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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0/2021_2022__E6_A1_88_

E4_BE_8B_E6_8E_A2_E8_c67_220527.htm 随着2004年新加坡公

司在上海开出高于当地5倍的薪水，挖走中芯国际80名工程师

和80名操作人员后，IC产业的人才争夺战瞬间集聚了所有人

的目光。人才，这个IC产业中最核心的字眼，已经成了行业

之痛。“全国整个行业里，工程师大概只有1万人左右。”上

海南麟电子有限公司的资深工程师刘桂芝表示，作为这家成

立才一年的IC设计公司的掌门人，他只能无奈于人才匮乏，

“整个行业里，人才实在是太难得了。” 几个人的班底就是

一个企业 “只要有六七个人的班底，就能搭起一个IC芯片设

计公司的框架。”坐在浦东期货大厦的办公室里，刘桂芝描

述了他的创业历程。在IC设计领域里，几个高级工程师，再

带上一批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这样的创业模式屡见不鲜

。 几个电路设计工程师、版图设计师、测试工程师，再加上

一个应用支持工程师，这就是一个IC设计企业的草创班底。

从另一个方面看，这说明了IC工程师在产业中的地位？？只

有几个工程师，就能搭台唱戏，这导致IC工程师成为IC企业

争相抢夺的“香饽饽”。包括电路设计、版图设计、测试、

制造、封装工艺工程师等等，这些人才是整个行业的核心。 

但事实上，数据表明，在IC人才方面的现状是：截至2004年9

月底，上海张江园区共有集成电路产业从业人员12408人。按

照行业规律，工程师以上人才约占全部员工45.5%的比例进行

推算，园区集成电路产业的工程师以上人才5600多人。 “行

业发展太快，但人才却缺得厉害。”刘桂芝如是说。在IC产



业中，据他估计，全国有3年以上经验的工程师不过1万左右

，几个工程师“拉扯”着一帮大学生，不是为了节省成本，

实在是无奈之举。而在他的企业里，他兼任工艺接口工程师

的角色，更是被业内称为最难找的人才？？同时要对版图、

电路、工艺等流程都要熟悉，在多个领域内都有经验的复合

型人才。这样的人才，实在是凤毛麟角。 2010年，国内需

要25-30万IC人才，这是权威机构对国内IC人才缺口的预计。

随着国内集成电路的飞速发展，人才问题已经成了近年里产

业发展的“瓶颈”。 “学徒工”也是稀缺资源 事实上，即便

是刚毕业的“学徒工”，也成了行业里的稀缺资源。 IC行业

的人才培养，主要来自高校的微电子专业，而在华东地区，

只有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和浙江大学几所名

牌大学的毕业生称得上称职。“其他的一些学院只能算赶风

，出来的人不大好用。”刘桂芝说。 但是，这几大院校培养

出来的微电子人才每年只有30-40人，没出校门，就被中芯国

际等各大企业预定一空。“这些学校的不怎么好要。”刘桂

芝颇为无奈地苦笑几声，而作为小型企业，他们只能把目光

放到其他地区的一些学校去。 然而，对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

，每年微电子专业毕业的学生数量，远远填不平人才的漏洞

。作为芯片行业的重镇，上海浦东聚集有百多家芯片研发、

设计、制造、封装测试企业以及半导体材料、设备、器件等

配套企业。按照业内人士估计，仅IC设计类企业，每年对大

学生的人才需求就超过2000个，制造类企业的缺口更为庞大

。现在全国各高校全年培养的IC人才总数也就1000人，大多

企业无奈中只能采取“再加工”的手段，从其他相关专业如

电子、通讯中招聘应届学生加以培养。 自己培养人才，是大



多数IC公司的人才战略。由于“挖角”困难，很多企业开始

