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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宣稱，商務部將保證
補貼計劃不被企業濫用。她並未直接點

名中國，但強調受資助企業要簽訂協議，限制
其在獲得資金後的10年內，「在（美國政
府）關切的國家擴大半導體製造產能的能
力」。獲資助企業也不得在知情前提下，與受
關注外國實體進行任何涉及敏感技術或產品的
研究及技術許可合作。雷蒙多宣稱，「我們要
確保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國家：所有可以生產
尖端芯片的企業都在美國大規模投產。」

企業憂影響在華經營
《華爾街日報》指出，多數計劃在美申請
補貼的公司，在中國都有相當規模的業務，
不少企業都擔憂補貼申請新規會影響在華經
營。報道提到，有半導體行業高管已在密切
關注商務部後續安排，包括企業在華擴展業
務的限制詳情，特別是哪些類型的尖端芯片
將被列入禁令範圍。
還有商務部官員披露，為確保美國納稅人
享受當地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成果，對於獲得
超過1.5億美元補貼的公司，一旦其相關業
務利潤「超過預期」，將被要求與政府分享
部分利潤，金額不超過資助額的75%。據報

聯邦政府會利用這些資金，繼續提升美國半
導體產業實力。

禁資金作股份回購派息
雷蒙多也強調，獲得補貼的企業不得利用
相應資金作股份回購或派發股息，還必須提
供5年內多個回購股票計劃詳情，當局會評估
申請企業不回購股票的承諾力度。商務部還
要求接受補貼企業聘用一定比例工會成員建
設工廠，並為企業員工提供子女托育服務。
《金融時報》認為，商務部的連串補貼規定
背後充滿隱憂，例如「托育服務」這項要求，
就反映出美國政府擔心沒有足夠的熟練工人確
保實現生產目標。智庫「卡托研究所」貿易和
經濟專家林奇克姆形容，相關規定或會增加獲
補貼企業成本、拖累研發生產進度，「這些資
金似乎有較法律更多的限制和條件。」
《芯片與科學法案》補貼申請將歷時數

月。美國現時僅向負責組裝芯片的工廠開放
申請，預計到今年春天和秋天，才會分別允
許芯片製造原材料及設備供應商，以及芯片
研發企業申請補貼。所有資金據報會依照項
目進度分批次發放，不會一筆過支付給企
業。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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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芯片與科學法案》的
企業補貼申請細則正式出爐，
當中不少內容不但令行內人
士、就連一般人都大大感到驚

訝，先不說禁止受補貼企業在所謂
「關切國家」（說白了就是中國）擴
大產能這種赤裸裸的貿易保護主義，
就連要求受補貼企業須與聯邦政府分
享「超額利潤」，都是與美國向來倡
導的自由貿易、自由市場等價值觀背
道而馳。而這一切，正正應了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
辦公室主任王毅日前評論美國貿易政
策所說的一句話：「連巧取都沒有
了，只剩下豪奪。」

過去幾年，美國政府利用種種威逼
利誘手段，令多家海外芯片製造商同
意到美國設廠，例如台積電就正在亞
利桑那州興建生產5納米製程芯片的工
廠，環球晶圓在得州的新廠房於去年
底動工，韓國三星在得州的芯片廠也
將於今年內完工。

眾所周知，美國儘管有大量設計芯
片的人才，但卻非常缺乏製造芯片的
人力，芯片製造成本非常高昂，這些
海外企業之所以同意到美國設廠，很
大程度是因為美國願意提供巨額補
貼。不過這些企業應該萬沒想到，美

國如今竟然來一招過橋抽板、閉門打狗，把你騙進
來設廠，再一刀一刀地朝你的「超額利潤」割下
去。對這些海外企業而言，要是放棄不拿補貼，美
國廠房就肯定蝕大本，但拿補貼呢，又要平平白白
把辛苦賺來的錢「分享」給美國政府。

《芯片法案》的補貼申請細則還有很多對海外
企業而言並不合理的要求，例如獲得補貼後的5年
內要停止股票回購，還要為美國員工提供「托育
服務」，變相令成本進一步上升。事實上，芯片
業向來是周期性相當強的行業，5年後市場情況如
何根本難以預測，例如近兩年市場由「芯片荒」
變成供過於求，不少企業如台積電就需要實施回
購來穩住投資者情緒，如果這些海外企業為了獲
得美國政府補貼而停止回購，將會很難向他們老
家的投資者交代。

最諷刺的是，業界人士早已估計，《芯片法案》
中列出的500億美元補貼，絕大部分將由英特爾等美
國「親生仔」獲得，台積電和三星等只能排在最尾
拿剩下的一點。

如今一切已很明顯，美國這個《芯片法案》目的
不但是要打壓中國，更是要收割海外芯片企業的技
術和利潤，將原本全球化的半導體產業，變成集中
在美國一極，來鞏固自己的「芯片霸權」。美國前
國務卿基辛格說過：「當美國的敵人是危險的，但
當美國的朋友卻是致命的」，看來這句話如今又一
次應驗了。

