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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失最大市場全球芯片股走弱
憧憬中國加倍國產替代 芯片A股逆市升

美國總統

拜登昨簽署

《芯片與科學法案》，將投入2,800億美元支持美

國半導體產業，其中包括為在美國設廠的芯片公司

提供520億美元補貼，但法案要求領取補貼的芯片

公司「選邊站」及10年內不得在中國擴充先進製

程。中國是全球最大芯片市場，每年進口芯片逾

3,000億美元，芯片企業憂慮美法案令它們最終損

失在中國的市場份額，昨天港、美、日、台、韓芯

片股普遍走弱。但市場憧憬中國加倍國產替代，A

股芯片股逆市上升，逾10隻個股漲停板。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各地芯片股昨下挫
股份 收報(元)(本幣) 變幅(%)

美國*
格羅方德 55.67 -5.95
超微(AMD) 95.54 -4.53

英偉達(NVIDIA) 170.86 -3.97

美光 59.15 -3.74

高通 142.51 -3.59

英特爾(Intel) 34.52 -2.43
日本
愛德萬測試 8,120 -3.56
勝高 1,884 -3.38

東京威力科創 44,410 -2.61
韓國
SK海力士 91,800 -3.47
三星電子 59,100 -1.50

台灣
聯發科 694 -2.12
日月光 87.70 -0.23

台積電 510 -
香港
華虹(1347) 25.25 -4.36
中芯(0981) 17.14 -2.06

ASMPT(0522) 65.20 -2.03

註：*截至周二收市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美國總統拜登
正式簽署《芯片和科學法案》，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昨在例行記
者會上表示，該法案將扭曲全球半
導體供應鏈，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
對，搞限制「脫鈎」只會損人害己。
汪文斌表示，中方主管部門已就

相關法案闡明了立場，中國貿促
會、中國國際商會等組織也發布了
聲明，反對美國相關法案不當干預
和限制全球工商界經貿與投資合
作。 美國這項法案宣稱旨在提升美
科技和芯片業的競爭力，但卻對美
國本土芯片產業提供巨額的補貼，

推行差異化的產業扶持政策，包含
一些限制有關企業在華正常投資與
經貿活動和中美正常科技合作的條
款，將對全球半導體供應鏈造成扭
曲，對國際貿易造成擾亂。中方對
此表示堅決反對。

堅決反對大搞經濟脅迫
汪文斌表示，該法所謂「保護措

施」呈現出濃厚的地緣政治色彩，
是美國大搞經濟脅迫的又一例證。
美國如何發展自己是美國自己的
事，但應當符合世貿組織相關規
則，不應為中美正常的經貿和科技

交流合作設置障礙，更不應損害中
方正當的發展權益。中美經貿和科
技合作有利於雙方共同利益和人類
共同進步，搞限制「脫鈎」只會損
人害己。 汪文斌強調，任何限制打
壓都阻擋不了中國科技發展和產業
進步的步伐。
中國貿促會、中國國際商會昨日

發聲明稱，《芯片和科學法案》旨
在增強美國在芯片領域的優勢，展
開不公平競爭，將加劇半導體產業
的全球地緣政治競爭，對此堅決反
對，並呼籲全球工商界攜手應對，
消除該法案的不利影響，必要時採

取有力措施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聲明指出，《法案》條款歧視性

對待部分外國企業，凸顯美國意在
動用政府力量強行改變半導體領域
的國際分工格局，損害各國企業的
利益。一方面，這是典型的專向性
產業補貼，不符合世貿的非歧視原
則；另一方面，法案將部分國家確
定為重點針對和打擊目標，導致企
業被迫調整全球發展戰略和布局。
聲明認為，該法案嚴重擾亂各國

