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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假冒伪劣芯片现状对供应链健康发展的建议
赵梦晗　尹　航 *　南　江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　100176

摘　要：目前，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正处于高速、蓬勃发展时期，但是在许多领域存在“短板”，导致了中国制造“全而不

强”和供应链的“断链”风险。集成电路行业因下游应用广泛、生产技术工序多、产品种类多、技术更新换代快、投资高、

风险大等特点，产业链从集中化到垂直化分工日趋显著。如今全球半导体短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冲击，受供需关系

和利益驱使，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影响行业正常秩序，不利于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给电子产品带来质量风险，同

时也严重损害制造商和用户的利益。通过调研假冒伪劣芯片现状，分析导致现状的原因，从政策规范、监管手段、能力建

设等多方面，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应建议措施，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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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严重冲击，芯片作为“工业粮食”在各个领域不同程度出现了

短缺现象。受供需关系和利益驱使，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影响行业正常秩序，不利于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本文对

芯片供应链乱象背后的深层次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1.假冒伪劣芯片影响供应链稳定

“假冒伪劣芯片”是指冒充合格产品的残次芯片、未

经授权的仿制芯片、宣称全新的二手翻新芯片。据海关总

署通告，2020年底，港珠澳大桥海关查获17500只未经授权

使用“ANALOG DEVICES”品牌标识的芯片，货值746.12

万元。[1]从实际使用看，假冒伪劣芯片在电学性能、可靠

性等方面均无法达到原厂要求，一但流入市场将严重损害

下游整机厂商和消费者的利益。从供应链角度看，主要有

三方面影响：

1.1引发供应链下游终端产品故障。如芯片供应商以

正品向终端制造商送样，但在批量供货时掺杂假冒伪劣芯

片，导致部分终端产品性能降低，甚至出现设备爆燃、焚

毁，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

1.2耽误供应链上游产品研发进程。在研发阶段研发

人员误用假冒伪劣芯片后，一旦出现产品性能缺陷，难以

对缺陷进行失效分析，对产品进行溯源，直接导致研发拖

期，制造商成本被迫增加。

1.3导致供应链分销产品渠道混乱。由于市场紧俏，分

销渠道多，市场充斥着假冒伪劣芯片，有的分销商直接采

购二手翻新货售卖；有的分销商号称有货，直接卖给下游

厂商空壳产品，其中根本没有芯片，已经属于诈骗行为。

总体看，假冒伪劣芯片乱象严重影响了芯片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甚至传导到下游终端厂商，直接威胁到人民的

生产生活和生命安全。

2.供应链深层隐患加剧市场乱象，为假冒伪劣芯片提

供了“温床”

2.1 市场供需不均衡，“缺芯潮”席卷全球

目前，全球在部分领域出现“缺芯”现象，芯片制

造远落后于市场需求，智能手机、电脑、汽车、飞机、医

疗设备及家电等领域均表现出供应不足的情况，在需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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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手机领域，1部手机大约需要110颗芯片，其中任意1

