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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商務部4日發布公告，將
特科姆公司等10家美國實體列入
不可靠實體清單，禁止上述企業
從事與中國有關的進出口活動，
禁止上述企業在中國境內新增投
資。這是中方依法針對參與對台
軍售或與台開展軍事技術合作的
不法行為而採取的有力反制。受
訪專家向大公報表示，台灣問題
是中國內政，事關中國核心利
益，絕不容許任何外部勢力干涉
台灣問題。

大公報記者 蘇榕蓉報道

中國商務部發言人指，近年來，特
科姆公司、搖桿舵公司等10家公司不
顧中方強烈反對，或參與對台軍售，或
與台開展所謂軍事技術合作，嚴重損害
中國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中方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中華
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等法律，依
據《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第二條等規
定，依法追究其不法責任。

發言人稱，中方一貫審慎處理不可
靠實體清單問題，僅依法針對少數危害
中國國家安全的外國實體，誠信守法的
外國實體完全無需擔心。

發言人強調，中國政府一如既往地
歡迎世界各國企業來華投資興業，並致
力於為守法合規的外資企業在華經營提
供穩定、公平和可預期的營商環境。

民進黨「倚美謀獨」死路一條
此次上榜的10家企業涵蓋軍工、

科技、防務等領域。特科姆公司以生產
軍事級通信設備聞名，搖桿舵公司則是
美軍航空部件供應商，立方公司更深度
參與台島防務系統建設。這些企業長期
以所謂 「技術合作」 為幌子，為台當局
提供軍備支持，嚴重威脅台海和平穩
定。

台灣青年聯合會理事長何溢誠向大
公報表示，正所謂 「來而不往非禮
也」 ，面對美國特朗普政府加徵10%
的關稅大棒，中國不可能等着捱打。這
波被中國制裁的10家美國實體中，例
如亨廷頓．英格爾斯工業公司（全球最
大軍艦製造商）與立方公司（軍事通信
系統供應商）等均依賴全球化供應鏈。
大陸對其市場的全面封鎖預計將導致其
年營收損失超15億美元，此舉不僅打
擊涉事企業，更向國際軍火商釋放明確
信號，對台軍售是觸碰中國紅線的高危
行為。大陸這次行動兼具精準性與威懾
力，殺雞儆猴，民進黨當局 「倚美謀
獨」 是死路一條。

中方反制措施精準有力
軍事專家王雲飛表示，中方制裁有

理有據，有法可依，制裁依據《中華人
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等相關法律進
行，彰顯法治化、精準化打擊力度，也
展示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尊重國際法和
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同時，堅決維護自
身合法權益的決心。

根據公告，被制裁企業將面臨兩項
核心禁令：禁止上述企業從事與中國有
關的進出口活動；禁止上述企業在中國
境內新增投資。王雲飛指出，這兩大措
施猶如雙刃劍，直接斬斷其在華商業命
脈。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不可替
代，美企受制裁後可能難以獲取中國的
資源，特別是稀土礦產資源，影響其生
產組裝能力和供應鏈穩定性。中方此番
制裁注重長遠影響，儘管有些被制裁企
業在中國的資產不像過去那麼多，但是
中方制裁措施出台後，導致它們相當長
一段時間不能在中國進行投資，對其資
產在中國的未來布局影響極大。

北京科技大學學者溫天鵬表示，中
方再次啟用 「不可靠實體清單」 對10
家對台軍售企業實施制裁是正當合理的
舉措，這是對美方不聽中方多次勸告，
反覆向中國台灣地區進行軍售、或與台
方開展所謂軍事技術合作的有力回擊。
值得警惕的是，為了維持對華戰略競爭
態勢，以及維護美國軍工複合體利益，
未來美國特朗普政府將會繼續加大對台
軍售。對此，中方應運用更加多元化手
段予以回擊，塑造中國必然統一的大
勢。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國
商務部4日發布公告，決定自2025年3月
4日起對自美國進口相關光纖產品發起
反規避調查，這是中國發起的首例反規
避調查。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教授
史曉麗表示， 「反規避調查是針對規避
現行反傾銷或反補貼措施的行為發起的
一項貿易救濟調查，這種調查被許多世
貿成員廣泛使用，旨在確保貿易救濟措
施的實施效果。」

長飛光纖光纜股份有限公司10日向
調查機關提交反規避措施調查申請，認
為近年來美國光纖生產商或出口商，利
用相關光纖產品之間具有高度兼容性、
相似性和相互替代性的特點，通過改變