企業在遵循市場規律下正常的經貿
與投資活動，與全球工商界希望加
強交流合作的普遍願望背道而馳。

外交部：美搞限制搞「脫鈎」損人害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倪夢璟上海報道）
美國總統拜登簽署《2022年芯片和科學法案》，意
在打壓中國半導體產業。儘管外部環境嚴峻，但亦
可刺激中國半導體自主發展加速。多家機構分析指
出，內地半導體供應鏈國產替代重要性凸顯，市場
行業景氣度上升，產業本土化有望加快腳步。
近年來，中國芯片自給率提高，據海關數據統

計，2022年1到4月份，中國進口了1,860億塊集成
電路，同比下降了11.4%。目前的下降趨勢，與過
去兩年IC進口的快速增長形成鮮明對比，相比之下
少了近240億塊芯片。另據市調機構TrendForce公
布，中國國產芯片自給率在2021年就已經達到了
36%（按產量計算）。
此外，半導體設備國產率同樣大提升，過去兩年
內地新增半導體企業超過8萬家，半導體廠使用國
產化設備佔比約為16.8%，按年增10.6%。特別是
2022年4月，內地晶圓廠採購的108台設備中，有
67台屬國產，佔比達62%，而且從全年採購情況來
看，整體國產化率會比2021年再提升。

國家扶持芯片力度亦逐步加大。2014年6月國務
院正式印發《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
（下文簡稱「綱要」），同年工信部宣布成立國家
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公開數據顯示，大基金一
期募資1,387億元（人民幣，下同），二期募資
2,041.5億元。據集微網大基金一期投資項目統計，
大基金一期的投資分布為：集成電路製造67%、設
計17%、封測10%、裝備材料類6%，製造是一期投
資的重點。

國產芯片銷售額料達3500億美元
中國芯片行業的國產代替加速明顯，很多機構和
分析師均認為這是一個機遇。國泰君安研究所首席
市場分析師蔣亦凡表示，該《法案》短時間內會造
成供應緊張，但長遠來看，必然會助力中國的國產
芯片產業起飛。他說：「美國《芯片法案》執行
後，國產芯片的銷售將上升，按照2025年芯片國產
化率達到70%計算，未來四年國產芯片銷售金額將
從1,500億美元上升至3,500億美元左右。」

中國芯片國產替代有望加速

美國公布簽署法案消息後，除A股外，環球芯片股普遍下
跌，連受惠新法案的美國芯片商，股價都未見支持，全

球最大存儲芯片製造商美光當日收市跌3.7%，格羅方德更跌
近 6%。美芯片股的跌浪延續至本港時段，中芯(0981)跌
2.1%，華虹(1347)跌4.4%，ASM(0522)跌2%。日、韓、台等
地的芯片股也同樣走弱。因憧憬國產替代，A股國產芯片板塊
昨日逆市收漲0.33%，飛龍股份、蘇州固鎝、聲光電科、天奧
電子、南方精工、大為股份、大港股份、文一科技、科瑞技
術、嘉欣絲綢、眾合科技等11股飆至漲停。

芯片商恐被迫撤華損利益
有基金業人士指出，美國公布有關消息後，當地芯片股普遍
下跌，主因美光日前下調了至9月底的季度營收指引，另一芯
片巨頭英偉達(NVIDIA)也緊接發季績預警，消息拖累費城半
導體指數跌了1.6%。同時，由於內地是全球最主要的芯片市
場，美國的芯片法案迫使芯片企業要在中美兩國「二選一」，
令市場憂慮長遠影響有關廠商的發展空間。
事實上，美國拉攏組織的「芯片四方聯盟」(CHIP4) 的條件

與剛通過的美國芯片法案類似，同樣由美國政府出資補貼芯片
廠商到美國設廠，條件也是10年內禁止在中國投資生產先進
製程芯片，變相打擊了有關廠商在華的發展空間。
華泰證券的研報指出，目前在中美都設有半導體廠的企業包
括台積電（南京）、三星（西安）、海力士（大連），這些企
業如果接受美法案的補助，可能限制他們在中國大陸地區建造
或擴大先進製程晶圓廠。華泰證券認為，從存儲器等行業過去
發展歷史來看，政府間的補貼競爭，可能會誘發企業一些非理
性投資行為，最終傷害到股東的利益。
中航證券認為，中國芯片自給率較低、依賴進口，國產化迫
在眉睫。2020年中國本土芯片自給率僅為5.9%，國產化空間
廣闊。同時，中國集成電路產業依然存在相當嚴峻的貿易逆
差，出口金額不足進口金額的四分之一，集成電路高度依賴進
口，高端芯片目前都無法自給。在中國晶圓廠持續擴產和國產
化進程加速下，將重磅利好上游半導體設備、半導體材料。

