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益“新光储”功率半导体今年有望高景气
■TMT快报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天空中闪电放电
会造成相当大的损害和人员伤亡，因此除传统避雷
针外，科学家也在寻求更好的保护方法。一个国际
团队近日在英国《自然?光子学》杂志上发表研究
说，他们展示了由短而强的激光脉冲在天空中形成
的激光束可在相当长距离上引导闪电放电。

闪电是一种复杂的现象，由暴风云和地面之
间正负电荷的不平衡引起。闪电不总是从云到
地面，有时也会出现由地面到云的上行情况。

2021年夏天，由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和瑞
士日内瓦大学等机构领衔的国际研究团队，在瑞
士东北部的森蒂斯峰通讯塔旁边安装了一个高
重频激光器以发射激光，并对通讯塔的闪电发生
情况进行观察和研究。

研究团队发现，在森蒂斯峰发生的闪电大多
是“上行闪电”。在观察期间，通讯塔至少出现了
16次“上行闪电”，有4次发生在激光器运作期间，
但只有一次发生在相对晴朗的天空中，高速摄像
机可以捕捉到并被研究人员详细记录了下来。
记录显示，激光束产生后，闪电从通讯塔塔尖开
始偏离原本轨道，转而沿着激光束上行约50米。

研究人员说，此前用激光引导闪电放电的尝
试都未成功，这是第一个通过实验证明激光可以
引导闪电放电的现场结果。他们认为，此次实验
能成功，是因为这次使用的激光重复频率比之前
的实验高出两个数量级，并且这种技术未来也有
望用于拦截通讯塔上方即将要形成的任何闪电。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研究为超短激光在大气
中的新应用铺平了道路，并为机场、发射场或大
型基础设施的激光防闪电技术的发展迈出了重
要一步。

国际团队用激光
成功引导闪电放电

回首2022年，半导体行情分化，消费与
功率产品“冰火两重天”。展望2023年，全球
半导体产业，尤其是中国半导体产业，将呈
现怎样的走势？

记者多方调研获悉，消费电子去库存将
延续至年中；在新能源、光伏、风电、储能等
行业需求拉动下，功率半导体的高景气有望
持续全年。值得关注的是，在终端新需求拉
动下，宽禁带半导体（如碳化硅）、柔性玻璃
盖板（UTG）等新材料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供
不应求。

就本土半导体产业发展，多位业内人士
认为，先进制程突破存在阻力和延迟，但在
需求量占主流的成熟制程上，半导体设备零
部件、材料厂商获得市场进入和提升机会，
且高端化可期。践行长期主义，发展产业上
游及基础领域的“根技术”“根产业”，是本土
半导体产业实现突破的必由之路。

消费电子鏖战去库存

“2022年下半年订单已处于历史低位，预
计消费电子库存在2023年第一季度基本可消
化完毕，但产业复苏要等到下半年，过程很缓
慢，不能期待爆发式增长。”国方资本半导体产
业投资负责人认为，手机厂商普遍乐观提升市
占率预估，在“缺芯”大潮中，重复下单导致了
库存不断升高。

“转机大概率在2023年下半年或第三季度
出现，部分领域的去库存可能延续一整年。”季
丰电子董事长郑朝晖认为，当前半导体面临的
最大问题是消费电子去库存，但本土产业还要
考虑另两大因素：一是受外部环境影响，中高
端半导体不仅面临生产端的打压，还面临着应
用端的限制；二是消费和投资信心的重建需要
经济显著回暖。

“最悲观的时刻已经过去，但消费电子整
体上去库存要延续到2023年第二季度。”提及
当前市场的悲观情绪，广州芯聚能半导体有限
公司（下称“芯聚能”）总裁周晓阳说。

那么，哪些消费电子需求将率先复苏？“一
是AR/VR/MR等设备；二是折叠屏手机；三是智
能手表和其他可穿戴产品。”对于消费电子的
成长驱动力，浑璞资本合伙人姜寅明表示，随
着全球经济复苏，需求将在2023年下半年逐步
走出低谷，并带动消费芯片增长。

姜 寅 明 的 研 判 也 得 到 产 业 界 认 同 。
“2023年上半年全球还是会有一些成长，下
半年将更好。”某TWS耳机从业人士表示，当
前市场的真实需求泾渭分明，低端产品在印
度、非洲等地的需求依然良好，品牌产品在
欧美的需求也还不错；2023年复苏，主要看
中国市场。

功率产品持续高景气

展望2023年，某功率半导体公司的一位高
管预判，功率半导体需求将比2022年还好。

2022年，全球半导体从全面缺芯走向结构
性缺货。一方面，消费电子库存持续增长，价
格大幅下跌；另一方面，汽车、工控等领域的需
求不断增长，功率器件等产品供应依然紧张，
交货周期还在延长。

“新能源汽车将继续增长，拉动市场渗透
率较低的碳化硅等功率器件、汽车传感器、自
动驾驶芯片等汽车电子快速增长；光伏、储能
等增长更快，成为IGBT、MOSFET等功率器件持
续景气的驱动力之一。”对于功率半导体的逻
辑，姜寅明解释道。

在2023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国家能源
局提出，加强风电太阳能发电建设，2023年风
电装机规模达到4.3亿千瓦左右、太阳能发电装
机规模达到4.9亿千瓦左右。对于新能源汽车，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预计2023年新能源汽
车销量将达900万辆，同比增长35%。

多家机构预测，2023年国内风电新增装机
量有望翻倍，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将达140GW，
增长超过40%。放眼全球，2023年全球光伏装
机量将在330GW至360GW之间，同比增长有
望达到45%。

“功率半导体持续短缺的原因：一是需求
爆发式增长；二是半导体有效产能释放较为缓
慢。”对于功率半导体景气度，周晓阳提醒要关
注供应端。他认为，2023年功率半导体整体上
依然短缺，但随着产能逐步释放，大功率IGBT、
碳化硅等值得持续关注，其他车规芯片的紧张
局面将得到缓解。

姜寅明提醒，随着减碳推进，数据中心行

业将迎来新一轮高速增长，高性能计算芯片
（HPC）尤其是光电芯片的需求不弱，值得关注。

“根技术”“根产业”是突破必由之路

“短期看，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或延缓
中国半导体先进制程的发展。但将眼光放远，
这也恰好激发了本土产业活力，给了本土设备
零部件、原材料等厂商进入产业的窗口机遇，
在需求占主流的成熟制程上得以突破；假以时
日，走向先进、高端化可期。”姜寅明对中国半
导体产业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多位受访人士强调，半导体产业不仅是高
新技术产业的“基座”，还关乎着更加广泛的
信息安全、产业安全等，并倒逼基础科学更快
进步。

正因为产业前景足，尽管当前景气度下
降，一级好项目还要靠抢。例如，芯聚能在
2022年底完成了C轮融资，投资方囊括了越秀
产业基金、粤财基金、吉利资本、建信（北京）
投资、复朴投资、美的资本、钟鼎资本、博原资
本（博世旗下企业）、大众聚鼎等产业资本和
知名PE。

如何应对产业下行及外界纷扰？“发展
‘根技术’‘根产业’是产业突破的必由之
路”。正是基于这样的研判和对产业的信心，
姜寅明介绍，浑璞投资持续围绕半导体设备
材料投资，投出了富创精密、拓荆科技、华卓
精科、博康化学（华懋科技子公司）等一众明
星项目。

“践行长期主义。”郑朝晖等多位受访者也
提到，产业发展最终还是靠市场，期望政府持续
构建更加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和企业家能
够最大程度发挥聪明才智。 据《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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