報關稅則號的方式規避現行反傾銷措
施。申請人提交的證據材料顯示，近年
來被採取反傾銷措施稅則號項下的美國
進口產品數量出現大幅下降，而未被採
取反傾銷措施的稅則號項下的此次被調
查產品進口數量在大幅攀升。在進口規
避產品衝擊下，國內產業遭受嚴重損害，
現行反傾銷措施實施效果被嚴重削弱。

中國通信企業協會有關負責人稱，
近一段時間，美國出口商通過出口相關
截止波長位移單模光纖產品，規避了中
國對美非色散位移單模光纖產品的反傾
銷措施，損害了現行反傾銷措施的實施
效果。可以說，本案是中國企業首次使
用反規避工具保護自身合法權益。

中方對美光纖產品發起反規避調查 保護中企權益

幾 天 之
內，特朗普在
外交、貿易等

方面一連串的任性妄為，讓全世界實實
在在見到了 「美國優先」 的偏執。繼此
前10%的加徵關稅後，特朗普再次加碼
10%。在這位商人出身的總統眼中，無
論是中美貿易、美加墨關係，還是俄烏戰
場、美日安保，似乎一切都只是簡單的交
易，都可以量化為隨意撥弄的數字。

正如人大會議發言人婁勤儉所說，
中方願與美方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各自關
切，但絕不接受施壓和威脅。中國同步
對美國打出了反制「組合拳」，包括對等加
徵關稅、世貿框架下起訴，發布出口管制
管控名單、不可靠實體清單等等。

美國2024年貿易逆差創歷史新高。

這本是全球化分工條件下自由市場和公
平競爭形成的結果。對中國的逆差額雖
然仍最高，但相比2017年已下降了約二
成，從中也可見中國為改善中美貿易作
出的努力和善意。商人特朗普對貿易逆
差如芒在背。然而，其近乎於偏執的極
度自信或者說自大，對一切事務都篤信
速戰速決，罔顧規則甚至不顧基本的外
交禮節，以種種倒行逆施的做法來處理
逆差，加劇了逆全球化。

外交部發言人林劍3日回應貿易戰
問題時，引用了習近平主席說過的一句
話： 「吹滅別人的燈，並不會讓自己更
加光明。」 特朗普的離譜腦回路正是，
只許美國放火，不許別國點燈。 「美國
優先」 的單邊主義，換來的是眾叛親離
的孤家寡人，為美國帶來了外交上、道

義上的「逆差」和「赤字」。去年，中國實現
了5%的經濟增速。在人工智能、機器人
以及《黑神話：悟空》《哪吒2》百億
量級的熱賣神話，充分證明了中國科技
創新、文化創意、新型消費等方面的蓬
勃火力。美國貿易摩擦、技術封鎖、外
交孤立等 「連環計」 ，一一被拆解。

婁勤儉在記者會上提到中歐關係
時，用 「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 來
寄語歐洲。面對單邊主義逆流，中國以
務實靈活的外交，推動了與歐盟、日
本、印度的關係都在近期穩步回升。以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
濟全球化，來團結大多數，得道多助，
持續改善外部環境，與中國經濟自身的
韌性和迴旋空間相結合，構建起中國反
制美國打壓的充足底氣。

北京觀察
馬浩亮

責任編輯：朱瑞宜 美術編輯：賴國良

倒行逆施解決不了貿易逆差

突破美國封鎖 中國芯片找到新出路
【大公報訊】記者郭瀚林、凱雷北

京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重返白宮再次
對華發動關稅戰，從特朗普第一任期揮
動關稅大棒至今，對華行動仍在加碼。
回溯這八年中美間的博弈，央視旗下新
媒體博主 「玉淵譚天」 梳理商務部相關
數據發現，自2018年以來，美國打壓中
國半導體芯片有一條清晰的主線，即從
單個公司中興、華為到圍追堵截整體行
業，全面加強打壓中國半導體行業的先
進製程能力，進而細化明確轉向人工智
能方向，意圖通過鎖住前沿的發展空
間，進而從更高維度打壓鎖死中國整個

芯片產業的發展。美國意圖通過限制人
工智能芯片出口，圍堵中國AI發展，但
數據曲線顯示結果恰恰相反，中國芯片
產業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直到中國今
天有了DeepSeek。拜登政府時期的美
國商務部長雷蒙多曾公開承認，封鎖中
國的半導體產業是 「愚蠢的行為」 。

「玉淵譚天」 調查發現，中國半導
體一邊被美國圍追堵截全面制裁，一邊
發展壯大自己。就在美國針對中國半導
體產業制裁高峰的2023年，美國半導體
行業協會統計數據顯示，2023年汽車市
場對半導體的需求增長了15%，相比之

