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
灣的半導體產業在2015年

第四季，相當不平靜。來

自中國大陸的紫光集團，先是在

2015年10月挖角素有台灣動態隨

機存取記憶體（DRAM）教父之稱

的高啟全出任紫光集團全球副總

裁，又於同月底宣布收購封測廠

力成25%股權，更在11月初公開

喊話，有意併購聯發科，12月再

宣布收購矽品、南茂股權。

兵臨城下的紫光集團掀起的

赤色風暴，恐怕僅是冰山一角；

更多、更嚴肅的問題是，當中國

大陸政府傾全力扶植半導體業，

使全球半導體產業板塊挪移，於

是當訂單、工廠、資金皆在中國

大陸時，台廠的競爭利基何在？

全球半導體板塊挪移 

逐鹿中原市場

全球半導體產業主要集中

於美、日、韓、台等國，台灣於

2013年正式躋身全球半導體產值

前兩大。半導體產業的投資金額

儘管去年國內的半導體產值表現亮眼，但產業圈內的氣氛卻顯得凝重，企業無不憂心忡忡中國大陸

的紅色供應鏈的登場，台灣的半導體優勢還能維持多久？新政府的政策規劃上，又會對產業的未來

造成如何影響？

◎撰文／木華 圖片提供／商業周刊、法新社、路透社

紅色供應鏈登場 全球產業大洗牌？

半導體產業 空前危機來襲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在國際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面對市場洗牌，需小心應對，方能維持領先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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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大、產業群聚效應強，其產值

