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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國家智利4日舉行公投，決定
是否通過新憲法。新憲法旨在推行廣泛
的體制改革，加強社會保障，同時提升
原住民地位。由於部分條款引起爭議，
多項民調顯示反對陣營明顯佔優。
今次公投投票屬強制性，逾1,500萬

人符合投票資格。上月民調顯示，反對
新憲法的比率領先約10個百分點。然
而近期支持一方的造勢活動聲勢浩大，
上周四便有約50萬人集會撐新憲法，
反對一方的集會只有500多人參加。
智利現行憲法是於1980年時任軍政

府領袖皮諾切特執政時期通過，近年要
求修憲的聲音高漲。在2019年10月，
首都聖地亞哥有大批學生抗議地鐵加

價，示威其後愈演愈烈，民眾要求政府
保障社會平等和增加福利，最終引發修
憲運動。
新起草的憲法有388項條文，聚焦社

會議題和性別平等，重點包括應對環保
問題和氣候變化，以及進一步提供免費
教育、醫療和住屋，還有給予佔人口
13%的原住民更大權益，意味將提升他
們的公民地位，這也是引起最大爭議的
條文。
36歲的智利總統博里奇領導的執政聯

盟全力支持新憲法，公投結果更被視為
對博里奇的信任投票。執政聯盟國會議
員拉托雷表示，他深信大多數民眾將投
票支持新憲法。 ◆綜合報道

強颱風「軒嵐諾」3日吹襲日本沖繩縣石垣
市和宮古島市，造成3,000多戶停電，4日持
續向北移動，隨後登陸韓國，韓國總統尹錫
悅已要求各部門做好防颱防汛工作。
沖繩縣政府3日向居於石垣市和宮古島市的

約10.95萬人發出避難指令，那霸市一名70多
歲老婦被強風吹倒受輕傷。日本氣象廳已向
日本海沿岸城市及太平洋沿岸城市發出暴
風、大浪、大雨、泥石流災害等警報。
韓國氣象廳4日發布最新預測，「軒嵐諾」

5日上午會抵達濟州西歸浦市西南偏南460公
里海域，6日將登陸韓國，中心附近最大平均
風速為每秒43米。受「軒嵐諾」外圍環流影
響，韓國多地4日出現降雨，濟州西南部海岸
上午降雨量已達100毫米，預計當地部分山區
截至6日的累計降雨量可能超過600毫米。

尹錫悅4日在首爾龍山總統府的國家危機管
理中心主持會議，聽取有關「軒嵐諾」的動
向，並指示各部門提前做好防颱防汛工作。
他特別要求各部門關注居住在半地下室、海
岸低窪地區等地的弱勢群體。 ◆綜合報道

提升原住民地位惹爭議
智利新憲法料被否決

吹襲沖繩3000戶停電
「軒嵐諾」將登陸韓國

美國早前正式簽署的《芯片和
科學法案》規定，獲得美資

金補貼的芯片企業，未來10年內
不得在中國增產先進芯片，美國
政府上月底便要求芯片設計公
司英偉達和AMD，限制向中
國出口高級計算芯片，試圖
削弱中國企業研發先進技術
的能力。不過中國芯片業
一名高管向《金融時報》
表明，面對美國封鎖，
中國企業也會加快進
度，尋找本地產品替
代。
報道指出，中國近年大力扶持芯片

初創企業，業界普遍預計不論遇到何種困
難，都不會阻止中國實現芯片自主的決
心。中國華設資產管理公司的報告便提
到，美國禁止美企向中國出售製造高級芯
片所需的電子設計自動化（EDA）軟件，
「考慮到與外企的合作隨時可能被切斷，
中國企業自然會逐步轉向本地供應商。」

中國具足夠資金創造力達目標
瑞士信貸集團亞洲半導體產業研究主管

艾布拉姆斯表示，許多知名芯片企業都在
中國投資設廠，與當地企業合作，為中國
發展半導體積累了豐富的技術和資源。投
資銀行富瑞集團的高管也估計，中國雲端
服務、互聯網和人工智能企業或會先從圖
形處理器（GPU）開始，尋找本地產品替
代。至於中國自主研發功能強大的EDA軟
件，相信也只是時間問題，「你不可能一
夜之間複製精密的美國產品，但只要有足
夠資金和創造力，你就能不斷靠近目
標。」

1980年代打壓日本無疾而終
《金融時報》還引述日本業界資深人士

表示，早在1980年代，美國便成立規模龐
大的半導體企業財團，利用不公平手段打

壓日本半導體產業，
「在英特爾等業界巨擘支持
下，這個財團一度相當成功，但美
國政府的資金援助變化無常，最終
還是在政策更替中枯竭。」
在美國極限施壓下，中國芯片業

也更重視自主替代和產業安全。在
過去4個季度全球增長最快的20間
芯片企業中，多達19間都是中國內
地企業。
以芯片製造關鍵設備CMP為

例，中電科電子裝備集團8英寸
CMP已打破美日多年壟斷，在中
國市場佔有率突破70%，成為中國
依靠自主創新突破他國封鎖的實
例。
全球芯片產業如今處於結構調整

期，中國在經濟全球化中的地位不
可替代。報道強調，正如日本資深
從業者所言，「半導體產業遍布全
球，任何國家試圖憑一己之力孤立
他國、對抗競爭對手甚至盟友，都
很難奏效。」 ◆綜合報道

