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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

拜登將《2022芯
片與科技法案》
（簡稱《芯片法
案》）簽署成法
律，該法案總額達
2,800億美元，包
括撥款520億美元
用於支持電腦芯片
製造公司等。該法
案旨在加強美國內
高科技生產，降低
關鍵產品對海外供
應鏈的依賴，更好
與中國競爭。

8月25日

拜登簽署一項旨
在實施《芯片法
案》的行政命令，
白宮在聲明中稱，
這一行政命令反映
拜登政府的承諾，
即迅速增加半導體
產量，加強研究和
設計領導地位，培
養多樣化的半導體
勞動力，使美國在
世界舞台上具有競
爭優勢。

9月10日

彭博社報道，拜
登準備簽署一項行
政命令，以幫助擴
大美國的生物製造
業，減少對中國的
依賴，並與不斷發
展的中國生物製造
業互相競爭，目標
仍是針對中國。

彭博社10日引述不具名的知情人士
稱，該行政命令草案制訂了一項

「支持美國製造業」的戰略，鼓勵利用
生物系統來研製一系列產品和材料，從
新藥物、人體組織、生物燃料到食品都
在其中，但暫時未知細節。

涵蓋醫療農業能源等行業
知情人士表示，新冠疫情的大流行給

美國政府一種「制訂清晰一致產業戰略
的緊迫感」，除了醫療保健領域，美國
還將致力於推動農業、能源和其他行業
的生物製造。據報道，該行政命令的內
容將包括美國如何培養一支訓練有素的
專業力量，來製造生物基產品和材料。
此外，拜登政府計劃支持擴大生物製造
的基礎設施，但尚不清楚會否有專項資
金來支持。
知情人士還稱，白宮將建議提高美國

國內生物製造的水平，最終達到降低價
格並「加強供應鏈安全」的目標，特別
提到「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彭博社指出，美國國家安全和情報官

員「特別擔心對中國先進生物製造基礎
設施的依賴」。過去20年裏，隨着全
球分工的細化，藥品製造業中包括治療
高血壓、糖尿病的藥物和抗生素等，很
多從美國、歐洲和日本轉移到中國。有
美國醫學專家擔心「美國依賴中國藥品
是個大問題」。但實際上，美國擁有世
界上最強大的生物技術產業之一，並在
研發方面處於領先地位。而中國創新生
物製藥的數量仍然較少，短期內不會對
美國的全球地位產生威脅。

打擊半導體領域後再圖設限
報道指出，隨着中美之間的緊張局勢

升級，拜登政府已經在想方設法限制對

於中國產業的投資，不久前，拜登已在
半導體領域簽署一系列法案和行政命
令，其政府企圖在高科技領域遏制中國
的發展，改變中美競爭的平衡。如果拜
登政府簽署有關生物製造領域的行政命
令，將成為在高科技領域遏制中國發展
的最新舉措。
美國政府似乎沉迷於把中國當成高科

技領域的「假想敵」，「對中美來說，
科技是最大的戰場」。
彭博社10日另一篇報道稱，美國財

政部長耶倫上周四在一次演講中強調，
美國政府上世紀60年代將國內生產總
值（GDP）的1.9%用於研發，部分原
因是為了與蘇聯競爭登月，而近年來美
國在公共研發上的減少，估計導致美國
每年多達2,000億美元的經濟產出損
失，同時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競爭對
手正在向前邁進。 ◆綜合報道

「 生 物 製 造 」
（Biomanufactur-
ing）屬於製造業一

種，利用微生物、動物細胞及植物細胞
等生物系統，生產具重要商業價值的生
物材料或分子，可應用於藥物、食品飲
料加工和工業等用途，所使用的活細胞
可以源於自然環境，又或經過基因改

造。
「生物製造」用途廣泛，以製藥業為

例，常見生物分子為蛋白質或核酸，食
品業方面有酵素，至於生物可分解塑膠
則來自細菌。現時很多藥廠均利用「生
物製造」製藥，使生物製藥領域急速發
展，已佔整體藥物市場25%，從事這個
領域的人員估計在未來5年增長10%。

