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成电路技术应用

专业五年发展规划

1. 专业建设背景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大陆已经建立具有一定技术基础和

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集成电路产业，市场规模近年来已稳居世界第

一，与国内迅速膨胀的市场需求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市场的 70%

需要进口，中高端芯片几乎全部需要进口，反映了我国集成电路

产业对外的高度依赖，不能达到自给自足的严峻现实。

数据显示，人才是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第一短板：2020 年

需求规模预估 72万人， 目前缺口高达 32万人。截至 2017 年底，

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现有人才存量为 40万人左右，其中设计业从

业人数为 14万人，制造业从业人数为 12万人，封装测试业从业

人数为 14万人。人才缺口严重，预估达到 32万人，年均人才需

求数为 10万人左右。而每年高校集成电路专业领域的毕业生中

仅有不足 3万人进入到本行业就业。因此培养具备掌握半导体器

件、集成电路的基础理论知识，微电子工艺加工及相关设备操作

能力，集成电路逻辑设计及仿真能力，集成电路版图设计与验证

的能力，FPGA 开发与应用的能力，芯片应用方案开发能力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也是非常重要的。

2. 专业建设总体思路

以《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为指导思想，以上海提出

的“推动集成电路全产业链自主创新发展”的目标为发展指引，确

定集成电路技术应用专业未来五年的建设目标，并规划该专业未来

五年的建设内容。



集成电路技术应用专业将通过课程体系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

训室（基地）建设和社会服务能力建设四方面的建设，力争在同类

院校中起到引领带头作用。

五年建设目标如下：

1） 人才培养方案优化及课程资源建设规划

构建特色鲜明的集成电路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开发集成

电路技术应用专业教学资源库，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该专

业办学影响力。

根据集成电路产业链下游应用端人才的需求，每年进行产业和人

才市场调研，筹建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每年召开 2次以上（含两

次）专业指导委员会工作会议；每年走访 4 所以上（含四所）专业

相关同类院校，调研 4 家以上（含 4 家）专业相关企业。在次基础

上，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结合集成电路技术应用专业的特点，

每年重点建设一门专业核心课程，校企联合开发配套教学资源。具

体规划如下：

序号 重点建设年度 课程名称

1 2020 电子电路仿真技术

2 2021 嵌入式系统应用

3 2022 项目化版图设计与验证

4 2023 集成电路测试技术（实训）

5 2024 系统应用与芯片验证

2） 专业师资队伍建设规划



师资队伍建设：建设一支双专业带头人带领的专兼结合、理念先

进、结构合理、专业水平高超、教学业绩突出、社会服务能力强专

业教学团队。

集成电路技术应用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将以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

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推进。现有专任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和

兴趣意愿选择一到两门新专业的新开课程进行培训和进修，轮流深

入企业一线进行产学研进修，尽快胜任新的教学任务。引进专业带

头人 1 名，引进专业教师 1 到 2名。充实校外兼职教师队伍，完善

师资队伍的专业结构。具体规划如下：

序号 年度 建设内容

1 2020 专任教师培训 4~6 人次；聘请 2 名校外兼职教师。

2 2021
引进专业带头人 1 名；引进转任教师 1 名；

专任教师培训 4~6 人次；聘请 2 名校外兼职教师。

3 2022
引进转任教师 1 名；专任教师培训 4~6 人次；

聘请 2 名校外兼职教师。

4 2023 专任教师培训 4~6 人次。

5 2024 专任教师培训 4~6 人次。

3） 实训室（基地）建设规划

校企共建以集成电路技术应用为核心的专业实训室，为上海乃至

我国的集成电路产业培养掌握集成电路技术及应用基本理论、技能，

具有较强实践能力，能够从事芯片的版图设计、制造、封装测试、

芯片验证及应用开发，富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国际视野的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新增校外实习基地，为人才培养保驾护航。

集成电路技术应用专业实训室建设分校内实训室（车间）建设和

校外实训基地建设两部分。校内实训室（车间）建设将以新建新实

训室和完善更新已有实训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五年内拟新建 2 各

专业实训室，完善更新 2个已有实训室。



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配置 工位数
预计完成

时间

1
项目化版图设计与验证

实训室（新建）

计算机、CADENCE 软件、程序设

计软件
40 2021

2
系统应用与验证实训室

（新建）

CADENCE 软件、电子电路仿真软

件、FPGA 开发板与开发平台
40 2022

3
集成电路封装实训车间

（更新完善）

半自动（手动）键合机、超声清洗

机、烘箱、显微镜等
40 2023

4
集成电路测试车间

（更新完善）
集成电路测试系统（更新完善） 40 2024

校外实训基地建设规划与两家（或两家以上）集成电路技术应用

领域的知名企业合作联建，学生走出去，技术工人走进来，灵活多

样的组织学生实践实习活动，切实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技术应用

能力。同时，明确集成电路行业人才培养培训标准，探索建立统一

的职业能力培训认证体系并与国际接轨，开展大规模职业教育培训，

弥补产业人才供给不足的缺口。

4） 社会服务能力建设

社会服务能力建设：提升专业师资团队专业技术能力，加强企业

技术支持和服务合作，增强社会服务和辐射能力。

通过培训、人才引进等方法提升集成电路技术应用专业师资团队

的科研能力，加强校企合作，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合作，增

强社会服务和辐射能力。充分发挥集成电路技术应用专业教学团队

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以及新技术、高技能培训等社会服务功能。

积极开展社会服务，通过五年建设，进一步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在

技术开发、社会培训等方面取得长足进展，在技术开发、新技术高

技能培训方面形成特色，在上海集成电路行业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年均技术培训 200 人次，五年技术服务收入达到 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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