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美東時間2月21日，白宮

網站發布「美國第一」投資政策備忘錄，宣布將調整美投資政策，重

點進一步限制與中國（包括內地與港澳）的雙向投資。商務部發言人

於北京時間22日回應指出，美方做法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具有歧視

性，是典型的非市場做法，嚴重影響兩國企業正常經貿合作。專家對

香港文匯報表示，美國對中國科技領域投資進行限制的做法無異於螳

臂當車，單邊封鎖的保護主義行為不僅沒有保護作用，反而會適得其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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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美「科技閉關」無阻中國進步
白宮「投資政策備忘錄」既失龐大市場又失技術迭代機會 更加劇通脹損民生福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2
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
交部長王毅在結束訪問英國、愛爾蘭
並出席第61屆慕尼黑安全會議、赴
紐約主持聯合國安理會高級別會議、
赴南非出席二十國集團外長會後，就
此訪情況接受了中國媒體採訪。

大國要帶頭講誠信講法治
王毅在採訪中強調，中國將是多極
體系中的確定性因素，將堅定做變革
世界中的建設性力量。我們倡導平等
相待，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
則平等，大小國家一律平等，提升發
展中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代表性和發
言權，確保各國都能在多極體系中找
到自己的位置。我們堅持尊重法治，
尤其要遵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
則。大國要帶頭講誠信，講法治，堅
決摒棄零和博弈，不應重拾叢林法
則，在遵守國際法上不能搞雙重標
準。我們呼籲踐行多邊主義，倡導共
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維護聯合
國的權威和地位，在治理全球難題、
應對全球性挑戰中加強團結、共擔責
任。我們支持開放共贏，保護主義不
是出路，「脫鈎斷鏈」斷的是機遇，
「小院高牆」封的是自己，要以普惠

包容的經濟全球化支撐平等有序的世
界多極化。

冀中歐「雙向奔赴」下一個50年
對於中歐關係，王毅表示，中國始

終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看待中歐關
係，將歐洲作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
重要方向和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
夥伴。中歐關係不針對、不依附、也
不受制於第三方。
王毅說，此次歐洲之行感受到，在

元首外交戰略引領下，歐洲對華政策
趨於理性務實，希望了解中國所思所
行，願同中國加強交流合作，通過對
話妥處分歧，樂於同中國共同維護和
加強多邊主義，推進全球治理。
王毅指出，今年是中國歐盟建交
50周年，中歐關係發展迎來繼往開
來的重要節點。無論國際形勢如何
變化，中方都將同歐方一道，總結
雙方關係發展成功經驗，錨定夥伴
正確定位，堅持互利合作主基調，
通過對話協商處理好分歧和差異，
繼續作彼此尊重、相互信任、長期
穩定的戰略夥伴。相信在雙方共同
努力下，中歐關係能夠開啟新一輪
「雙向奔赴」，共同開闢更加光明
友好的下一個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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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劉英

表示，此次白宮發布的投資政策備忘錄中 ，

對中方重點限制的領域，主要源自2020年《中美科技競爭評估

報告》中列出的中國領先領域：量子信息、人工智能、新能

源、新能源汽車等十大行業。備忘錄本質是通過投資審查、國

家安全等名義，在先進科技領域人為製造差距，維持美國領先

地位。

劉英認為，近年來中國自主研發能力不斷提升，尤其在算力硬

件條件受到美國出口管制而受限的情況下，通過算法優化等方法

實現了重大突破，比如春節期間火爆出圈的DeepSeek，就以低投

入低成本短時間高效能地實現了對 OpenAI 的追趕甚至趕超。

「可貴的是，中國在AI領域堅持開源協作，DeepSeek開發出大

模型免費向全球開源，這種開放的思想、開源的做法，正推動形

成新的AI創新生態。世界的科技潮流是奔騰向前的，任何國家的

孤立主義都無法阻擋技術進步的洪流。」

劉英指出，美國對中國在科技領域投資進行限制的做法，實際

上是螳臂當車，沒有意義。中國的崛起，特別是在科技創新、產

業創新生態方面的發展，得到各國認可。「科學家是有國界的，

但是科技是無國界的。人類的知識和技術必須相互共享、不斷迭

代，科技的進步應該是全球性的，更何況科技進步需要應用場景

的多樣化驅動，單邊封鎖只會適得其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科技孤立無意義 開放開源成潮流
專家解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美東時間2月
21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布，將就其對中國海事、
物流、造船等領域採取的限制措施徵求公眾意見。對
此，商務部發言人應詢指出，2024年3月以來，中美雙
方已就美對華海事、物流和造船業相關調查開展多輪溝
通。中方反覆申明對301調查看法，並提供中方立場非
文件，要求美方回歸理性客觀，停止將美國內產業發展
問題甩鍋到中方頭上。但遺憾的是，美方還是一意孤
行，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中方敦促美方尊重事
實和多邊規則，停止錯誤做法。中方將密切關注美方動
向，並採取必要手段捍衛自身合法權益。」