颗芯片采购不到，手机则不能生产，缺芯主要是由于现有

芯片产不能满足终端生产需要，如手机处理器、电源管理

芯片（PMIC），还有微控制器芯片（MCU）缺货问题时

有发生，已经成为手机行业头等问题。由于消费电子需求

巨大，厂商提前绑定产能，同时囤货稳链，作为市场较小

的汽车芯片，供货周期长、可靠性要求高，短期无法获得

新增产能。在汽车领域，芯片短缺也直接制约了车企的产

销量，如大众、丰田、福特、通用等国际巨头多次宣布减

产或暂时停产以缓解问题。据乘联会数据统计，从2021年

9月零售销量来看，一汽大众销量为10.8万辆，同比下滑

48.6%，是乘联会统计的销量排名前十五的厂商中跌幅最

大的车企，其次就是上汽通用，跌幅达38.9%。[2]2023全球

汽车芯片创新大会暨第二届中国汽车芯片高峰论坛上专家

们表示芯片短缺还没有完全过去，长安汽车，1-9月缺芯

约60万颗，每个月基本都有几款型号的短缺，共同应对的

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缺芯潮”仍然在阻碍全球经济的

复苏。

2.2 供应方利益驱使，劣质芯片流入市场

从目前市场最乐观的预计看，由于芯片交付周期长，

价格持续上涨。以生产交换机的网络主控芯片为例，2021

从中国台湾的进价仅为4元每只，如今不仅难以从货源直

接拿货，甚至在渠道拿货价也已涨至20元每只，有些更紧

缺的芯片价格已上涨10-20倍。在汽车行业也存在同样的

现象，多家汽车厂商表示，原来进价不到10元的芯片，如

今以400多元的高价销售，涨幅达40倍，更有意法半导体的

9369芯片已经炒到4000多元，甚至出现有价无市的情形。
[3]在此形势之下造假者伺机通过翻新二手芯片、山寨仿造

等方式，获利颇丰。2021年7月初，央视《每周质量报告》

曝光了主动降噪耳机市场乱象，针对47家企业的60副宣称

可以主动降噪的耳机进行了测试，50%降噪不达标，40%

根本不支持主动降噪。通过查看供应链可以看出，厂家为

了赚取更多利润，本该使用降噪深度35dB的络达1562A芯

片替换成降噪深度25dB的络达1562F芯片，两者差价达到

了20元。现阶段虽然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加大了打击制假贩

假、囤货居奇的市场行为，但在高利润面前，依然有大量

造假者铤而走险。

2.3 采购方降低要求，直接采购假冒伪劣芯片

目前，市场上存在一些翻新和仿制产品，这些产品在

功能性能指标上和正品的差异并不大，因此存在采购方主

动采购的现象。从时间成本看，通常情况下采购方收到芯

片后都会先用一到两周的时间进行相关检验检测，验证芯

片功能性能是否合格，不会直接用于产品批量生产。但由

于订单加急，物料采购周期长等，一些整机产商对芯片检

测的环节放宽了质量控制标准，并未进行全部检测项目，

从而缩短生产周期。从经济成本看，一般来说，不管芯片

价值如何，全流程检测都将花费十万元以上，而在小家电

等一些利润较低、更新换代较快的终端产品中，对芯片性

能、工艺以及可靠性的要求不高，厂商并不对芯片及其供

应商进行长期的验证和测试，也容易造成假冒伪劣芯片的

流通。真假芯片性能差异大，以次充好的芯片无法达到正

品的性能，而二手芯片的质量保证期也比正品要短，然而

这些风险最终不得不由终端用户和消费者承担。

2.4 监管治理手段不足，造假行为缺少强约束

如今市场环境整体向好，但一些造假行为仍然层出不

穷，一是现行法律法规较为通用，多集中于消费品市场，

对于专用集成电路领域覆盖不全，无法有针对性的使用到

芯片领域。二是芯片产品作为电子产品产业链条的中间环

节，供应链上下游涉及到的企业数量众多，缺少有效的

可追溯手段，致使一些供应商趁机出售假芯片或者以次

充好。三是现行产品监管体制下，各集成电路企业在主

管部门的产业宏观调控和行业协会自律规范的约束下，

面向市场自主经营，自主承担市场风险，缺少质量控制

的强制性手段。四是缺少相应检测标准，如集成电路产

品质量保证指南，版图验证标准等，现有的芯片外部目

检标准仅适用于对芯片外部标识的辨认，无法甄别芯片

质量以及其内部结构，对于假货的判别针对性不强，标

准体系仍需不断建设。

2.5 法规制度不完善，采购方追责不易

目前，对于假冒伪劣产品被诉的裁定没有统一的标准

和专业的第三方评定机构。从责任判定看，对于晶圆“以

次充好”的鉴定非常模糊，由于集成电路产品失效机理较

复杂，无法定量判断芯片的质量和对采购方造成的损失，

需要专业机构来评判。这些芯片流入市场制作成终端产

品，被消费者购买后，则更加难以追溯内部芯片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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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从法律裁决看，目前法律是从制假售假案件的判决结

