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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韓國《首爾經濟日
報》報道，三星電子將位於美國得州泰
勒市的新半導體工廠（上圖）的量產啟
動時間，推遲至2025年，原因相信與
美國政府補貼和各種許可證複雜性問
題有關，美國經濟復甦的不確定性，
也影響三星在該地區的投資決定。
三星電子代工業務負責人崔時榮在三
藩市舉行的2023年國際電子設備會議
發言時稱，三星電子將位於得州泰勒的
新工廠的量產時間，從2024年推遲至
2025年，而工廠到明年下半年才產出首
片晶圓。這與2021年最初投資時宣布
的原計劃相比，發生了重大轉變。
業內人士預計，明年泰勒工廠將進

行小規模設備安裝，而不是全面營
運。三星計劃明年上半年安裝一條能
每月生產5,000片12吋晶圓的生產線。
三星電子過去兩年在這家工廠投資了
170億美元（約1,327億港元），生產線
初期將生產4納米半導體。
泰勒工廠量產時間表改變涉及許多原
因，關鍵原因是美國政府延遲發放補
貼。美國政府已承諾根據芯片法案，向
在美國建設半導體工廠的公司提供合計
527億美元（約4,115億港元）補貼。然而
上月有報道稱，總統拜登政府可能向英
特爾預付達40億美元（約312億港元）補
貼，這引發人們對補貼分配和時機上可
能優先考慮國內公司的擔憂。
三星電子美國分公司也感受到這種
氣氛，他們在美國舉辦活動，敦促美
方加快補貼進程。此外，美國政府的
建築許可證程序也相信是導致延遲的
因素之一，而市場不確定性是三星的
另一個擔憂。

在美國政府推出一系列刺激措施和補貼政策，試圖吸引企業投資建
廠下，部分大企業卻選擇「打退堂鼓」。韓國LG今年1月「無限

期擱置」與美國通用汽車合作在美建設電池工廠的計劃。到了7月，中
國台灣的台積電宣布因缺乏熟練工人，將在美投產時間推遲至2025
年。日本本田車廠10月宣布退出與通用汽車合作生產廉價電動車的計
劃，福特與韓國SK On合資公司也推遲在肯塔基州的電池生產。

重挫「再工業化」政策
對企業來說，在一個地方投資建廠，要考慮成本效益，考慮當地市

場和宏觀大環境，還要看產業配套、要素配置等，是經過綜合研判後
的慎重決策。在投產成本方面，根據松下的說法，目前在堪薩斯州在
建工廠的成本高於預期，很難在俄克拉何馬州再建一家。本田行政總
裁三部敏宏也坦言，成本是公司放棄在美建廠的重要因素。
專家指出，這情況反映美國電動車產業鏈的現狀。美國在電池原材

料開採和加工方面依賴進口，加上能源、土地、勞動力等因素成本高
昂，都推高企業投資支出。而台積電因美國缺乏熟練勞動力，機器安
裝面對困難，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下美國製造業勞動力短缺的困
境。
為提振製造業，多屆美國政府都把「再工業化」作為施政重點，希

望把就業帶回美國，拜登政府更推出一系列補貼和稅收減免政策。然
而分析指出，美國成本處於劣勢、產業政策缺乏連貫性、經濟結構過
度向金融業傾斜等，都加大重振製造業的難度。

經濟議題政治化「趕客」
至於投資收益方面，企業想獲豐厚回報，當然希望有一個強大的消

費市場。然而松下10月稱北美對高端電動車的需求正放緩，並把生產
汽車電池的能源部門本財年利潤預期下調15%。更重要的是對企業投
資而言，希望擁有穩定、有利長期發展的宏觀經濟和營商大環境。據
美媒報道，韓國LG高管對美國宏觀經濟前景感到擔憂，聯儲局近期已
將美明年經濟增長預期下調0.1個百分點。美債務負擔創新高、通脹仍
處高位，以及製造業頻繁罷工，都使企業對美國營商環境存在擔憂。
而美貨幣政策急轉彎、突發性政治事件等種種不確定性，更令企業望
而卻步。
此外，美國還把經濟議題政治化，在相關政策中加入種種「護欄」

條款，打擊企業信心和積極性，例如《芯片與科學法案》規定相關企業
在赴美建廠時須作出排他性選擇；《通脹削減法案》新規規定，明年起
在美生產的電動車不能包含中國等製造或組裝的電池組件。目前中國
的電動車電池佔全球市場一半以上，部分電池材料的供應可滿足90%
需求，跟中國「脫鈎斷鏈」談何容易。

香港文匯報訊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國電動汽車巨企

Tesla的電池供應商日本松下公司，近日宣布經過慎重考慮，

放棄在美國俄克拉何馬州新建電池工廠的計劃。事實上這並

非單一個案，今年以來已有多家國際知名企業紛紛放棄或推

遲在美建廠的計劃，主要考慮到成本高企問題，以及對美經

濟前景感到憂慮，這凸顯美國重振製造業的困難，也打擊總

統拜登政府「再工業化」的施政重點。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曾經歷「去工業化」時代，為應對相關的後遺
症，近十多年來美國持續推動「再工業化」，但成效並不明顯，製
造業在經濟結構中的佔比並無明顯提升。
分析指出，自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美國多屆政府均致力吸引製
造業回流，例如前總統奧巴馬時期先後推出「購買美國貨」、《製
造業促進法》等多項政策。前總統特朗普（圖）2017年明確將發展美
國製造業，擴大製造業就業規模等作為施政綱領。總統拜登上任後
簽署《通脹削減法案》，還要求建立供應鏈的長期彈性，擴大小型
製造商獲得資金的渠道，以加強美國製造業。

