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造”实现“芯”突破
国内首条碳基集成电路生产线在渝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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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搜

中国连续两月减持美债
当地时间6月18日，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

示，2025年4月，美债前三大海外债主中，中国继上月
由美国第二大债主变为第三大债主后，继续减持美国
国债。

其中，日本4月增持37亿美元美国国债，持仓规
模为11345亿美元，是美国第一大债主。英国4月增
持284亿美元美国国债至8077亿美元，持仓规模维持
第二。中国4月减持82亿美元美国国债至7572亿美
元，为今年连续第二个月减持。减持后，中国对美国国
债的持仓规模保持第三。 据澎湃新闻

重庆推货币政策工具支持计划
6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消息，按照相

关方案，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将从其直接管理和
使用的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资金中，优先切出850
亿元专用额度，同时引导全国性银行积极争取“人民银
行总行对商业银行总行”货币政策工具向重庆倾斜
150亿元资金。

在此基础上，创设“渝科融”“渝绿融”“渝消融”
“渝通融”“渝民融”等“五个百亿级”货币政策工具支
持计划，分别对应支持科创、绿色、消费、外贸和民营
经济领域。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

重庆招收智慧养老服务公费生
6月18日，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招生处处长徐颖介

绍，全国首个养老服务类专业公费生培养试点项目招生简
章发布不过一周，线上线下咨询量就达4000余人次。

该项目创新采用政府主导、院校协同模式，今秋将
迎来首批100名智慧养老服务公费生，为养老服务行
业“人才荒”注入源头活水。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由市民政局和重
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联合打造，采取“自愿报名、择优
录取、公费培养、定向就业”模式，报考考生须参加
2025年统一高考。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

25年“磨一剑”
“要想不受制于人，我们必须要发展自

己的集成电路技术”

一栋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西永微电园的三
层小楼，是北大重庆碳基院的所在地。今年4月，
研究院刚从附近一处临时办公场地乔迁于此。

刚走进研究院，一块大屏幕便映入记者的眼
帘。屏幕上显示的，是国内首条碳基集成电路生产
线的实时场景——

洁净的生产车间里，几名身着防尘服的工人来
回走动，他们身旁的设备有序运行着。一道道工序
完成后，碳基晶圆便从这里下线。

“在这条生产线上，碳基集成电路专用设备有
十几台，都是国产的，一部分还是由我们北大团队
和研究院团队自主研发的。”北京大学电子学院教
授、北大重庆碳基院院长张志勇介绍。

研究院展厅里，两片薄薄的8英寸碳基晶圆放
在玻璃展示柜上。经过后续加工，一片晶圆能分割
出100多颗碳基芯片。目前，生产线已投运一个
月，像这样的晶圆已实现量产。

“这一天，我们等了25年！”张志勇感慨。
碳基芯片，顾名思义，是以碳为核心材料制造

而成。具体而言，北大重庆碳基院采用的是碳纳米
管。这种材料于20世纪90年代被发现，是一种由
碳原子组成的微小管状结构。以中国科学院院士
彭练矛领衔的北大碳基团队，已研究了25年。

碳基晶圆旁边摆放着一个碳纳米管模型，它比
实际的碳纳米管放大了一亿倍。“碳纳米管直径只
有1—2纳米，相当于头发丝的50万
分之一。”张志勇介绍。

这些管子虽小，却有强大到令人惊叹的特性
——电子在碳纳米管里的移动速度比在硅里快约
10倍，这意味着，它能制造出运算速度更快的电子
器件，且功耗低、散热效果好。更重要的是，有别于
硅基芯片是晶体管的二维集成，碳基芯片能实现晶
体管的三维集成，达到更高的集成度，在理论上具
有更高的性能潜力，从而打破摩尔定律的“天花
板”，突破当前硅基芯片面临的技术瓶颈。

张志勇坦言，硅基芯片在美国已发展了60多
年，在整个硅基芯片的研发上，我国落后很多，不论
是材料还是设备、软件、制造工艺等，都是购买别人
的，想要在硅基的道路上“超车”不太现实，需要“换
道”。而碳基芯片对全球来说都是一条全新的赛
道，更何况目前我们还处于相对领先的位置，甚至
有望凭此“换道超车”，“要想不受制于人，我们必须
要发展自己的集成电路技术。”张志勇说。

为此，自2001年以来，在国家持续20年的专
项支持下，北大碳基团队从零开始，探索用碳纳米
管材料制备集成电路的方法，研发出一整套高性能
碳纳米管晶体管的无掺杂制备方法。

技术落地“一线牵”
“一条 8 英寸硅光特色工艺生产线，让

团队眼前一亮”

