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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老龄化成为全球
趋势的情况下，养老金体
系靠不靠谱这件事，大家
很关心。安联集团本周发
布 《安联全球养老金报
告》。 这份报告以安联养
老金指数（API）评估全
球养老金体系，中国总排
名第 11位，居亚洲第一。

《安联全球养老金报
告》认为，在未来几十年，

婴儿潮一代将集体退休，

全球社会保障体系将面
临严重压力。 全球范围内
仅少数国家和地区，比如
瑞典、比利时和丹麦的养
老金体系能够抵御老龄
化冲击。 养老金体系在可
持续性和充足性两者间
不平衡———大多数情况
下，充足性高于可持续性。

安联养老金指数在
考量了人口老龄化以及
退休年龄延长等计划后
认为，中国养老金体系在
可持续性方面位列全球
前五位，但充足性方面仍
有较大的改善空间。近年
来， 中国民众有了更多养老储蓄和
养老金投资的渠道， 但报告认为中
国的养老金体系仍需要进一步努
力， 比如继续拓展养老储蓄及养老
金投资渠道以及完善的金融教育。

报告还指出，排名前 20的国家和地
区的养老体系得分较为接近， 且表
现一般。 为应对加速的劳动力人口
老龄化问题， 中国仍需要继续加大
改革的步伐，持续完善养老金体系。

在持续的低利率环境下，用单纯
的储蓄应对养老面临越来越大的压
力。安联首席经济学家卢睿德先生表
示：“近年来，气候变化愈发成为全球
热点话题，而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问题
相较而言更容易被忽视。人口老龄化
和迫在眉睫的养老危机关乎人类世
代公平与平等，是建设包容性与适应
性社会的关键。现在需要更加努力地
改革我们的养老金体系。 ”

报告发现，到 2050年，全球老
年抚养比将以高达 25%至 77%的速
度增长， 这是近 70年里增速最快
的。 对发达国家来说，老年赡养比是
令人担忧的主要原因，例如在西欧，

老年赡养比已经达到了 51%。 非洲
的许多新兴国家和地区在这一维度
得分较好，因为人口老龄化不严重，

公共赤字和债务也相当低。

一个很重要的杠杆是退休年
龄。 报告指出，20世纪 50年代，生
活在亚洲的 65岁男性平均预期寿
命还有 8.9年 （女性为 10.3年）。

如今，65岁的女性和男性的平均预
期寿命分别还有 17.8年和 15.2

年，到了 2050年，平均预计寿命将
还有 19.9年（女性）和 17.5年（男
性）。 因此，工作年限与退休时间的
比例明显下降。 为应对预期寿命延
长，有些国家或地区，比如荷兰，就
以调整法定退休年龄来提升其养老
金体系的可持续性。

老龄化的另一面，是社会福祉的
提高，人民越来越长寿。为此，我们要
从养老金体系等各方面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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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中芯国际科创板上
市申请获受理和寒武纪科创板

首发过会，意味着科创板将迎来
两大芯片龙头公司。这样，科创板
市场上的芯片产业链公司已经有
10 多家，科创板成为中国芯片集
团军的集聚地，汇聚了中国半导
体产业的精英。虽然中国半导体
产业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
大差距，但是，正在努力迎头赶
上，而资本市场无疑将助一
臂之力。

1   芯片股市值居科创板前列

芯片股已经成为科创板最有特色的板块，
在科创板上市和拟上市的芯片产业链公司都是

国内最优秀的公司。就说本周上市申请被上交

所受理的中芯国际，是中国大陆第一家实现 14

纳米 FinFET量产的晶圆代工企业，代表中国大
陆自主研发集成电路制造技术的最先进水平。

根据 IC Insights 公布的 2018 年纯晶圆代工行
业全球市场销售额排名，中芯国际位居全球第

四位，在中国大陆企业中排名第一。
中芯国际上市申请如果获批，将给科创板

带来两大纪录：一个是“募资王”，中芯国际本次

拟在科创板发行不超过 16.86亿股(行使超额配
售选择权之前)，占发行后总股本不超过 25%，募

集资金总额高达 200亿元，是科创板至今募集
资金最高的公司。另外，中芯国际每股面值

0.004美元，这是 A股历史上首次出现以美元为
面值并以人民币为股票交易币种的股票。

6月 2日科创板首发过会的寒武纪，是 AI

芯片的独角兽企业，一直专注于人工智能芯片

产品的研发与技术创新。将成为 A股第一家纯
正 AI芯片设计公司。

目前，科创板已经上市的芯片产业链公司
超过 10 家，包括中微公司、澜起科技、沪硅产

业、晶晨股份、安集科技、聚辰股份、华兴源创、
睿创微纳、芯源微、华润微、华峰测控、神工股

份、华特气体等等。其中不少公司市值位于科创
板前列，成为科创板的定海神针，如打破刻蚀机

国外垄断的中微公司，本周四市值超过 1100亿
元，在科创板中市值第二；内存接口芯片龙头澜

起科技市值超过 1000亿元，排名第三；国内第
一家生产 12英寸硅片的沪硅产业，上市后股价

暴涨，周四市值 753亿元，排名第四；华润微市
值超过 500亿元，排名第七。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芯片产业链公司如中
芯国际、中微公司、澜起科技、沪硅产业、晶晨股