果来量刑和处罚，而芯片的供应渠道企业较为散乱，有些

甚至是皮包公司，追责困难，只有极少数造假售假者受到

处罚。从违法代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规定对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商家予以消费者商品售

价3倍赔偿，在集成电路领域，由于大部分产品一只几毛

钱，价格低廉，远不及违法所得，买方起诉追责成本较

高。基于造假售假的高收益，以及法律制度缺失导致的低

风险和低惩戒，让售假造假者变得有恃无恐。

3.“多管齐下”引导供应链健康发展

3.1 加强共需精准调节，引导市场预期

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势头依然十分强劲，新业态、

新模式不断涌现，这必将为制造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为保持芯片供应链稳定，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短期看，建

议一是积极搭建产用对接合作平台，协调芯片制造企业产

能，推动提升芯片全产业链的供给能力，加强上下游企业

对接，供需双向发力保障芯片产品供给，缓解芯片供应紧

张的问题。二是广泛收集制造商需求，实行大规模集中采

购，加大市场议价权和话语权，获得稳定产能，满足市场

需求。三是营造平稳市场预期，制止吸引眼球，借势炒作

的宣传报道。长期看，建议一是布局建设国家和省级制造

业创新中心，构建高效联动的制造业创新网络，加快推进

芯片研发。二是对于像汽车芯片、航空芯片此类认证周期

长、质量要求高的领域，加速芯片迭代应用，推动芯片研

制，提升芯片的性能及可靠性，解决不敢用的问题。

3.2 加快三方能力建设，创造公平环境

为在“黑天鹅”事件发生时，有芯可用，营造公平诚

信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建议一是编制单一供方芯片产

品名录，建立关键核心芯片产品贮存库，推动关键芯片在

信息化设备中的应用，增强芯片供应链韧性，提高芯片供

应链抗冲击能力。二是加强芯片检测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对于第三方专业机构予以一定补贴，降低芯片检测带来的

成本压力，提供公平准确的检测服务，增强监管的系统

性。三是依托第三方机构，面向产业优势企业开展遴选，

对产品功能、性能以及成熟度进行评估，逐步形成关键芯

片产品谱系，为研制企业选型提供参考依据。四是建设专

业培训和指导机构，加强芯片领域从业人员的电气测试能

力，从芯片设计研发、流片生产、封装检测、人员团队、

运营维护等多方面进行评估。与此同时也要加强对第三方

检测机构的资质审核，避免出具虚假报告的情况发生。

3.3 加大监督打击力度，提高造假成本

由于集成电路供应链较长，涉及企业众多，建议一是

加强对各个环节企业的监管力度，全面落实检测监管，对

于一些有高可靠要求的芯片，组织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

自愿性认证监督工作。二是密切关注芯片领域价格秩序，

市场监管总局继续强化价格监测，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

抬价格、串通涨价等违法行为，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三

是切实筑牢打击假劣芯片的技术防线，为遏制芯片生产经

营潜规则提供技术手段，有效防范供应链风险，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升产业发展的内生性、稳定

性和自主性，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保障。四是研制《集成电路产品质量保证指南》、《芯

片选购指南》等标准。迫使造假售假行为成为一种高成

本、高风险、高代价的行为，让售假造假者受到严厉打

击，从而实现对售假造假的威慑力。

3.4 完善法规制度建设，加强企业自律

加大对假冒伪劣芯片的社会关注度和问题研判，不

断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一是建议相关部门

出台《芯片市场交易指导意见》，引导供应链上下游企业

正当交易、合理竞争。二是支持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等社

会组织，组织龙头企业发表“保持芯片市场健康稳定联合

声明”，以引导行业企业自律。三是重点研制芯片产品检

测标准、版图验证标准、供应商资质审查标准等，明确检

测项目、细化失效判据，统一监管原则和目标，为追责判

定、入厂采购提供依据。四是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强化供

应链上下游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利用区块链技术特有

的公开透明、不可篡改、可追溯的特性，标记生产批次、

采购批次，保证信息的可靠可信，确保产品追踪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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