培养微电子专业毕业的学生迅速“上位”。“在这个行业里

，年轻人冒头很快。”刘桂芝说。按照国家的规定，拥有5年

以上工作经验的从业人员，才能得到工程师资格，但由于人

才稀缺，一般毕业两三年时间，新人就被放在工程师的位置

上使用。 “拔苗助长”使得资深工程师在企业中的地位更显

重要，他们承担着带教新人、避免他们由于经验不足造成企

业损失的风险。同时，新人的收入也随着人才紧缺的状况而

水涨船高。“刚毕业的本科学生，收入至少在3000元以上，

有2-3年工作经验，接过一两个项目后，收入马上提高

到6000-7000元。”刘桂芝说。在微电子这个专业上，根本不

存在就业问题。 挖角零距离 在IC产业，“挖角”有着一条不

成文的规矩，工作经验在5年的工程师，年薪不到15万，根本

别想动，而10年经验的资深工程师，20-30万的年薪是保底水

平。 即使这样，这些资深工程师也不是轻易动得了的。在各

公司，资深工程师都是当作重点保护对象严加“看管”，予

以高薪、股份和竞业协议等手段，严格控制人才流动，“挖

一个资深人才，绝对要花大力气、大手笔。”一位业内人士

评价。 IC企业对资深工程师的保护，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地

步。事实上，日本、韩国、美国和中国台湾等地早就有了一

系列极为严格的防止本地半导体技术人才外流的制度。日本

一些大的半导体企业人力资源部，甚至会在周末守候机场，

防止高级技术人员到国外打工；韩国三星董事长李健熙为了

“挖角”，还亲自跑到日本东京高级料理店设席扮演说客

。2004年12月初，台湾“经济部”投审会执行秘书蔡练生表

示，在大陆芯片制造公司工作并接受红股的台湾人士，将遭



到2500万美元罚款甚至最多入狱2年的处罚。 在国内，虽然还

没到如此夸张的地步，但也发生过某家公司用高薪从另一家

公司挖走两个工程师、原公司一怒之下用更高的价格将这两

名工程师抢回来，并从该公司反挖来一个工程师作为报复的

滑稽故事。 尽管行业内频频发出“人才流动过频”的声音，

不过，刘桂芝认为，流动最大的，还是工作经验3-5年的中层

人才。真正要引起注意的，是国外企业对人才的争夺。特别

是美国、新加坡等国，由于收入待遇上明显比国内高，导致

了近年来“IC人才逆流”的情况愈加引起业内警惕，IC人才

的流动已经是国际化零距离。 IC人才扫描 IC产品的应用范围

相当广阔，从电脑、手机、家用电器，到电源开关，不夸张

地说，凡是用到电的地方，就有IC产品的存在。 IC产品，生

产的就是集成电路上那小小的一块芯片，虽然它离我们的生

活非常近，不过，大多数人未必知道，从设计到生产再到运

用，整个IC产业链中需要多种不同类型的人才。虽然统称

为IC人才，不过，由于分工复杂，人才的分类也相对繁杂。

IC业（集成电路业）属于微电子行业的一支。在这个产业中

，包括设计和加工两种企业，设计公司负责产品的设计，而

加工企业则包括芯片生产、封装、测试三类。除此之外，则

是半导体材料、设备、器件等配套企业。 不同类型的企业，

需要有不同专业的工程师。设计企业中，核心的人才是设计

工程师，根据不同方向包括电路设计工程师和版图设计工程

师。除此之外，一家成熟的芯片设计企业还需要配备工艺接

口工程师、测试工程师和应用工程师。 设计之后是制造。芯

片生产企业中，主角是工艺制造工程师，这是生产型企业中

最为主流和缺乏的人才，占生产型企业总人数的50%以上。



同时，需要大量设备维修人员和操作型技师，大概占总人数

的30%.除此之外，还需要配备少量化工类工程师。 芯片生产

出之后，需要进行测试，这其中主要依靠测试工程师。 下一

步工序是将芯片封装。在封装企业中，主要需要两类工程师

，包括封装工艺工程师和设备工程师，基本上人才比例各占

一半。操作型技师等“灰领”人才，也是封装企业必备的人

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