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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芯片與科學法》規定，政府

財政在2023至2027年的5年間，向芯片
研發和製造、勞動力發展等領域提供
2800億美元補貼，藉此推動芯片產業回

流或外資在美國設立工廠，促進關鍵技術領域的科研
創新。美國商務部還修訂了《出口管理條例》，泛化
國家安全概念，歧視性地把數十家中國實體企業列入
「未經核實清單」 ，強硬管制對華半導體出口，禁止

對華出口用於超級計算機和半導體生產的芯片等，目
的是在科技領域與中國脫。

中國就美國對華芯片等出口管制向 「世貿」 提出訴
訟。鑒於美國近年肆意阻礙芯片的正常國際貿易，利
用國內立法和 「長臂管轄」 等手段干擾他國研發、生
產和銷售芯片及其相關生產設備，威脅全球產業鏈供
應鏈穩定，破壞國際經貿秩序，違背 「世貿」 規則。
「世貿」 的裁決很可能對美方不利，但裁決需時，美

方也會以其他手段拒絕接受裁決結果；而提訴美國不
僅顯示了中國政府保護本國及其企業合法權益的決心
和能力，也能在世人面前贏了理。

美國的逆全球化操作
中國被稱為 「世界工廠」 ，但不可能生產所有的商

品，任何一個國家也都是如此，因而需要國際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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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補導致國際貿易，案例包括美國有資金、技術和人
力資源優勢，因而能生產和出口民航客機和芯片等有
競爭優勢的商品，那樣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過
去的國際市場情況。但隨美國產業的空心化，以及
中國經濟持續較快發展，生產資料、技術、科技創新
和人力資源不斷積累，加上中國有較美國更充裕的勞
動力和適合經濟發展的制度性因素，中美經濟實力對
比發生了重大轉變。提出「中國製造2025」標誌中國
希望產業升級，並逐漸形成科技創新帶動發展的局面。

在全球化過程中，美國企業賺了錢，國力卻日漸式
微。特朗普和拜登兩屆政府都決意推進逆全球化進
程。中國在大型客機和芯片的研發上起步晚，也較落
後。大型客機生產涉及密集的勞動力，對美國就業市
場有很大的貢獻，波音公司也有歐洲空中巴士公司那
樣的競爭者。中國是大型商用飛機的主要買家，內地
已能生產大型商用飛機，也能在國際市場找到波音飛
機的替代品，因此美國人不會限制波音飛機對華出
口。

然而，美國人多留了一個心眼，那就是針對中國芯
片研發起步晚，芯片又是現代商品廣泛使用的配件，
美國認為可在芯片研發和生產方面卡中國的脖子。

美國人提倡和推動了當代全球化，卻在國際貿易中
吃了虧。對中國打芯片戰屬於美國逆全球化戰略的重
點，但美國國力，特別是產能已經大不如前，需要通

過大量投資研發和生產資料，才有贏得競爭優勢的機
會。而美式資本主義的 「效率」 發展到今天，卻成了
資本賺快錢的代名詞，因而解決資金來源並不容易。

為了與中國競爭，1）如前述，美國政府利用財政
補貼，推動芯片產業鏈回流或吸引外國企業投資。中
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地許多大企業長期
以來都是國企，美國以此不斷攻擊中國，而那涉及中
國體制本身，關乎企業所有權的問題，也符合中國加
入 「世貿」 的條件。現在美國對本土芯片產業提供巨
額補貼和稅收優惠，則是典型差異化的產業扶持政
策，《芯片與科學法》體現美國的雙重標準，也是明
知故犯，違反了 「世貿」 的有關規定。

2）美國在芯片設計和研發方面處於領先地位，但
美國製造芯片的全球市場佔有率卻並不高。如果美國
不賣本國製造的芯片或生產芯片設備到其他國家，往
往對他國經濟不會產生重大負面影響。因此，美國泛
化國家安全理念，不僅限制本國企業對華出口芯片和
相關設備，還禁止盟國對華出口，說明美國至今仍有
一個可操作的盟國網絡，而它的盟國大部分還是相對
發達的經濟體。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美國的生產能力
和市場佔有率實在太低，限制對華出口不得不主要通
過別的國家來實現，即美國反華，盟國買單。而那樣
的做法也引起包括韓國、荷蘭、日本等國的不滿。如
果 「世貿」 裁決不利美方，盟國還會更理直氣壯地跟

美國唱反調。
3）現在，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在本土生產芯

片，依靠的往往還不是本國的技術，而是由台灣地
區、韓國等引進整套技術、設備和人員在美設廠。拜
登聲稱美國開啟了 「再工業化」 的進程，實在令人忍
俊不禁。一些台灣企業到美國設廠，未來的盈利能力
和股權變更卻難以預料。美國把台灣地區當作是自己
的附庸，民進黨當局和台企只能聽之任之。

