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名称
安徽富乐德长江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地址
铜陵市义安经济开发区先进路与南海路交口

评价报告名称
安徽富乐德长江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高制程半导体晶圆再生线建设项目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项目简介

安徽富乐德长江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9 月 6 日，注册资金 121000 万

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南海路 21 号，经营范围包括半导体晶圆精

密再生、晶圆加工，半导体材料、电子元器件及部件的制造、加工，自产产品的销售，

新材料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推广，通用设备、通用零部件的制造、销售，电子专用设

备修理、清洗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自台积电创建晶圆代工模式以来，全球晶圆代工市场逐渐增长，到 2019 年已经到达了

570 亿美元的规模，其中来自美国的市场订单规模最大，来自台积电晶圆刀工的规模最

大，预计未来在半导体、芯片等先进电子制造业的催动下，全球晶圆代工市场规模将持

续增长。

晶圆代工已经成了半导体业界极其重要的一项业务，向上拉动半导体设备材料的研发进

展，向下影响设计公司的产品能力，收到下游半导体、芯片等需求的带动，全球晶圆代

工市场热度仍在上升中。

根据 IC Insight 披露数据，2014-2018 年全球晶圆代工行业经历了 5 年的连续增长后，

2019 年全球纯晶圆代工市场规模出现了小规模下滑，但根据 IC Insight 初步估计 2020

年全球纯晶圆代工市场的规模将恢复增长，达到 677 亿美元，较 2019 年的 570 亿美元

增加 1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

由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和政府投资公司共同投资新设安徽富乐德长江半导体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半导体晶圆精密再生、晶圆加工，半导体材料、电子元

器件及部件的制造、加工，自产产品的销售，新材料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推广，通用

设备、通用零部件的制造、销售，电子专用设备修理、清洗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普通货物

道路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企业厂区目前已建有 1 栋生产厂房、1 栋动力厂房、甲类仓库、丙类仓库、危废库、变

电站等辅助生产用房和 1 栋综合楼。本项目依托现有生产厂房预留的生产区域，新增 1

条生产线，购置研磨工序设备、检查工序等设备，依托车间内现有的受入分类、去膜、

酸碱腐蚀等前处理工艺设备；同时依托厂区现有的公辅设施（动力厂房、甲类仓库、危



废库、变电站和综合楼）。厂区现有工程内容为“年产 180 万枚半导体晶圆再生项目”，

已完成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工作，并通过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工作。

安徽富乐德长江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建设有年产 180 万枚半导体晶圆

再生项目，随着“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以及“国家大数据战略”

相继组织实施，双创工作持续深入推进，创新创业的氛围逐步形成，中国芯片及高制程

半导体晶圆市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市场对于半导体晶圆的需求增大，故安徽

富乐德长江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已建成的工厂内建造一条高制程半导体晶圆再

生产线。

安徽富乐德长江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高制程半导体晶圆再生线建设项目已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取得铜陵市义安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项目备案表，项目编码为：

2108-340721-04-01-630400。建设规模及内容：项目在铜陵市义安经济开发区安徽富乐

德长江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已建成的工厂内建造一条高制程半导体晶圆再生线，占

地面积约 2000 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30000 万元，引进国内外先进的全套高精密再生设

备数百台套，可以实现全程自动化和超低去除量，年再生 60 万枚 300mm 高制程半导体

晶圆生产能力，该项目于 2023 年 2 月正式建成投产，目前实际产能达到设计产能要求。

现场调查人 秦晓梅、李趁心 现场调查时间 2023.1.5

采样人员 王岩、周文丽、冯学智、潘梅 现场采样时间 2023 年 2 月 20 日-22 日

检测人员 江孟琦、李晶晶 检测时间 2023 年 2 月 20 日-3 月 3 日

建设单位/用人单

位陪同人
王勇

影像资料（采样）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综合评价结论：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

理目录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规定的要求，本项目行业类别归类于“第

三大项制造业-（二十七）C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7 电子器件制造”，

属于职业病危害程度严重建设项目。

目前，该项目已设置的职业病防护措施（设施）均正常运行，所采取的职业病危害防护

措施（设施）满足防护要求。该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

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和标准的要求，建设单位根据本报告提出的建

议进行整改，确保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运行正常，个体防护措施到位，各项职业卫生

管理制度落实的情况下，本项目达到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条件。

11.1 组织管理措施

（1）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原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

的相关要求，及时完善、更新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补充劳动者职业史、既往史和职业病

危害接触史等内容。

（2）针对设备大中修等委外作业，建设单位不得将职业病危害作业转移给不具备职业

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并以书面形式与外包单位明确职业健康管理责任、告知作业

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和应遵循的职业病防治法规，督促外包单位进行职业病危害申

报、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培训和职业健康监护，并检查其职业病

危害防护条件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11.2 工程技术措施

建设单位应严格设备管理，加强对生产设备和防护设施进行经常性的维护保养，并做好

相关维护保养记录存档；确保作业场所防护设施正常运行，保证净化效率，并做好相关

维护保养记录存档。

11.3 职业健康监护

（1）加强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完善职业卫生档案。应当对下列劳动者进行上岗的前职

业健康检查：1）拟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新录用劳动者，包括转岗到该作业岗位

的劳动者；2）拟从事有特殊健康要求作业的要求。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

业；发现职业禁忌或者有与所从事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劳动者，应及时调离原工作岗

位，并妥善安置。

（2）建设项目应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职业健康监护技术

规范》的要求，委托具有职业健康检查资质的体检机构对接触职业病危害的新进劳动者

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对在岗期间以及离岗时的接触职业病危害劳动者按要求进行

在岗、离岗职业健康检查，出现急性事故时对作业人员进行应急健康检查。确保职业健

康体检率达 100%。
（3）建立并完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档案包括劳动者姓名、性别、籍贯、婚姻、文化

程度、嗜好等一般情况，劳动者职业史、既往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相应工作场所职

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结果，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及处理情况，职业病诊疗等劳动者健康资料

等。

（4）建设项目在组织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时，被检查人员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类别、具

体检查项目及检查周期应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的要求确定。涉及转岗劳动者，



根据其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差异性进行职业健康体检项目和体检类型；转岗后接触职业

病危害因素不变的劳动者按在岗进行体检，转岗后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有变化的劳动者

按岗前进行体检。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审时间
2023 年 4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