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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地芯片企業的股價近日齊跌，納斯達克100指數本月至今表現
最差的10隻股票中，有7隻都為芯片股。花旗集團分析師達涅利指

出，「考慮到庫存持續增加、經濟衰退風險日增，半導體行業的衰退可能
是2001年以來最嚴重。」

電子產品需求降
美光指出，芯片產業前景低迷，電腦和手機等電子產品需求急劇放緩是

箇中關鍵。此前受疫下消費提振，芯片行業產能緊張，一場「芯片荒」讓
整個產業經歷高速增長。然而現時多國通脹高企，電子產品需求降溫，直
接面對消費者的芯片製造商備受衝擊。據諮詢分析機構Gartner統計，全球
今年個人電腦出貨量預計下跌9.5%，5G手機的銷售預測也在上月底下調。
也有從業者指出，多國政府近年大舉補貼芯片企業提升產能，加上大量客
戶在「芯片荒」期間留下過多訂單，半導體行業很可能出現產能過剩、持續
虧損。樂天證券首席分析師井中康夫便提醒稱，「我們應該警惕芯片生產商
調整庫存的波動風險，並不似美光等公司幾個月前所希望的那樣溫和。」

車廠消費趨謹慎
芯片行業更擔憂需求低迷已蔓延至工業領域。美光首席財務官墨菲便提
及，數據中心、工業生產和汽車製造行業近期對芯片需求趨緩，例如為爭
取芯片供應苦苦掙扎兩年多的汽車製造商，現時卻對芯片消費更趨謹慎，
「我們確實看到了更廣泛的需求疲軟問題。」
《華爾街日報》分析稱，美國芯片行業有雄心勃勃的長期目標，包括到

2029年將銷售額增長逾一倍。然而伴隨需求放緩，行業的近期前景與長期
目標之間反差明顯。例如美光宣布「2030年底前投資400億美元（約3,139
億港元）專攻高端芯片製造」的消息，投資者就不妨視作配合法案通過的
「政治騷」，畢竟美光現時年均支出超過100億美元（約784.8億港元），
法案相關補貼更預計明年才開始發放，顯然難助企業渡過眼下難關。
達涅利強調，汽車製造等領域對芯片需求放緩令人憂慮，「我們要重申

對半導體行業前景評價負面，相信相關股票和終端市場都會有所調整。」
墨菲也提醒，公司還需數個季度分析工業芯片需求下降問題，估計公司下
一財季要面臨更多挑戰。 ◆綜合報道

中國國際公共傳播專家楊方曦和復旦大學學者王英良於《金融
時報》刊文分析，《芯片與科學法案》體現美國希望在本地升級
重塑半導體等核心產業。不過美國眼下面臨人才短缺、生產力下
滑等問題，眾多製造業長期以來都未成規模回流美國本土，法案
能否推動芯片製造和科技進步還需觀察。
文章指出，法案規定商務部負責協調各州建設「區域半導體技

術中心」，希望幫助美國部分未能從全球化中獲利的區域，創造
全新經濟增長及就業機會。不過決定哪些區域能成為「區域技術
中心」的過程，不排除引發政治博弈，分配者或會更看重特定區
域的選舉政治利益，而非該區域對科技發展的促進作用。

依賴技術移民 難與中國比較
文章也提醒稱，美國芯片人才斷層的問題無法忽視。如今美國
芯片設計企業幾乎完全依賴技術移民，優質大學的電子工程畢業
生多數轉投互聯網科企，以期獲得更高薪酬。相較中國透過持續
投入，促進更多工程專業人才專攻芯片研發，美國在芯片行業的
人才博弈仍面臨挑戰。
分析還提及，美國兩黨對《芯片法案》並非全無分歧。部分共
和黨人認為法案無法完全防止資金落入中國手中，民主黨則認為
芯片公司為求盈利，會將政府補助用於股票回購等短期措施刺激
股價，而非投資建廠或研發。針對芯片製造這一長期未受重視的
戰略性產業，美國罕有決定「自上而下」推動產業政策，成效仍
有待評估。 ◆綜合報道

在美國政府層層阻撓下，村田、索尼、鎧俠等日本半導體供應
商，過去兩年已不能再與華為進行正常的商業往來，如今連上游
的日本半導體設備企業也開始擔心類似的遭遇可能會出現自己身
上。日本最大半導體設備企業東京電子日前公布業績時坦言，公
司「非常擔心」美國擴大對中國的高科技出口管制。
2021年，東京電子位列世界第三大半導體設備供應商，排在它
前面的分別是美國應用材料和荷蘭阿斯麥（ASML），後面是兩
家美企泛林集團和科天（KLA）。據東京電子透露，公司尚未收
到美國政府任何關於停止向中國出口的要求，但一名高層在財報
會上表示，他看到了美國政府正試圖擴大對中國出口管制範圍的
報道。

