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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Insights指出，Mate 60 Pro的處理器是第1個運用中芯最先進7納米技術造出，顯示中國政府在建立國產芯片上正取得進展。《華盛頓郵報》以「一款新手機的發布讓華盛頓擔心，中國已找到繞
開美國制裁的方法」為題報道稱，這項發展代表中國技術能力達到新水平，似乎驗證了先前美國芯片公司的
警告，即制裁華為無法攔阻中國，反而促使中國加倍努力，打造出替代美國技術的辦法。

美或進一步收緊華為出口許可
美國商業諮詢公司奧爾布賴特石橋集團技術政策負責人特里奧洛直言，這款手機對所有華為前

技術供應商，尤其那些美國公司是一個重大打擊，「這表明中國完全可以在沒有美國技術的
情況下設計和生產，它們的表現也相當強勁。」對於美國政府會如何因應，特里奧洛稱，
這一事態發展幾乎肯定會引發更強烈呼聲，要求進一步收緊對華為的出口管制許可。
但另一方面，美國半導體公司希望能向華為等中國企業提供產品，以保持市佔
率。
美國科技媒體The Verge認為，華為能為Mate 60 Pro配備自己的5G芯
片，將成為華為對抗美國制裁的重大里程碑。美國塔夫茨大學教授、
《芯片戰爭》一書的作者米勒表示，現在還無法判斷中國芯片製造
業務的競爭力，但中國顯然具備參與角逐的能力，「這表明像華
為這樣的中國企業，仍有足夠的創新能力。我認為這可能會
加劇美國政府關於是否應收緊限制的討論。」
哈佛商學院經濟學家希赫表示，華為的突破讓人想起

當年的全球定位系統（GPS）。美國國防部開發了
這項技術並限制其出口，擔心它落入競爭對手手
中，這促使中國、俄羅斯等國家開發自己的
版本，「情況從美國主導這項技術、每個
人都會從美國購買，變成了許多國家
開發自己的替代方案。你一定想
知道，華為現在是否也發生同
樣的情況。」

專家證Mate 60 Pro採用7納米芯片技術 反制裁重大里程碑

外媒：華為突破圍堵
芯片打臉美國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電訊設備生產商華為推出的Mate 60

Pro手機，引起外媒高度關注。彭博社委託美國半導體研

究公司TechInsights進行的拆解報告指出，Mate 60

Pro由新的麒麟9000S芯片驅動，該芯片由中國芯

片龍頭中芯國際製造，TechInsights副董事長

兼分析師赫奇森形容，此一發展就像「打

臉美國」。路透社也報道，華為和中芯

已製造出先進的 7 納米製程處理

器，顯示中國企業生產5G芯片

的能力取得重大進展，將減

弱美國封鎖中國的

效果。

12G運行內存和512G機身內存，
官網價格為6,999元人民幣

全球首款支持衛星通話的大眾智能手機，在沒
有地面網絡訊號的情況下，也可以從容撥打、接聽

衛星電話，讓用戶時刻在線

， 1

具有人工智能（AI）隔空操控、智感支付、注視不熄屏等智慧功能

Mate 60 Pro的芯片並未詳細說明主要規格，市場預計與合作方共同開發
製造

靈犀AI算法與靈犀天線強強聯合，帶來更出色的通信體
驗，在高鐵、地鐵、電梯、車庫等弱信號場景下實

現更穩定的網絡連接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昌鴻

香港文
匯報訊 在《華

盛頓郵報》評論區中，
有網民提出對華為新手機的看

法，「當你把人逼到角落時，他們創
新的速度會更快」、「對中國芯片行業來

說，這是值得紀念的日子，儘管這場遊戲遠未結
束，但中國芯片行業多年來一直是美國嚴厲制裁和禁運的

受害對象」、「由於思維慣性，你們仍然低估了中國」。
一名美國網民則評論說：「我們似乎覺得，沒有美國技術，中國什麼

也做不了。但這遠非真相，現實情況是中國從我們這裏購買產品，並非因他們
必須這樣做，而是因它更便宜、更容易購買。」他最後感嘆說，華為投入大量資金進

行

研發並製造新款手機，「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再也不能把這些零部件賣給華為了，這是我
們永遠失去的市場。」
有網民回覆該帖文說，「作為一名有良知的全球公民，我一直主張避免對中國實施微芯

片和高階技術禁運，因我相信這樣的封鎖會在不經意間，為中國在技術上的自我進步提供
力量和決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華為8月29日宣布Mate系列
手機累計發貨1億部，開啟「Mate 60

Pro先鋒計劃」，讓部分消費者提前體驗史上
最強大的Mate手機，並同步開啟1,000元（人民幣，

下同） 訂金銷售。 周二（9月5日）是Mate 60系列全面開
售的第三天，記者在深圳市福田區華為旗艦店現場所見，前來體驗

和預約買機的人絡繹不絕。工作人員稱目前預訂需等待一至兩周，每人
只限預訂一部。為防止黃牛炒賣，拿到新機必須現場拆封啟動後才能帶

走，且無法異地提貨。
深圳市民吳先生是福田旗艦店首批線下提貨華為Mate 60 Pro手機的消費者，

他對記者表示，Mate 60 Pro最吸引他的是性能，「畢竟採用國產麒麟芯片這個意義
重大。且它還是定位為衛星通訊終端的設備，是全球首款支持衛星通話的手機，即使在