特朗普推行大幅減稅
為推進「再工業化」進程，美國在財政、貨幣政策上也給予大力支
持，在財政政策方面，2017年美國稅收制度作出30年來最大幅度修
改，《減稅與就業法案》把公司所得稅最高稅率從35%降到21% ，透
過針對製造業的減稅政策，鼓勵美國跨國企業將資金回流美國。
然而美國製造業佔比卻沒有明顯提升。1997年美國製造業佔國內生
產總值（GDP）比重為16.1%，2008年至2015年徘徊12%至12.3%，
2020年更跌至11%以下，直到2021和2022年才重回11%以上。
對於美國「再工業化」的成效，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蒙紹

表示，「已離開的行業不會輕易再出現，西方的再工業化戰略不太
可能奏效。」分析人士認為，由於美國的工業基礎已被掏空，一家
工業公司往往需數年時間才能建立生產線和供應鏈；發展工業需要
基礎設施提供保障；工業投資不僅回報周期長，回報率也不高，還
要受勞動力招聘和培訓、勞資關係的影響；地方政府財政有限、基
礎設施破舊，很難吸引到外來投資，從而陷入惡性循環。
雖然美國政府急切推動「再工業化」，但美國商界的積極性並不
高。由於歐美各主要國家在促進「再工業化」過程中，普遍加強國
家對貿易的干預力度，先後推出外商投資審查、出口管控和貿易防
禦機制等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這些政策傷人傷己，也削弱美國「再
工業化」政策效應。
有經濟學家指出，美國「再工業化」面對許多挑戰，首先是「再工業
化」政策可能受制於美政治形勢，例如民主
黨若在2024年大選落敗，拜登的產業政策
未必能被落實。還有來自其他地區的製造
業競爭仍在加劇，中國製造業綜合實力不
斷上升，歐盟等發達經濟體也推進「再工業
化」，其他新興經濟體亦可能加入競爭。此
外，美元強勢或持續削弱美製造業出口。

香港文匯報訊 據《紐約時報》報道，美國國會兩年前撥款50億
美元（約390億港元）打造全國電動汽車快速充電網絡，然而進度非
常緩慢，只得俄亥俄州和紐約州啟用了充電站，另有28個州份簽訂
建造合同或開始接受投標，其餘州份更無寸進，窒礙總統拜登政府
推廣電動車的計劃。
部分州份的運輸官員表示，他們在建造充電站方面完全沒有經驗，

很難滿足聯邦政府的要求。田納西州花兩年時間才剛結束投標申請，
該州運輸官員埃利奧特指出，使用聯邦資金的要求和限制繁多，他們
須向聯邦政府提交兩份計劃，「我工作了30年，首次碰到在項目花錢
前，要做如此多的計劃」。另有官員表示，即使已簽署合同，仍需花數
年完成環境審查、克服其他官僚障礙，才能開始建造。
此外，充電接口不一也阻礙建設進度。得州等部分州份要求配備
Tesla使用的接口，福特和通用汽車也宣布未來在汽車上安裝Tesla的
充電接口。數據分析公司EVAdoption行政總裁麥克唐納德表示，部
分汽車製造商不確定是否為消費者提供適配器，這可能影響車主使
用新充電站。
拜登政府設下2030年前實現半數銷售新車為電動車的目標，然而
實際情況不如預期。4月一項調查顯示，80%受訪者因缺乏充電站，
而放棄選擇購買電動車。

香港文匯報訊 金融分析公司標普全球公布的報告顯示，美國11月
份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從10月份的50降至49.4，是
近三個月以來最低水平。有製造商表示，指數下滑與需求疲弱、利率
攀升、經濟不確定性和通脹率持續高企有關，或令美國經濟進一步陷
入衰退風險。
PMI是衡量行業發展狀況的「晴雨表」，反映未來經濟變化趨勢。指數

通常以50為臨界點，高於50代表某領域處於擴張狀態；低於50則處於
萎縮狀態。根據該項調查，製造業PMI從10月份的50.0降至11月的
49.4，服務業PMI則從10月的50.6升至11月的50.8。然而服務業就業人
數自2020年6月以來首次下降，製造業就業人數也連續兩個月萎縮。報
告稱，企業普遍提及裁員的原因，是因需求狀況減弱和成本壓力上升。
標普全球市場情報公司首席經濟學家瓊斯在報告中指出，由於對經

濟前景的擔憂，企業近三年半來首次出現裁員，這一現象不僅出現在
製造業，服務業公司也表示正尋求節省成本。媒體分析稱，美國就業
增長一直是經濟的關鍵，勞動力市場持續疲軟，可能重新引發對明年
經濟衰退的擔憂。

PMI三個月最低水平
或致經濟進一步陷衰退

拜登推行電動車不力
充電網絡建設緩慢

3任總統接力推動
「再工業化」成效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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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企主要考慮成本高企問題外企主要考慮成本高企問題，，以以
及對美經濟前景感到憂慮及對美經濟前景感到憂慮，，凸顯美凸顯美
重振製造業的困難重振製造業的困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