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简介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成立于 1960 年。建所 50 余年来，半导体所为提升

我国半导体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及国防建设等方面做出了重要

贡献。研究所已发展成为集半导体物理、材料、器件、电路及其系统集成应用研

究于一体的国家级半导体科学技术综合性研究机构。目前拥有 2 个国家级研究中

心——国家光电子工艺中心、光电子器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3 个国家重点实验

室——半导体超晶格国家重点实验室、集成光电子学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表面

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半导体所区）；2 个院级重点实验室（中心）——半导体

材料科学重点实验室、中科院半导体照明研发中心。此外，还设有半导体集成技

术工程研究中心、光电子研究发展中心、高速电路与神经网络实验室、纳米光电

子实验室、光电系统实验室、全固态光源实验室、元器件检测中心和半导体能源

研究发展中心。 

    

著名物理学家黄昆先生雕像              李克强总理考察半导体所 

研究所拥有大批先进的科研仪器设备和设施，科研实力雄厚。2004 年 12 月

投入使用的半导体集成技术工程研究中心拥有超过 1 亿元的先进工艺设备、

1700m
2 的超净工艺线，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科研基础条件平台，不仅为所内外科

研人员提供技术和设备咨询服务，还进行单项和集成工艺技术服务以及科研项目

合作研究，为国内外相关科研人员提供了有力的设备和技术支撑。 

半导体所现有在职职工 690 余名，其中科技人员 480 余名，包括两院院士

10 名，正副研究员及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209 名， “千人计划”及“青年千人计

划”入选者 8 名，“百人计划”入选者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44 人次、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6 名。其中黄昆先生荣获 2001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研究所在相关领域方向形成了具有高度学术造诣、良好科研道德和较高学

术地位的优势科研团队，具有多位有威望的战略科学家、一批有国际影响的知名

科学家及国际水平的中青年科技群体、多个创新与工程技术团队，还聘请了多位

国际知名学者为半导体所荣誉或客座教授，形成了专业配套、学科互补、研究支

撑兼顾的科技人才队伍。 

   

十级超净工艺线                         微电子工艺线 

半导体所高度重视国内外交流合作，与地方政府、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等

共建了 2 个院士工作站、3 个研发（转移）中心、6 个联合实验室，积极为企业

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同时积极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成绩显著，科学技术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批准成立“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研究所累计聘请了包括崔琦教授、阿尔费罗夫教授、克劳斯•冯•克利钦教授和沃

尔特•科恩教授 4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 20 位多国际知名科学家为半导体所荣

誉教授和客座教授，并获得国家外国专家局多项引智项目支持。此外，以自主知

识产权的专利和专有技术投资，融合社会资本建立了 13 余家高新技术企业，并

实施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已初步形成产业化、商品化规模。 

半导体所主办的《半导体学报》创刊于 1980 年，主要报道半导体物理学、

半导体科学技术和相关科学技术领域内最新的科研成果和技术进展等，现已成为

我国科技期刊中少数被世界四大检索系统（美国工程索引(EI)，化学文摘(CA)，

英国科学文摘(SA)，俄罗斯文摘杂志(РЖ)）收录的权威刊物之一，2009 年被授

予“中国科协示范精品科技期刊”称号。 



半导体所秉承“以人为本、创新跨越、唯真求实、和谐发展”的办所理念，

奋斗不息，勇攀高峰，取得了快速发展。半导体所的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是：开

展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的、世界科技前沿的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科技创新活

动，为发展我国的高新技术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开展

战略高技术研究，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提供科技支撑，并为相关行业的技术进

步作出贡献；吸引、聚集和培养国际一流人才；建立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开放

的实验研究和测试平台，实现科技创新能力的跨越和持续发展，成为引领我国半

导体科学技术发展的火车头。 

   

“五四”青年学术交流会               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半导体所是国家首批博士后流动站设站单位，目前设有物理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3 个博士后流动站。同时也是国家首批博士、硕士学位

授予单位，是中国科学院博士生重点培养基地之一，具有物理学、材料科学与工

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3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涵盖凝聚态物理、材料物理

与化学（半导体材料）、物理电子学、电路与系统、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等 5

个二级学科，其中凝聚态物理、物理电子学、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3 个学科为

中国科学院重点学科并可招收直博生。2009 年起，半导体所新增材料工程、电

子与通信工程、集成电路工程 3 个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硕士）培养点。 

研究所拥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及年龄、知识结构、学科分布合理的研

究生指导教师队伍，他们都是知识创新科研一线的学科带头人。现有研究生导师

130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78 人。 

近年来，半导体所研究生教育发展迅速，目前在学研究生 559 名，博士后

在站人员 20 余名，研究生已经成为半导体所科研工作的生力军。自知识创新工



程启动以来，半导体所累计有 4 人次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9 人次获院长奖

学金特别奖，48 人次获院长奖学金优秀奖，其他奖项 70 余项。为适应新形势的

发展，研究所积极探索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新模式，研究生培养质量不断提高，毕

业生深受科研院所、三资企业等用人单位的青睐。多年以来，半导体所向社会输

送了 1600 余名优秀毕业生及 150 余名博士后人员，这些人才已经遍布全球，活

跃在世界各地科技前沿，成为所在单位的骨干人才、中坚力量。 

 

研究生喜获学位 

半导体所实行研究生兼任研究助理的方式，研究生可以直接参与研究所承担

的重大课题项目及前沿研究与攻关，受到良好的科研训练。 

研究所建有研究生公寓、青年公寓。为改善研究生的居住条件及所师生的就

餐环境，投资 2800 万元新建的博士生公寓及所餐厅于 2011 年投入使用，为研究

生的学习生活提供一个安静、安全、卫生、方便的生活环境。为方便职工及研究

生的文化体育活动的开展，所区内还建有排球场、篮球场、室内体育馆等运动场

地。 

半导体所招收的研究生在读期间享受国家、中国科学院及半导体研究所的各

项奖助学金待遇。 

欢迎报考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