沒有地面網絡訊號的情況下，也可以撥打、接聽衛星電話，我非常想試試這功能。」
王女士說自己一直都是華為手機忠實用戶，對新機的期待除了性能外就是強大的拍照功能，

「Mate 60 Pro有全焦段超清影像，配色也很好看，我剛交了1,000元訂金，期待半個月後能拿到新
機。」

買家需現場拆封啟動防炒賣
福田華為授權體驗店工作人員張小姐告訴記者，該門店首批到貨的Mate 60 Pro新機大概有三四十台，已全部

銷售一空，現在預定要等一至兩周左右。「買家提貨自用時需現場拆封啟動，進入到首頁頁面，並拍攝北京時間的
圖片，保修卡還需要簽名。如果是深圳地區的非自用手機，譬如贈送他人的，也需現場拆封，可以不用啟動，需要拍攝

手機上的北京時間的圖片，保修卡也需簽名。」
張小姐說，目前關於Mate 60 系列的芯片型號在手機上都已被屏蔽，只有在發布會後才會全部公開，「這也是它如
此『神秘』的原因之一吧。」她說，為防黃牛炒賣，一張身份證只能購買一部新機，如果用自己的證件買來贈送他
人，那自己就不能再買，且現在線下暫時還無法進行異地銷售。

據悉華為Mate 60系列首批備貨量達數百萬台，華為Mate 60標準版也在深圳部分門店可買到，預計
Mate60系列其他版本的手機也將陸續上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作為參加2023年中國國際智慧博覽會的活動之
一，華為中國政企CMO邱恒周二（9月5日）在「華為中國行2023」媒體溝通會上表
示，如今的華為不僅是手機製造商，且是全球領先的基礎設施和智能終端提供商，
得益於十餘年來持續的研發投入，自今年起，公司發力布局行業市場、商業市場
和分銷市場三大類市場，並已基本保證各項產品的可持續供應。
自華為2019年被美國列入所謂的「實體清單」起，經營收入曾連續下
滑，2021年達到近年最低值。邱恒說，2022年集團的經營開始反彈，
到2023年上半年經營數據已「轉危為安」：實現銷售收入3,109億
元人民幣，按年增長3.1%。在美國制裁常態化下，華為不斷加
大對研發的投入和人才的培養。「我剛入職華為時，研發員
工佔比僅48%，2023年已達到約55%。」
華為5月發布「坤靈」子品牌，邱恒周二向與會者

表示「坤靈」不僅是子品牌，更是一個全新的業
務。「華為服務大客戶的能力已毋庸置疑，而
中小企業和微型企業是實體經濟的重要組
成，也是產業數字化轉型的重點難點，
華為深入了千行百業，願景是把數
字化代入每個組織。」他以安裝
路由器和攝像頭等簡單的產
品舉例，稱「坤靈」的產
品可走進千家萬戶，
能做到易買易賣、
易學易用、易
安裝易維
護。

香港文匯報
訊 路透社9月5日引

述消息指，為振興半導體行
業，加緊追趕美國等競爭對手的步

伐，反制美國對中國芯片製造實施的一系
列管制，中國內地將推出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

基金（又稱「大基金」)三期，計劃融資規模為3,000億
元（人民幣，下同）。路透社引述兩名消息人士表示，大基金

三期已於幾個月前獲得中國當局批准。
消息人士稱，國家財政部門計劃向大基金三期出資600億元，其餘資金需向

其他出資者募集。基金投資的重點之一將是芯片製造設備。目前尚不清楚大基金三期
何時正式推出，也不清楚是否會對該計劃做進一步調整，因籌款過程可能需要數月。 據公

開資料顯示，國家大基金一期於2014年9月成立，由財政部、國開金融、中國煙草、亦莊國投等共
同發起，一期共注資987.2億元，投資總規模達1,387.2億元，基金管理人為華芯投資，大基金計劃投資年

限為15年，分為投資期、回收期、延展期各5年。據天風證券統計，多年來，大基金一期公開投資公司23家，累
計有效投資項目約70個，包括中國最大芯片製造商中芯國際、第二大芯片製造商華虹半導體，閃存製造商長江存儲，以

及部分規模較小的公司和基金。其中，集成電路製造佔67%，設計17%，封測佔10%，裝備材料佔6%。
大基金二期於2019年10月註冊成立，註冊資本為2,041.5億元，由財政部、國開金融、中國煙草等國家機關部門以及地方政府北

京資金、央企資金、民企資金等參與。倘上述消息屬實，大基金三期的規模將超過前兩期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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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體驗華為Mate
60 Pro。 郭若溪攝

◆ Mate 60 Pro由麒
麟9000S芯片驅動。

網上圖片

◆華為推新手機正值美
商務部長雷蒙多訪

華 ， 網 民 惡 搞
meme圖。

網上圖片

◆ 邱恒
稱公司各

項產品已實現
可持續供應。

孟冰攝

◆諮詢購買新機的消費者絡繹不絕。郭若溪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