高、與各產業關係密切，同時也

帶有國家安全考量，是以先前紫

光集團雖曾有意收購美國DRAM大

廠美光（Micron），但因半導體

屬美國國土安全監控範圍，因交

易涉及國家安全故而受阻。

然而隨著摩爾定律（Moore’s 

Law）的發展已至極限，晶片上可

容納的電晶體每兩年增加一倍的趨

勢已難再主導未來半導體產業的發

展，在可預見的未來，當「技術競

賽」面臨瓶頸後，「併購競賽」將

取而代之成為半導體產業的重頭

戲，於此情勢下，握有豐沛資金、

龐大晶片需求但欠缺技術的中國大

陸，將成半導體併購競賽的主要參

與者。

隨著中國大陸加入半導體戰

局，不禁要思考：對於原本以美

國、韓國為主的兩大半導體陣營是

否有所影響？中國大陸在半導體產

業的算盤，是「聯美、台抗韓」，

或是「助韓攻美」？從紫光集團之

前有意收購美光、又挖角美光旗下

華亞科總經理高啟全的布局動作來

看，未來中國大陸與美、台系廠商

聯合對抗稱霸DRAM業的韓系廠商

三星、SK海力士的可能性較高。

但無論紫光布局結果為何，

這股強調「中國製造」（MIC）

的號召，吸引全球半導體廠商，

不分派系，共同逐鹿中原。台灣

晶圓廠赴陸設廠，腳步最快為聯

電，聯電與廈門市政府及福建省

廠，生產手機和物聯網用的「儲

存型快閃記憶體」；南韓三星、

SK海力士則在西安、無錫設立

12吋廠，生產「NAND Flash」及

「DRAM」。

中國大陸進口替代政策 

吹動半導體赤色風暴

半 導 體 界 的 赤 色 風 暴 ， 從

2014年6月24日中國大陸公佈

「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推進綱要」

後，便開始風起雲湧。中國大陸

所設定的半導體產業目標包括：

成立首期總額為1,200億人民幣

的半導體基金（大基金）以全力

扶持晶圓代工、晶片封裝測試，

及晶片設計領域；2015年產值達

3,500億人民幣，2020年產值提高

超過20%，至2030年打造出具世

界級的晶片產業，建構起中國大

陸完整的半導體供應鏈體系。

中國大陸之所以積極投入半

導體產業，原因在於中國大陸每

電子信息集團合資12吋晶圓廠

「聯芯」，其次為從DRAM廠轉

型為晶圓代工廠的力晶則與合肥

市政府合資設立12吋晶圓代工廠

「晶合集成電路」，台積電也於

2015年12月宣布啟動登陸設立12

吋晶圓廠計畫，顯示台灣企業問

鼎中國大陸市場的決心。

在2015年10月力晶的合肥晶

圓廠動土典禮上，包含美、日、

台半導體設計、設備和材料負責

人均親自參與，而力晶執行長黃

崇仁在動土典禮時也指出，全球

半導體業從最初以美國、日本為

主，後來轉由台灣、南韓接棒，

而今中國大陸所主導的這股新興

「中國製造」力量，將造成全球

半導體業板塊向中國大陸挪移。

觀察全球半導體廠的登陸腳

步，為了卡位，包括英特爾、聯

電、力晶、三星、海力士、中芯

國際都不敢缺席，英特爾宣布斥

資55億美元於中國大陸興建12吋

半導體廠接連登陸，勢必帶動相關生產系統和供應鏈，是以中國大陸龐大的內需市場，對
於台灣的半導體產業仍有正向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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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進口的半導體產品金額已超過