美無法阻止中國持續發展
中國半導體行業比兩年前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正

因如此，美國才不斷升級對華的出口管制。美國的科
技霸凌也對中國先進工藝的芯片生產和代工造成衝
擊，原本已獲得進展的一些領域受到負面影響，耽誤
未來的發展。在美國逆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國企業急
需自主形成從材料、工具、設計、製造到封測的整個
半導體供應鏈，這對任何經濟體來說，難度都是相當
高的。

強大的需求、充裕的生產要素和制度優勢支撐中
國半導體業的持續發展。美國限制對華出口，對中國
的衝擊是存在的，但影響是局部的。只要回顧中國科
技過去70多年的發展歷史，就能意識到儘管某些企業
一時間受到很大壓力，困難卻是可被逐步克服的。中
國絕不可能因為美國的一兩項針對性法案而落入陷
阱，中國發展的態勢是能持續的。

鑒於中國科技發展、歐洲對美國離心離德、美國企
業對拜登政府政策的不滿，美國科技霸權會越走越艱
難，總有一天會黔驢技窮。而美國不提高自身競爭
力，千方百計企圖阻礙中國發展，也很難改變其國力
走下坡的態勢。

美科技霸權還能走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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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將近，香港也展現出了一些
新的風貌，復常步伐加大。日前政府宣
布取消 「黃碼」 安排，非確診者一律
「藍碼」 ；內地及澳門來港旅客的 「檢

測待行」 亦已撤銷；更讓市民開心的是，市民出門
毋須再掃 「安心出行」 ，恢復往日的便利，只是進
入食肆等指定處所仍須出示 「疫苗通行證」 。換言
之，香港已經邁向了 「0+0」 時代，全面與外界接
軌，入境香港不再有任何限制。眾所周知，本港今
年因受疫情影響，本地生產總值連縮3季，按年實質
下跌4.5%，較市場預期更差，雖然今年9月零售銷售
額微升 0.2%，但仍遜市場預期，經濟情況可謂是到
了谷底。如今大幅放寬疫情防控措施，相信以香港
本身條件優勢，很快能夠吸引更多旅客和商界人士
到港，復蘇各行業，特別是深受疫情打擊的旅遊和
零售業，為本港經濟復蘇注入全新活力，令人振奮

與期待。

旅遊業界須做好復常準備
取消 「黃碼」 限制，最有望迎來復蘇的就是本港

「冰封」 了三年之久的支柱產業之一：旅遊業。在原
本的 「0+3」 政策下，旅客入境香港仍有三天不能在
外堂食，這對他們造成一定的麻煩，比起周邊如新加
坡、日本等早已全面放寬入境限制的國家和地區，本
港顯然已落後一大截，旅客自然都偏向去更為便利的
地區旅遊。也就是說， 「0+3」 對本港旅遊業的提振
作用十分有限，反而是便利了港人外出旅遊，消費力
外移。現在旅遊業界終於迎來轉機，取消 「黃碼」 無
疑將進一步提高大家來港的意願，尤其是吸引入境旅
客，有利於旅遊活動的恢復，從而輻射至餐飲、零
售、酒店業的復蘇。美國投資銀行高盛最新報告預
期，中國內地復常將推高對進口和海外旅遊的需求，

香港將成為主要受惠者，本地生產總值有望提振高達
7.6%。因此，旅遊業界必須盡快為重迎旅客做好準
備，提升從業人員的專業水平、豐富旅遊資源、加強
宣傳推廣、提升資訊及預訂服務的便捷度等，迎接日
後業界的 「大反彈」 。

與內地通關指日可待
本港對外已全面通關，和內地的通關相信也近在

咫尺，迎來了 「曙光」 。本月初內地優化防疫，發
布 「 新 十 條 」 ， 當 中 不 少 措 施 比 香 港 走 得 更
「前」 。現在兩地的防疫措施方向趨於一致，有復

常通關象，特別是兩地的物流日前也先實現了
「通關」 ，希望特區政府繼續積極與內地方面商討

溝通，放寬過關名額限制、爭取早日通關，讓港人
能在農曆新年暢通無阻地回內地與家人團聚。近來
種種好消息，極大助力重振消費信心，緩解供應鏈

瓶頸，並增強了各界對本港經濟復蘇的期望。據澳
洲會計師公會的調查顯示，47%受訪的會計及金融業
人士預期，本港經濟明年將錄得增長；大華銀行發
布研報指將維持對香港本地生產總值 2023 年增長預
測為 3.5%；貿發局亦預測明年香港出口增長可達到
5%。

特區政府的每一次調整都來得及時，方向簡單、清
晰，是 「精準抗疫」 的表現，在管控疫情風險下，減
低對社會正常活動的影響，最大程度復常市民的生
活，值得肯定。但各界亦要明確，放寬防疫措施絕不
意味 「躺平」 ，本港仍不能對疫情懈怠，要繼續
「谷針」 ，提高 「一老一少」 的疫苗接種率。期待特

區政府繼續依照科學為本、便民利民的精神適度調整
放寬防疫措施，逐步實現通關，同時向外界做好宣
傳，把 「香港回來了」 的信號傳遞到世界各地，迎接
經濟的復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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