美國《芯片與科學法案》的補貼申請規矩多
多，總統拜登政府被指試圖「一箭多鵰」，不
但想要發展半導體產業，還試圖實現改善勞工
條件、減少碳排放等目的。然而許多經濟學家
指出，極力扶持單項產業的政策過於複雜，只
會模糊核心經濟目標，還加劇企業的應對壓
力。
《紐約時報》指出，拜登政府似乎希望用
高額補貼作為誘因，吸引企業主動遵守各項
規定。不過華盛頓智庫經濟創新小組首席經
濟學家歐齊馬克提醒，提振美國半導體
產業本就任務艱鉅，「如果試圖同
時完成另外10多件毫不相干的事，
挑戰會更困難，這不僅會導致失敗，

更會抹黑一個世代產業政策的形象。」美
國商會執行副總裁布拉德利也認為，「我們

應專注於消除監管障礙，對於只會增加成
本、拖延生產進度的新要求理應謹慎。」

跨國企業多元 美難「鶴立雞群」
《華爾街日報》也分析稱，縱觀美國過去
的產業政策，取得成功的多是載人登月或研
發新冠疫苗等目標明確的任務。一旦將政策
目標分散到扭轉經濟衰退趨勢、尋求社會全
面發展等多個領域，產業政策就會失去方
向，最終任何一項期望都難以實現。
報道還提醒稱，如今全球多個經濟體都致
力發展半導體產業，跨國企業選擇多元。當
眾多國家同時奉行相似的政策，哪怕美國想
要「鶴立雞群」也會非常困難。在多地政策
扶持下，全球芯片產業相信會快速發展，甚
至不排除出現供過於求的現象。 ◆綜合報道

許多跨國半導體企業在中國有長期投資，
非常擔憂美國政府《芯片與科學法案》的補
貼申請新規，會影響企業在華發展。韓聯社
引述韓國外交部官員稱，韓國政府據報正與
美國溝通，尋求保障韓國芯片製造商目前在
中國的投資，不會受到法案涉華條款影響。
韓國三星電子和SK海力士等芯片廠商都
將中國視作關鍵市場，在中國設有芯片工
廠。報道提到，韓國政府正與美方就韓企對
外投資規模和範圍進行討論，韓方希望避免
韓企受到不利影響，例如保障韓企對中國內
需市場進行的投資，不會與美國半導體產業
補貼申請條件相抵觸。報道亦引述韓國官員
消息稱，美國政府基本同意制訂申請補貼條
款時，盡量不會波及已經對華投資的韓企。

美國去年10月曾頒布措施，限制芯片生產
廠商向中國出口先進生產設備，不過韓企獲
得一年豁免。據報美國上月與韓國和日本磋
商設立預警系統、確保芯片穩定供應時，並
未討論出口管制問題。 ◆綜合報道

傳韓與美磋商 護航在華投資

美國尋求用產業政策提振半導體行業。商務部
長雷蒙多特別強調，《芯片與科學法案》能夠協
助美國國防部，安全獲得由受資助工廠生產的尖
端半導體，保證為美軍提供現代武器系統所需的
尖端芯片。
《華爾街日報》分析稱，新冠疫情和中美緊張
局勢升溫，或讓美國意識到自身過於依賴進口芯
片。雷蒙多受訪時就表示，促進美國芯片製造業
的《芯片與科學法案》是一項國家安全舉措，尤
其美國90%以上的尖端芯片都需進口，「這是不
能縱容其持久存在的國家安全漏洞。畢竟每一件
精密的軍事設備、每一架無人機、每一顆衛星都
依賴於半導體芯片。」
雷蒙多宣稱，美國軍方和國家安全官員都會積

極參與芯片行業發展，落實產業補貼政策時，商
務部官員也會聽取國防部長奧斯汀，以及國防和
情報部門的建議。 ◆綜合報道

商務部長：保證美軍武器獲尖端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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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美國霍士新聞報道，美國眾議院「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
員會」2月28日晚的第一次聽證會被抗議者打斷，抗議者舉
着「中國不是我們的敵人」和「停止對亞洲人的仇恨」的標
語。
前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發表講話時，一名女子舉着「中
國不是我們的敵人」的紙牌站了起來，其後她在國會警衞的護
送下離開現場。

「停止對亞洲人仇恨」
隨後，又有一名男子舉着「停止對亞洲人的仇恨」的紙牌站
起身，他在被國會警衞護送離場時，對委員會成員大聲叫喊。
報道稱，這兩名抗議者疑似來自於「粉色代碼（Code

Pink）」，這是一個專注於結束對外戰爭的左翼活動組織。
◆綜合報道

眾院「反華聽證會」被打斷 抗議者舉牌「中國不是敵人」

美國
多，總統拜登政府被指試圖
但想要發展半導體產業
條件、
指出，
會模糊核心經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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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會抹黑一個世代產業政策的形象
國商會執行副總裁布拉德利也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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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圖「一箭多鵰」
專家媒體潑冷水

繼續提升美國半

◆美芯片法案補貼條件繁複阻礙產業發展。圖為美芯片
企業英特爾廠房。 網上圖片

◆三星電子將中國視作關鍵市場

◆示威者舉起「中國不是我們敵人」紙牌。 網上圖片

◆台積電正在亞利桑那州興建芯
片工廠。 網上圖片

◆美商務部長指每件軍備都依賴芯片。
網上圖片

部分利潤，金額不超過資助額的75%。據報 業。 ◆綜合報道

款時，盡量不會波及已經對華投資的韓企。 ◆◆三星電子將中國視作關鍵市場三星電子將中國視作關鍵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