，與
防疫相關的製造業亦迎來了巨大的發展機
遇，難能可貴的是，中國很多企業能迅速
轉產，抓住了這一千載難逢的機遇。「比
如防疫物資口罩、防護服的生產，醫用設
備的製造，還有醫藥生產等，都在最短時

間內配齊了生產要素，迅速轉產。」

中國體制優勢難複製
另外，一年多來，中國製造企業根據市

場需求不斷調整方向，很多產品都在短時
間內升級換代，彰顯了較高的市場靈活應
變能力。對於如何吸引製造業回流中國，
宋林稱，中國經濟發展到目前階段，已經
過了以往靠相對成本優勢吸引外資的階
段，而是以競爭優勢為主。「我們的疫情
防控優勢、產業鏈優勢、創新驅動優勢、
勞動力效率優勢，都具有強大的競爭
力。」

他指，如今不少外資企業其實都發現了

中國體制的優勢，尤其是在防疫經驗方
面，中國優勢難以複製。此外，儘管目前
東南亞周邊國家的勞動力絕對成本較低，
但中國勞動力的生產效率卻更高，因此外
資企業會發現中國員工的性價比更高，對
企業吸引力更大。

「完備的產業鏈條是另一個相當大的競
爭優勢。」宋林表示，中國目前的內循環
體系已經比較完備，產業鏈條完整，大量
中小企業進入壁壘降低，創新活力彰顯，
競爭優勢明顯。因此，只要有市場，有需
求，有商機，中國企業在資源配置方面很
快就能到位。外資製造業回流中國或將開
闢一片新的發展天地。 ●記者 張仕珍

全球半導體市場當中，東南亞地區
佔據了全球27%的產業份額。但新冠
肺炎疫情肆虐之下，東南亞多國新增
感染病例持續創新高，成為全球疫情
最嚴重的地區之一，由此也導致眾多
工廠停工。「國外的供應鏈穩定性比
較差。我們每年三分之一的原材料需
要從東南亞進口，但疫情之下，他們
隔三差五停工封國，直接影響了下游
企業的生產。」吳樹濤說，以前購買

原材料隨時下單都行，現在可能一次
要下三個月的訂單。「沒辦法，如果
不囤貨，需要的時候買不到，交貨周
期就會變得越來越長。」

國外供應鏈穩定性差
「在此背景下，以前在東南亞找代
工的一些歐美企業，不得不將訂單和
產能回流到中國。」吳樹濤稱，中國
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安全性和穩定性具

有強大的優勢。劉廣輝坦承，就行業
的整個產業鏈來說，長期以來公司對
國外的依賴性還是很大。前些年公司
95%的設備都依賴進口，近年隨着國
產設備的性能提升，公司在設備採購
時已經優先選擇國產替代。「近年
來，我們清楚地看到，國產化是大的
發展趨勢。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
的封測設備全部國產化也將成為現
實。」

/3�


�
製造業製造業

復復甦甦

6060%%

中 國 專 題6 東南亞版2021年10月9日（星期六）●責任編輯：何佩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