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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快集成电路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加强集成电路"卡脖子"技术领域人才培养，

国家发改委、工信部、教育部根据《国家集成电路发展推进纲要》和《教育部等七部门关

于加强集成电路人才培养的意见》，积极推进在中央高校建设国家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创新

平台。近日，教育部发文，正式批复同意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承担的"国家集成电路产教融

合创新平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北京大学国家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项目批复总投资超过 3亿元，建设周期 3年。平

台将依托北京大学在集成电路器件方向的研究基础，与中芯北方、华大九天、兆易创新、

北大方正集团等北京地区集成电路龙头企业合作建设，突出器件与集成、器件与电路的协

调设计，通过“工艺-器件-电路”一体化，以 EDA为抓手，服务以 CMOS集成电路为主的制

造和电路设计行业，并延伸服务材料和装备等行业。该项目以培养满足产业需求、涵盖集

成电路全环节、工程和创新能力兼具的集成电路人才为核心目标，为高校和企业协同开展

集成电路领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等提供综合性创新平台，服务国家战略。 

 

复旦大学国家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以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为建设主体，联合国内龙

头企业，建立合作共赢的融合模式，打造长三角地区新型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创新平台将

针对我国集成电路发展中的关键"卡脖子"难题，深入研发新一代节点集成电路共性技术，

涵盖芯片设计、EDA工具、器件工艺与芯片封装等方向，着力推进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在产教融合攻克关键技术的实际过程中培养我国集成电路的领军人才和产业急需、创

新能力强的工程型、技能型人才，获得可进行产业转移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突破。

平台还将重点突出集成电路紧缺人才的培养与工程实践，建成后具备每年为 2000人次提供

集成电路实训手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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