內地芯片企料伺機加速發展
中信証券預計，在國產替代趨勢之下，內地芯片企業料有較
大發展空間。該行指出，在外部限制加碼背景下有望加速推
進，建議關注以下6個板塊：1）當前重點推薦設備平台型龍
頭企業；2）重點關注細分設備領域龍頭；3）建議關注布局前
道濕法/量測檢測領域、估值尚低的設備企業；4）關注後道測
試、封裝領域的企業；5）關注零部件領域的企業；6）晶圓製
造回流本土成為當下全球供應鏈變革趨勢，內地擁有全球最大
的下游需求基礎，內地晶圓廠有望持續承接本土需求。

◆◆ 中國是芯片最大市場中國是芯片最大市場，，美國法案反而會窒礙美國法案反而會窒礙
大型芯片商瞄準中國的擴張大計大型芯片商瞄準中國的擴張大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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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簽署總值2,800億美元
的芯片法案。這項法案表面為推動美
國本土芯片生產，實質包藏冷戰思
維，試圖搞中美芯片產業鏈脫鈎，扭
曲正常的市場運作，粗暴干預科技發
展和市場規律。美國將芯片產業泛政
治化、泛安全化，試圖搞「芯片霸
權」，悖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勢所
趨。 中國取得舉世驚艷的發展成就，
長期以來靠的就是打破霸權打壓遏
阻；我們相信，中國經過努力，同樣
能打破美國違反產業和市場規律的
「芯片霸權」圍堵，再次讓美國嘗到
反噬自身的苦果。

美國的芯片法案打着科學、扶持的
名義，為芯片企業提供補貼；但法案
規定，取得補貼的企業未來十年不能
在中國增產先進製程芯片。這種帶有
強烈排他性的政策，要求芯片企業在
中美間「選邊站」，搞中美芯片產業
鏈脫鈎，企圖扼殺中國發展先進製程
芯片業的空間，藉以保住美國先進製
程芯片的霸主地位。

這部芯片法案違背市場規律，悖逆
全球產業合理分工的歷史潮流。從
1990 年至今，美國在全球芯片製造業
的份額，從37%下降至12%左右，這是
全球市場生產比較優勢作用的自然結
果，是世界經濟一體化、各國產業互
利合作的現實發展。對於美國本土芯
片企業來說，強制對華脫鈎，等同全
球化之路被強制中斷，在美國國內也
不得人心。美國芯片巨頭英特爾此前

一直大力游說，希望美國政府不要限
制芯片企業對中國的投資，稱這樣會
「無意中削弱那些接受法案資金的公
司的全球競爭力」。

美國近年對華發動貿易戰、科技
戰，各種圍堵層出不窮，企圖遏止中
國發展的步伐，實際上這些伎倆均徒
勞無功，反而令美國經濟深受其害。
對華貿易戰就加劇了美國通脹居高難
下，民眾苦不堪言。芯片法案簽署的
當日，美股三大指數集體收跌，其中
半導體板塊領跌。市場以最直接的反
應，表達對美國逆全球化操縱行為的
擔憂，擔心法案進一步打擊當前已經
嚴重供給不足的芯片市場，增加芯片
企業營運的不明朗因素。