中國市場佔逾1/4銷售額
泛林和科天上月曾透露，他們已經接到美國政府的通知，禁止

未經許可向中國芯片製造商出售大多數可以製造14nm或更先進
製程的芯片設備。在此之前，美國對華的出口管制範圍僅適用於
10nm或更先進製程。「如果實施此類限制，我們的中國客戶可
能無法生產芯片，我們非常擔心這種情況。」東京電子財務部門
總經理河本浩在財報發布會上坦言。
芯片製造涉及數百種工藝和眾多供應商，而東京電子的產品幾
乎覆蓋了半導體製造流程中的所有工序，其主要產品包括：塗
布/顯像設備、熱處理成膜設備、乾法刻蝕設備、化學氣相沉積
設備、濕法清洗設備及測試設備。不過公司的設備也需要與其他
公司的設備合作，比如光刻機，才能使生產線運轉。
「中國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市場，佔我們銷售額的四
分之一以上。」河本浩透露，「我們相信中國市場將繼續增長。
然而，芯片生產中心繼續隨着競爭格局和其他因素的變化而轉
移。無論客戶在哪裏，我們都會為他們提供服務。」◆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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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前

日正式簽署《芯片與

科學法案》，本以為能藉

助520億美元（約4,081億港

元）高額補貼提振業內情緒，不

料當日便被業界巨擘潑冷水。美

國芯片巨擘美光科技前日宣布第

二財季營收不及預期，加入看淡

芯片市場前景行列。業界分析

稱，隨着世界經濟轉趨疲軟，芯

片行業正面臨較預期更廣泛且劇

烈的需求放緩，甚至可能步入至

少10年來最劇烈的衰退。

目標扶持美芯片製造及設備企業
第一層受益者

英特爾、GlobalFoundries等
美國芯片製造巨頭

這類芯片巨頭最受美國政府
青睞，因為它們在芯片製造方
面擁有先進技術和豐富經驗，
扶持龍頭企業更容易實現規模
效應。通過綁定美國芯片設計
龍頭，不僅可以擴大美國半導
體的影響力，也可以讓芯片製
造產業扎根於美國本土。

第二層受益者

美光等具芯片製造能力公司

美光等IDM公司（包辦從
設計、製造到銷售全部流程
的公司）是細分領域的龍
頭，美國透過支持這些公司
在本土擴產，可將更多產能
鎖定在美國國內。對於IDM
企業來說，公司可以借助美
國補貼擴大在全球半導體領
域中的影響力。

第三層受益者

與芯片製造相關的
美國設備公司

這類公司是支持美國芯片製造
能力提升的中流砥柱，隨着芯片
製造能力的提升，半導體設備公
司將會迎來新的發展高潮，並可
以進一步擴大在全球半導體市場
的影響力。同時美國政府也平息
了美國設備廠商對因為美國制裁
而損失中國市場的抱怨。

第四層受益者

台積電、三星等
國際芯片製造企業

美國支持這類企業在美
國建廠的初衷，是為了建
立完善的芯片製造生態，
美國對於它們扶持力度必
然會小於對本土企業的支
持，美國更大的野心將是
在於要扶持美國本土同類
企業超越現在的龍頭。

間接受益者

美國芯片
設計公司

行業上下游企
業會形成聚集，
效率提高的同時
成本也會逐漸降
低，以此吸引人
才和資金流向美
國，帶動美國芯
片設計公司共同
成長。

《芯片法案》細節
《芯片與科學法案》提到了多種對美國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扶持辦法，

包括資助美國本土發展芯片製造及研發的527億美元（約4,136億港
元）的緊急補充撥款，以及一項大約價值240億美元（約1,883億港
元）的針對芯片製造投資提供稅收抵免的條款。法案成立了四大基金分
配527億美元的用途：

美國芯片基金

獲分最多的500億美元（約3,924億港元），用於在未來5年支援芯片製
造。

◆當中390億美元（約3,061億港元）用以發展先進工藝生產，包括370
億美元（約2,904億港元）補貼和25%投資稅收抵免，20億美元（約
157億港元）用於支援傳統成熟製造芯片的生產。

◆其餘110億美元（約863億港元）將在未來5年內投向國家半導體技
術中心（NSTC）、國家先進封裝製造計劃以及其他研發和勞動力發
展，用於提升商業研發與勞動力。

美國芯片國防基金

獲分20億美元（約157億港元），旨在更快將實驗室成果轉化為軍事和
其他應用。

美國芯片國際科技安全和創新基金

獲分5億美元（約39.3億港元），用於促進與國際企業的合作，建立安
全可靠的半導體供應鏈。

美國芯片勞動力和教育基金

獲分2億美元（約15.7億港元），用以培育半導體行業人才。

◆綜合報道

日設備巨擘東京電子
憂美擴大對華出口管制

中國學者：美芯片人才短缺
資源分配恐陷政治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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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芯片人才斷層，現時芯片設計企業幾乎完全依賴技術移
民。 網上圖片

◆現時多國通脹高企，電
子產品需求降溫，直接面
對消費者的芯片製造商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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