下，手機等通訊設備市場降低了1.8%，
個人電腦降低了7.1%，數據意味着變
化，事態已經出現了轉折。即長期以
來，推動全球半導體行業增長的最大動
力，來自手機和個人電腦，這些設備用
的芯片越小，就越便攜，所以就推動了
全球半導體行業對於2納米到3納米的工
藝的需求。而當今，半導體市場增長動
力越來越多地向着汽車領域傾斜，特別
是在新能源汽車行業，成熟製程芯片的
應用比例高達90%，而這正是中國所
長。中低端芯片藉着中國汽車產業等的
發展，找到了新出路。

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 專家：絕不允外部勢力干涉台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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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制裁10家涉台軍售美企

去年以來

中方反制美軍工企業

大公報記者蘇榕蓉整理

2024年1月

•中方決定對貝宜陸上
和武器系統公司、聯
合技術系統運營公
司、宇航環境公司、
ViaSat 公司和Data
Link Solutions公司
等5家美國軍工企業實
施制裁。

2024年4月

•中國對美國通用原子
航空系統公司及通用
動力陸地系統公司實
施經濟制裁。

2024年5月

•中方對洛克希德．馬
丁導彈與火控公司、
標槍合資公司、雷神
導彈系統公司等12家
美國軍工企業及10名
企業高管採取反制措
施。

2024年7月

•中方對安杜里爾公司
等6家企業以及宇航環
境公司董事長、總
裁、首席執行官瓦希
德．納瓦比等5名企業
高管採取反制措施。

2024年9月

•中方對美國內華達山
脈公司、搖桿舵公
司、立方公司、S3航
空防務公司、特科姆
公司、文本礦公司、
扁平地球管理公司等9
家企業採取反制措
施。

2024年10月

•中方對邊緣自治運營
公司、亨廷頓．英格
爾斯工業公司、斯凱
迪奧公司等3家企業及
搖桿舵公司創始人史
蒂文．魯德等10名高
管採取反制措施。

2024年12月

•中方對特勵達．布朗
工程公司、BRINC無
人機公司、急速飛行
公司、紅色六方案公
司、護盾人工智能公
司、賽尼克斯公司等
13家美國軍工企業及6
名企業高管採取反制
措施。

2024年12月

•中方對英斯圖公司、
哈德森技術公司、薩
羅尼克科技公司、雷
神加拿大公司、雷神
澳洲公司、愛爾康公
司、國際海洋工程公
司等7家企業及相關高
管採取反制措施。

2025年1月

•中方將10家美國對台
軍售企業列入 「不可
靠實體名單」。同
時，中方還將另外28
家美國實體列入出口
管制名單，以此回應
美國拜登政府於上月
對中國芯片發起的最
新調查。

▲中方對自美進口的光纖產品發起反規
避調查，保護中企合法權益。圖為武漢
一間光電企業的車間。 資料圖片

台積電投資美國新增1000億美元 業界憂台失競爭力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台積

電在華盛頓時間3日宣布將新增1000億
美元赴美投資，涉及建造芯片廠、封裝
廠及研發中心等內容。 「如何在資金大
量赴美的同時保持台灣半導體產業競爭
優勢？」 台經濟界人士對此表達擔憂。

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家在美國宣布，
在已承諾投資三座半導體芯片廠基礎
上，再新蓋三座芯片廠、兩座封裝廠及
一間研發中心。據報道，這是美國歷史
上最大規模的單筆境外直接投資案。合
計台積電早前在亞利桑那州投資650億

美元的專案，該全球半導體代工龍頭企
業赴美投資額將達1650億美元。

此次赴美投資未獲資金補助
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

中心主任、研究員劉大年4日表示，迫
於加徵關稅壓力，台積電加速赴美投
資。以目前台積電承諾的情況看，其在
美國工廠生產的芯片先進製程水平要遠
高於其他地區。在產業鏈、技術人員等
相繼赴美的同時，如何保持台灣本地競
爭優勢？ 「這一點比較讓人擔心。」

據報道，相較於前一次赴美設廠獲
得60多億美元補貼，台積電此次赴美並
未獲得資金補助。台《工商時報》指，
這導致台積電在美生產成本大幅增加，
或將 「稀釋企業長期毛利率水準」 。

此次宣布的意向內容，增設研發中
心尤其受到產業界關注。觀察人士說，
技術流失、競爭力被蠶食的風險正逐步
顯現。而專業人才的嚴重外移，將加速
台積電變成「美積電」。台積電股票4日開
盤受到市場疑慮影響，一度跌破千元（新
台幣）大關，大盤盤中受挫近400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