美國推出芯片法案，短期內中國芯
片業難免受到一定衝擊。但是，正如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年6月金磚國家工
商論壇開幕式主旨演講所指：「經濟
全球化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不
可阻擋的歷史潮流。開歷史倒車，企
圖堵別人的路，最終只會堵死自己的
路。」中國長期以來自力更生、自強
不息，航天等尖端科技發展更打破壓
制，成為世界強國。美國芯片法案短
時間會給中國相關產業帶來一些麻
煩，卻阻擋不了中國崛起的大勢。中
國是全球最大芯片消費國，只要善用
完善的產業鏈和可觀的市場規劃，加
大力度培育企業和人才，積極爭取國
際合作，堅持市場開放，一定能實現
芯片自立自強。

美國圖搞「芯片霸權」必反噬自身
國台辦、國新辦昨日發表《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

國統一事業》白皮書，清晰而堅定地向全世界重
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
歷史事實和法理事實不容置疑，一中原則不容挑
戰；向「台獨」分裂勢力及外部干涉勢力發出嚴重
警告，彰顯中國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意志、決
心和能力；表明大陸對台工作的目標、路徑、方
法、決心、前景，引領台灣同胞深刻認識台灣前途
在於國家統一、福祉繫於民族復興，堅信「和平統
一、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的
最佳方式，積極參與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正義事
業。香港作為落實「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首
站」，應該發揮好示範作用，為反「獨」促統、實
現國家統一作出香港貢獻。

美國反華政客和「台獨」勢力沆瀣一氣，長期惡
意破壞兩岸關係現狀，企圖掏空一個中國原則。白
皮書以詳盡史實和《聯合國憲章》規定等權威法理
依據，講清台灣問題的來龍去脈，理直氣壯告訴全
世界，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是遵
守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應有之義。全球170多個國
家和國際組織近期相繼發出正義聲音，支持中方堅
決維護自身主權和領土完整，堅定奉行一個中國原
則。國際社會強烈認同，實現兩岸和平統一，不僅
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之福，也有利於維護地區和
世界和平。中國統一不會損害任何國家的正當利益
包括其在台灣的經濟利益，只會給各國帶來更多發
展機遇。

白皮書清晰闡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可逆轉，
兩岸完全統一不可阻擋。「台獨」和外部勢力勾連
作亂，其目的就是要遏制中國發展進步、阻撓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不惜犧牲台灣同胞的利益福祉和光
明前途。白皮書表明，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
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

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祖國大陸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更有條件、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完成祖國統一大
業，讓兩岸同胞都過上更好的日子。白皮書既是對
「台獨」和外部勢力阻礙中國統一發出最有力的警
告和震懾，也是對台灣同胞的真誠召喚。

白皮書強調，兩岸同胞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
祖國大陸願意保持足夠的耐心和包容心，創造條
件加強兩岸交流交往，不斷加深廣大台灣同胞對
祖國大陸的了解，逐步減少他們的誤解和疑慮，
進而走出受「台獨」煽惑的歷史誤區；「和平統
一、一國兩制」是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
針，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我們主張，
和平統一後，台灣可以實行不同於祖國大陸的社
會制度，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兩種社會制度長期
共存、共同發展。白皮書動之以情、陳之以理、
曉之以義，體現了對民族大義、同胞福祉與兩岸
和平的珍視和維護，以最大的善意和誠意努力爭
取兩岸和平統一的前景。

香港回歸祖國25年，「一國兩制」偉大實踐取
得舉世公認的成就。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歡迎
及支持白皮書的聲明指出，事實證明，「一國兩
制」是成功的國策，亦在香港成功實踐，有目共
睹，是香港社會的最佳制度保障，是維持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更是給予特區「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這獨特優勢的成功國家政策。

香港的實踐充分證明，「一國兩制」是解決歷史
遺留問題的最佳方案，亦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
榮穩定的最佳制度，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未
來的發展之路縱然會有種種挑戰，但只要包括台灣
同胞在內的所有中華兒女胸懷一個中國，同心同德
探索實施「兩制」的台灣方案，就能推動「和平統
一、一國兩制」的歷史進程，就能實現國家統一偉
業，共享民族復興榮光。

白皮書凝聚反「獨」促統磅礴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