2020年，北大碳基团队首次制备出达到大规模
碳基集成电路所需的高纯、高密度碳纳米管阵列材
料，并加工出性能超越硅基集成电路的碳纳米管集成
电路，相关研究成果在世界顶级期刊《科学》上发表。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碳基集成电路技术就完成
了技术落地，具备市场竞争力。把学校实验室的技
术变成一个可规模生产的工业化技术，让碳基芯片
实现规模化生产和应用，这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张志勇看来，要实现规模化生产，就需要专
用的生产线，这是学校所不具备的。他们要走出学
校，争取更多资源，开展碳基集成电路的工程化和
未来的产业化研究。

2021年，北大重庆碳基院常务副院长刘洪刚
加入北大碳基团队，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推动碳基
集成电路技术的工业化和产业化。

刘洪刚回忆，经过一年的调研和洽谈，以及深
思熟虑，他们选择了重庆。

原因有多方面：首先，重庆是中西部唯一的
直辖市，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次，
重庆拥有产业化人才资源，不仅本地有很多电子
类院校，还引进和培育了大量新型研发机构，吸

引和聚集了很多产业化人才；再次，
从国家到地方都制定和出台了不
少政策，支持重庆大力发展集成
电路产业；另外，重庆的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

电子信息等产业的发展，让这里具备丰富的应用
场景，一旦碳基芯片实现规模化量产，就能在这
里快速落地应用。

刘洪刚透露，这当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重
庆市政府的支持下，西永微电园基于一流的产业资
源和政策优势，当时已成功搭建了一条8英寸硅光
特色工艺生产线，这让团队眼前一亮。

2023年11月，北大重庆碳基院在西永微电园
正式揭牌成立，就在这条生产线附近“安了家”。

经过一年多的攻关，随着生产线“动”起来，一
片片碳基晶圆开始下线，整个工艺流程走通了！

第一片碳基晶圆下线后，刘洪刚发了一条微信
朋友圈，放上了一张“新鲜出炉”的晶圆照片。第一
时间，他的朋友圈就炸了锅。

转化成果“孵金蛋”
“碳基芯片可绕过先进光刻机的限制，

具有更广泛的应用前景”

早在 2009 年，国际半导体技术发展路线图
（ITRS）委员会就把碳纳米管列为延续摩尔定律的
未来集成电路材料选择。如今，用碳纳米管晶体管
制备的碳基芯片，综合性能可以比硅基芯片提高成
百上千倍，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

目前，北大重庆碳基院团队已组建起一支60
人的碳基工程化队伍，由彭练矛院士担任首席科学
家，高层次青年人才担任核心骨干，硕博比例达到
50%以上。

“在碳基集成电路技术的工程化发展上，可以
说，我们从乡村小路走上了高速路。”张志勇感慨。

事实上，团队有更长远的技术发展规划——
“十四五”时期，在上述碳基集成电路生产线上，完
成从器件设计、单步工艺、工艺集成到器件优化的
全流程技术能力建设，迈出碳基芯片从实验室走向
工程化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十五五”时期，独
立打造28纳米碳基集成电路生产线，对标7纳米硅
基集成电路性能，到2028年实现年产碳基晶圆10
万片的目标。

“碳基芯片可以绕过先进光刻机的限制，具有
更广泛的应用前景。”北大重庆碳基院技术研发人
员王程博称，目前，研究院正聚焦智能传感、模拟射
频、先进电子、AI芯片四个应用方向逐步推进碳基
芯片产品的应用开发。

在研究院的展厅内，摆放着一款氢气检测仪。
这是研究院团队聚焦智能传感领域开发的全球首
款碳基手持式氢气检测仪。该检测仪具有黑色的
外表，只有遥控器一般大小。因为内置了一颗碳基
芯片，它已展现出强大的功能。

“这款产品已在重庆多家车企进行了应用。”王
程博介绍，只要将它靠近氢能源汽车，就能快速检
测是否有氢气泄漏。

刘洪刚介绍，目前，北大重庆碳基院已成立了
产业孵化平台，通过提供“人才培养、平台共享、技
术转让、种子基金”等扶持政策，未来将重点孵化5
家创新型科技企业，加快培育壮大碳基集成电路产
业生态。

刘洪刚称，碳基集成电路一旦进入主流集成电
路市场，将带动上下游产生千亿量级的产值，助力
重庆成为集成电路技术与人才高地，为重庆打造万
亿级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集群贡献力量。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

“重庆造”实现“芯”突破！6
月16日，北京大学重庆碳基集成
电路研究院（以下简称北大重庆
碳基院）消息，国内首条碳基集成
电路生产线在渝投运，目前已开
始量产。

此次生产线的投运，标志着
碳基集成电路从实验室创新向
工程化应用迈出了坚实的第一
步，将加快我国碳基集成电路发
展进程，助力“中国芯”实现“换
道超车”。

▲6月10日，北京大学重庆碳基集成电路研究
院，工作人员介绍碳基晶圆。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