美國多間大學已開辦相關課程，希望培
養生物製造業人才。由於從事「生物製
造」的人員可能接觸有害的化學或生物
物質，工作環境的安全問題漸漸受到關
注，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衞生研究所已就
此展開研究。
◆綜合報道

假想敵假想敵沉迷自製
美謀針對中國生物製造業

美國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今年7月發表
報告，指出美國目前雖然在生物科技上擁有領
導地位，但在拓展應用和培養人才方面均漸漸
被中國追上，形容如果與中國相比，美國處於
「相對上不利」的位置，可能隨時失去領導地
位。
報告指出，生物科技的其中一個成功指標，

在於以相關的開發與應用為基礎，打造專屬的
「生物經濟」，從而在根本層面上改變人類生
產糧食、藥物、物料和能源的方式。然而美國
未能大力拓闊應用基礎，相對之下，中國研究
人員在將基因編輯技術「CRISPR」應用於農
業方面，積極發表學術研究。在2014年至
2017年間，全球基於「CRISPR」的植物基因
編輯研究中，中國的佔比為42%，遠遠拋離美
國的19%。

生物科技專利升幅達美8倍
人才是促使生物科技躍進的重要因素，全美

大學每年卻只有3.4萬名理工科博士生，遠少
於中國的5萬名，這個差距在生物醫學上尤為
明顯。中國每年約有1萬名健康科學博士生畢
業，遠多於美國的3,000人，雙方差距估計在
未來數年繼續擴大。報告認為，這反映美國需
在教育上投資更多，向修讀生物學科的博士生
提供獎學金。
美國在研發方面的領先優勢亦漸漸收窄，去

年新增5,812項生物科技專利，多於中國的
1,539 項，但中國的專利數目正每年增加
18%，升幅是美國的8倍。 ◆綜合報道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今年5月印發的《「十四
五」生物經濟發展規劃》（簡稱《規劃》），是中國首部
生物經濟的五年規劃，明確了生物經濟發展的具體任務，
其中提及要加快提升生物技術創新能力，加快生物技術廣
泛賦能健康、農業、能源、環保等產業，推動生物經濟多
樣化發展。
《規劃》提出，展望2035年，按照基本實現社會主義

現代化的要求，中國生物經濟綜合實力穩居國際前列，基
本形成技術水平領先、產業實力雄厚、融合應用廣泛、資
源保障有力、安全風險可控、制度體系完備的發展新局
面。首先是要大力夯實生物經濟創新基礎，加快提升生物
技術創新能力，推動生物經濟創新發展。其次是要培育壯
大生物經濟支柱產業，加快生物技術廣泛賦能健康、農
業、能源、環保等產業，推動生物經濟多樣化發展。同
時，要積極推進生物資源保護利用，加大生物資源保護、
開發和綜合利用力度。此外，要加快建設生物安全保障體
系，提升應對重大疫情和生物安全事件的風險防控和處置
能力，切實築牢國家生物安全屏障。
《規劃》還提出，「十四五」時期，中國生物技術和生

物產業加快發展，生物經濟成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強勁動
力，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不斷加強。生物經
濟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穩步提升，生物醫藥、生
物醫學工程、生物農業、生物製造、生物能源、生物環
保、生物技術服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國民經濟社會發
展中的戰略地位顯著提升。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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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仍深陷冷戰對抗思維，據彭博通訊社報道，繼《芯片法案》之後，美國總

統拜登又準備簽署一項行政命令，以幫助擴大美國的生物製造業，減少對中國的

依賴，並與不斷發展的中國生物製造業互相競爭，目標仍是「針對中國」。

「生物製造」用途廣
中國5月發布規劃

明確生物經濟發展布局

◆中國積極
推動生物經
濟多樣化發
展。圖為新
型實驗室的
安裝工程。

網上圖片

◆◆拜登拜登99日出日出
席芯片巨擘英席芯片巨擘英
特爾在美新廠特爾在美新廠
房動工儀式房動工儀式。。

美聯社美聯社

◆◆中國積極培育生物製造業人才中國積極培育生物製造業人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國漸漸在生物科技領域追上美國中國漸漸在生物科技領域追上美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蘇州工業園區蘇州工業園區BioBAYBioBAY。。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拜登政府企圖
在高科技領域多
方面遏制中國的
發展。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