2,300億美元；再加上近年來強

力推動的「互聯網+」，包含穿戴

式裝置、智慧家電和車用電子，

對於晶片的需求量將更為攀升，

考量中國大陸自身龐大的內需市

場，若能成功扶植自己的半導體

產業，則可擺脫對外部的依賴，

也符合中國政府由「出口替代」

轉為「進口替代」的政策走向。

中國大陸的市場缺乏投資標

的，即使以溢價方式收購國外企

業，只要能快速縮短學習曲線、

追趕上目前落後產業5～10年的差

距，提高自給自足的自製率，便

是極大的收益。紫光集團便是在

中國政府支持下，接連收購IC設

計廠展訊、銳迪科，《日本經濟

新聞》日前援引紫光集團董事長

趙偉國說法，預計紫光在5年內將

斥資3,000億元進行研發與併購，

搶占全球半導體產業第三大。

整體而言，在中國大陸IC設

計業者訂單持續高成長的情況

下，2015～2017年將是全球晶

均屬此類。而產業鏈上游的IC設

計則因資金門檻低、主要著眼在

人才與市場，中國大陸一方面以

自行培植、併購具指標性的IC設

計公司，如華為旗下的海思、紫

光併購的展迅、瑞迪科，另一方

面，也曾探測與台灣IC設計龍頭

廠聯發科合作的可能性，而聯發

科則是正面回應，願意與紫光一

同提升兩岸在半導體產業的地位

與競爭力，由此可看出中國大陸

龐大的內需市場與市場管制手

段，對於IC設計廠來說，確實是

強大的拉力與壓力。

正 因 如 此 ， 位 居 半 導 體 產

業鏈中游的晶圓代工廠，特別是

晶圓代工龍頭廠台積電，被視為

是對抗這波紅色供應鏈的中流砥

柱。台積電在全球晶圓代工市占

率高居世界第一，隨著中國大陸

客戶愈來愈多，加上歐美IC設計

客戶所產製的晶片，有極高的比

例賣給中國大陸廠商，使得台積

電最終還是在2015年12月宣布啟

動登陸設立12吋晶圓廠計畫。

對 台 廠 來 說 ， 中 國 大 陸 打

造紅色供應鏈的階段已有模式可

循：首先以政策扶植特定產業與

訂定目標，接著進行國際人才招

募、挖角高階人才，隨後以海外

併購換取國際大廠技術、加速技

術開發進度，最後則取代台廠產

品與訂單，以往台灣接單、大陸

生產模式，扭轉為大陸接單、大

陸生產。這也是為何台廠從去年

圓代工廠商爭相布局卡位的關鍵

期，如何與中國大陸政府及中資

企業進行策略聯盟並獲得奧援，

將成為勝出市場的關鍵因素。

紅色供應鏈模式 

進逼台灣半導體廠

台灣半導體業建立從IC設

計、晶圓代工到封裝測試的垂直

分工產業鏈，在全球半導體界地

位坐二望一，對急於扶植半導體

業的中國大陸來說，無論地緣、

語言與文化相近等因素，透過挖

角或入股、複製台灣半導體業來

縮短學習曲線、加速與國際接

軌，是最快的方式；但礙於台灣

法規，陸資直接或間接持股不得

超過30%，只好將目標轉向美國

或未在台灣上市的公司以及台灣

頂尖人才。

從 半 導 體 產 業 鏈 來 看 ， 下

游的封測廠技術門檻相對最低，

因此成了中國大陸對外挖角、入

股的首要標的，如去年第四季紫

光有意入股的力成、矽品、南茂

紫光集團挾著中
國大陸龐大的資
金襲來，對於未
來半導體產業的
市場，將掀起一
波大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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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季起風波不斷的原因。

技術掛帥 

化危機為轉機

紅色供應鏈確實是台灣半導

體廠所面臨的空前危機，將使得過

往中國大陸與台灣的產業關係，

從「垂直分工」轉變為「水平競

爭」；但拆解「危機」二字，是否

可解「危」找轉「機」呢？

產業轉型與升級，是擺脫紅

色供應鏈追趕的根本之道，台積

電董事長張忠謀曾指出，半導體

業不是有資金與決心就能做好，

關鍵在於「技術」，只要台廠持

續進步，中國大陸要追上台灣並

不容易。封測龍頭廠日月光營運

長吳田玉也曾表示，台灣半導體

業擁有完整供應鏈、代工的中立

角色優勢，客戶不會擔心專利技

術被偷，對未來5～10年的產業

發展仍看好。不可諱言，產業轉

型與升級有賴政策由上而下的推

動，政府應思考如何讓半導體業

在保有技術、專利、經營權及保

障投資人權益之下，適度讓陸資

參股，進而保有產業優勢。

中國大陸地方政府有創造就

業和增加產值的業績壓力，即使

採取合作策略，仍有談判空間，

可先明訂保留多少產值或多少產

量給台商或台灣，甚至共同制定

產業標準，串聯傳統3C、汽車

電子、醫療電子等領域。由於中

國大陸人均所得較低，當資源被

集中在特定戰略位置時，容易暴

露出弱點，對市場嗅覺敏銳的台

廠來說，有機會找出可切入的市

場。例如，當中國大陸把資源集

中在半導體產業時，可能缺乏足

夠資源發展相關的生產設備；且

因IT產業積極擴張，使相關產業

的工資迅速提升時，連帶也將提

高對於高價位IT產品的需求，進

而帶動了全球高價位IT產品擴張

市場的動能，一切環環相扣。

半 導 體 廠 接 連 登 陸 ， 勢 必

帶動相關生產系統和供應鏈，如

設備、材料和後段封裝和測試的

跟進，對廠商來說將是利多，特

別是在龍頭廠台積電決定登陸

後，包括美商應材、科磊，國內

半導體設備業如華立、崇越、辛

耘等，都密集評估跟進台積電赴

陸，就近設立據點，可說是「台

積電的一小步，是台灣半導體聚

落西進的一大步」。

但即使是策略聯盟，也有機

會走出自己的路，以紫光入股力

成，從被動防守的角度來看，力成

是為了避免被邊緣化所以結盟；但

從積極攻擊的角度來說，紫光旗下

展訊、銳迪科已是力成客戶，未來

若能進一步擴大力成在高階邏輯IC

與中國大陸IC市場，才是力成結盟

紫光的真正目標。又如與中國大陸

手機市場連結深厚的IC設計廠聯發

科，除了逐步推動旗下以中國大陸

為主力市場的轉投資事業在中國大

陸掛牌上市之外，也入股上海市政

府所主導的第一期集成電路信息產

業基金，宣示了聯發科對於中國大

陸半導體產業的積極參與決心。

半 導 體 產 業 對 台 灣 過 去 近

四十年的經濟成長居功厥偉，面

對紅色供應鏈，無論是政府或廠

商，都沒有悲觀的權利，能否從

危機找出轉機，將再度考驗台廠

的智慧與決心。■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指出，只要台廠持續進步、升級，中國大陸要追上台灣並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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