美國近年奉行科技霸權主義，試圖打壓中國半導體產業。不過英國《金

融時報》4日報道，美國對中國進行「重重封鎖」，反而可能加速中國芯

片產業發展。業界分析稱，美國僅憑一己之力，根本難以將中國排除在全

球供應鏈之外。中國則可以透過穩定資金投入，扶持本地企業推動科技創

新，逐步實現芯片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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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借《芯片法案》
加強對中國高科技圍堵，但
最終能否影響全球芯片產業
格局的重塑，受到廣泛質
疑。分析更認為，美國這樣
做只是作繭自縛，限制自身
及盟友芯片業發展。
分析認為，雖然法案引起

美國企業投資在美國生產芯
片的積極性，但大多業界龍
頭和初創公司都傾向將製造
業務外判，而不是將大量資
金投入加強自身的製造能
力。
基於供應鏈過於複雜和國

際化，在美國生產芯片並不
能解決芯片短缺問題。例如

台積電即使在美國生產芯
片，仍然需要運回亞洲進行
測試和封裝，然後再運往中
國組裝成電子產品，美國受
惠有限。
在法案壓力下，韓國三星

電子和SK集團都擴大在美投
資，但兩者同時在中國設有
存儲器半導體和封裝工廠，
三星 NAND 閃存出貨量的
40%在中國生產，相當於世
界NAND閃存市場的15%。
如果依照《芯片法案》規
定，韓國無法在中國建設更
高技術水平的工廠，被淘汰
僅是時間問題。

◆綜合報道

分析：芯片法案作繭自縛

彭博通訊社引述知情人士透
露，隨着中美緊張關係升溫，
美國總統拜登考慮採取進一步
行動，限制美國企業投資中國
科技企業，熱門影片分享程式
TikTok或是被針對的對象之
一，這顯示拜登政府傾向採取
更強硬立場，阻撓中國企業獲
取美國技術。
知情人士稱，拜登未來數月

可能簽署行政命令，宣布實施
新的投資限制，並可能下令對
TikTok採取行動，但短期內
不會有所行動，預計商務部今
年底前將進一步說明會採取哪
些行動，保護美國民眾資料安
全，避免遭外資擁有的應用程

式濫用。
商務部則可能對用於人工智

能（AI）運算的芯片進一步設
限。
此外，白宮正與國會商議推

動立法，要求企業事先披露可
能投資中國特定產業的信息，
同時正討論建立一套制度，授
權政府攔下這類投資。
據稱這項行政命令是拜登政

府更廣泛策略中的一環。最近
美國政府已限制對中國和俄羅
斯銷售半導體，拜登上月還簽
署一項涵蓋範圍甚廣的競爭法
案，包括撥款約520億美元支
持國內半導體研發。

◆綜合報道

擬加碼限制美企對華投資
拜登或針對TikTok

據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
稱，由美國主導、共有14國
加入的《印太經濟框架》
（IPEF），將於周四起一連兩
天在美國洛杉磯召開部長級會
議，是該框架5月成立以來首
次面對面的正式部長級會議，
預計與會國家將就啟動正式談
判達成協議。
會議由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及貿易代表戴琪主持，日本派
出經濟產業相西村康稔出席。
會上將就4個主要領域展開磋
商，分別為數碼領域貿易；強
化半導體等重要物資供應鏈；
潔淨能源、去碳化和基礎設
施；以及針對逃稅和反貪腐。
各國在會上將選擇希望加入談

判的領域，但撤銷關稅等問題
不在談判範圍內。
消息人士透露，美國總統拜

登政府希望各領域的談判，可
於12至18個月內達成最終協
議。共同社指出，IPEF的定
位是圍堵中國，美國希望藉此
抗衡中國在印太地區的影響
力，但又擔心影響本國產業，
因而不會討論撤銷或下調關
稅，令談判能否建立具實效性
的框架存在疑問。
此外，東南亞國家與中國關

係深厚，憂慮IPEF存在對抗
色彩，IPEF不涉及撤銷關稅
議題對欲擴大對美出口的東南
亞國家而言，也很難看到好
處。 ◆綜合報道

《印太經濟框架》
周四首次部長級會議

◆智利上周四有約50萬人集會支持新
憲法。 美聯社

◆◆沖繩民眾在強風下以大沖繩民眾在強風下以大
樹作掩護樹作掩護。。 美聯社美聯社

◆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定位主要是圍堵中國，亞太民眾群
起反對。 美聯社

◆◆美國早前簽署

美國早前簽署的的《《芯片和科學法案

芯片和科學法案》》規定規定，，

獲得美資金補貼的芯片企業未來

獲得美資金補貼的芯片企業未來1010年內不得
年內不得

在中國增產先進芯片

在中國增產先進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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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年大力扶持芯片初創企
業。圖為中國芯片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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