份、安集科技、聚辰股份等等都位于上海，上海

成为中国集成电路重要的战场。

60岁创业和天才少年

这些中国集成电路的精英能够脱颖而出，
离不开中国几代科学家的奋斗，既有 60岁回国

创业的行业大佬，也有 80后的天才少年。
中微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尹志尧，就

是 60岁归国创业打破国外对刻蚀机的垄断。今
年 76岁的尹志尧，是科创板公司中年纪最大的

董事长，他在硅谷工作 20年，先后在英特尔、泛

林、应用材料等半导体行业的国际巨头工作。归
国前，他已在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公司———

应用材料做到总公司副总裁，其领导和参与开
发的刻蚀设备，几乎占到了全世界的一半。

60岁准备退休的那年，一次国际半导体设备
展上，他遇到当时担任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的江上舟，他们是北京四中的校友，江上舟邀请尹

志尧来上海搞刻蚀机，他说：“看来刻蚀机比原子
弹还复杂，我们能不能自己把它造出来？”激发了

尹志尧报效祖国的情怀，2004年，尹志尧带着 15

人专业团队飞抵上海。60岁的尹志尧在上海创立

中微半导体，开始新创业。等离子体刻蚀机是芯片
制造仅次于光刻机的最重要的微观加工核心设

备，加工精度在纳米级。没有刻蚀机就无法制造芯
片，而这一芯片制造的关键设备，一直被应用材

料、泛林和东京电子等国际大公司垄断。

尹志尧创办中微半导体后，这一格局被打破

了。2007年，回国仅仅三年的中微团队研发出了第
一代介质刻蚀机，在业内首次采用可单台独立操

作的双反应台，效率比国外同类产品高出 30%以
上。这是中国第一次能够生产这样高端的半导体

设备。目前，尹志尧的团队已开发出生产 7nm到 5

纳米器件的设备，已经与世界最前沿技术比肩。

寒武纪的控股股东、董事长陈天石则是天才

少年，出生于 1985年的他今年只有 35岁。陈天
石及其兄长陈云霁，两人均在少年时即考入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并轻松进入中科院计算所

硕博连读。在博士期间，陈云霁的研究方向是芯
片，陈天石则是人工智能，寒武纪 AI芯片的主营

业务即在两名天才少年的一拍即合中诞生。
2016年 3月，陈云霁、陈天石合伙创立了寒

武纪，寒武纪之名也正意味着人工智能即将迎
来大爆发时代。成立不久后，寒武纪即研发出全

球首个能够“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处理器芯
片，改变了中国芯片领域长期空白落后的历史。

不过，陈云霁选择继续深入研究工作，陈天石则
一心扑在寒武纪上，担任 CEO。在招股书中，陈

云霁的身影已经淡出。

资本市场助力中国芯片行业

说起中芯国际，不能不说一下创始人张汝
京。张汝京在美国德州仪器任职 20年，先后在

美国等地建造并管理近 20座晶圆工厂，2000年
来到上海创办了中芯国际。为了在大陆建造芯

片厂，他把全家都搬到了上海，不满台湾当局指
控他违法对他罚款，决定与台湾脱离关系。然

而，中芯国际同台积电的专利纠纷中，中芯国际

输了官司，被裁定向台积电支付 2亿美元的现

金，张汝京也被迫离开中芯国际。
被称为“中国半导体之父”不甘心，又创办

了上海新昇半导体，进入硅材料领域，2016年，
上海新昇被沪硅产业收购，成为沪硅产业的子

公司，正是上海新昇实现了 12英寸半导体硅片
的规模化生产。

近 70岁的张汝京也离开了上海新昇，开始

新的创业。如今，沪硅产业已经在科创板上市，
中芯国际提交了科创板上市申请，对这两家公

司来说，不会忘记张汝京博士的贡献。
集成电路作为全球信息产业的基础与核

心，被誉为“现代工业的粮食”，其应用领域广
泛，在电子设备（如智能手机、电视机、计算机

等）、通讯、军事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对经济建
设、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

核心关键作用，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
程度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我国对半导体产业高度重视。2014

年，国务院印发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

纲要》，纲要指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我国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攻坚

期。加快推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对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保障国家安全、提升综合国力具有重大

战略意义。到 2020年，中国集成电路行业与国
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全行业销售收入

年均增速超过 20%。到 2030年，产业链主要环

节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
由于起步晚，我国半导体产业和国际先进

水平比还有较大差距。中国半导体产业依然严

重依赖进口。根据海关总署统计，2018年，中国
集成电路进口金额达 3120.58亿美元，连续第四

年超过原油进口金额，位列中国进口商品第一

位，并且贸易逆差还在不断扩大。

中国半导体产业想要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
平，需要各方齐心协力。从科创板已上市和拟上
市的芯片公司来看，进步还是非常显著的。中芯

国际实现 14纳米 FinFET量产，虽然全球最先
进的量产集成电路制造工艺已经达到 7纳米至

5纳米，但台积电 2015年还是 16纳米，差距在
缩小，当然，完全赶上还有漫长的道路。沪硅产

业突破了多项半导体硅片制造领域的关键核心
技术，打破了我国 300mm（12英寸）半导体硅片

国产化率几乎为零的局面，推进了我国半导体
关键材料生产技术“自主可控”的进程。

集成电路产业非常烧钱，所以，中芯国际这
次募集资金高达 200亿元，有了科创板，中国的

芯片集团军得到资本市场大力支持，为中国半
导体产业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创造了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