增成本增美國內通脹壓力
商務部發言人表示，此前美對華加徵301關稅已被世貿
組織專家組裁定違反世貿規則，受到眾多世貿組織成員
反對。美方出於國內政治需要，濫用301調查手段，是對
多邊貿易體制的進一步破壞。美方提出的徵收港口費等
擬議限制措施損人害己，不僅無法振興美國造船業，反
而會提高與美國相關航運路線運輸成本，增加美國內通
脹壓力，降低美國商品全球競爭力，損害美國港口、碼
頭運營商和工人的利益，美國內對此也有很大反對聲
音。有關國家和組織也對美方調查表示反對和不滿。
2024年3月，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等組織向美國貿易

代表辦公室（USTR）提交請願書，指控中國在海事、
物流與造船業的行為對美國商業造成負擔。同年4月，

USTR決定發起調查。5月，USTR舉行公開聽證會。經
過大半年時間，今年1月，USTR發布了《對中國在海
事、物流和造船行業尋求支配地位的行為、政策和做法
的301調查報告》認定中國相關行業的行為不合理且對
美國貿易造成限制。隨後，拜登政府宣布了一系列對華
經貿限制措施，包括制裁中國企業和發布301調查報
告。2月，USTR宣布將就限制措施徵求公眾意見，並
提出對中國製造的運輸船舶收取費用，要求部分美國產
品通過美國船隻運輸。

專家：美貿易保護丟「大國範兒」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劉英對香港文匯

報指出，美國是世界大國，但已經逐漸丟掉了「大國範
兒」，其發起的301調查，本質上就是貿易保護主義的
工具。「如果美國還記得疫情期間全球物流遭遇到的瓶
頸和供應鏈阻隔，就應該對現代物流尤其是海上物流供
應鏈的『脫鈎斷鏈』有所顧忌。」
中國造船業一直全球領先，2024年中國造船完工量、

新接訂單量和手持訂單量分別佔全球市場份額的
55.7%、74.1%和63.1%，三大造船指標連續15年全球第
一。劉英認為，中國造船業的高速發展以及物流體系的
高效，為全球提供更低的運費與成本，同時為穩定開放
高效的全球供應鏈體系作出了突出貢獻。美國將產業競
爭力問題政治化、武器化、泛國家安全化，既違反
WTO規則，也不利於全球產供鏈的穩定。

美擬限制中國海事物流造船業 中方將採措施捍衛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新備忘
錄，計劃進一步限制對中國特定科技領域的投資，包括芯片、人
工智能、生物技術等，還要求科學技術政策辦公室定期審查，意
在進一步打壓中國高科技產業的崛起。分析認為，這無疑會影響
中國科創企業融資、業務拓展及上市企業估值等，但機遇與挑戰
並存。面對外部壓力，中國企業將不斷加強自主研發和創新能
力，突破美方的「圍剿」，香港也能抓住機遇，發揮「一國兩
制」、國際金融中心、創科中心等獨特優勢，加強「內聯外
通」，助力中國科企突圍。

外界打壓催生「國產替代」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几對香港文匯報分析指出，中

美在科技、貿易等方面的博弈已經是常態，惟有見招拆招、靈活
應對才可佔據有利地位。
他認為，近年美國政府對中國高科技的打壓不斷升級，尤其在

芯片的出口管制及投資限制方面，企圖借封鎖芯片技術以遏制中
國在多個關鍵技術領域的進步。但美方事與願違，反而激發了中
國企業的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催生更多「國產替代」的出現及
進步。如近期火爆全球的DeepSeek，只需要花費其他優秀大模型
一小部分的成本，即可獲得先進的成果。另如宇樹科技在人形機

器人、機器狗等領域的技術領先全球，他們都是在美國的技術封
鎖下，靠自己的研發、創新突圍的。故此，相信美國的新一輪技
術限制，只會更加激發中企的自主研發和創新。而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的香港，也能從融資、業務拓展及上市等方面提供幫助。
昨日內媒報道稱，DeepSeek已於本月5日在香港正式註冊成立
兩家企業，形容任何內地企業布局香港，都是國際化戰略的第一
步，又稱讚香港AI發展環境優越、具備一流競爭力，相信是吸引
DeepSeek來港投資的原因之一，有利香港與內地城市攜手開拓海
內外市場。

港可提供國際化應用場景
香港近年大力投資創科，在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等新賽道已取

得一定的成績，香港的大學也有着很強的科研實力，香港同時擁
有成熟的國際商業經驗，可協同中企進行科研研究，提供國際化
的應用場景，也可為中企出海提供便利，亦是海外企業進軍內地
市場的橋頭堡。投資推廣署署長劉凱旋近日訪問日韓時就大力推
介香港「內聯外通」優勢。她指出，香港地理位置優越，是聯繫
內地與世界各地的主要橋樑，配合豐富的資源發展、人工智能、
生命科學和其他創新產業，是日韓公司和企業家在區內拓展業務
的理想據點。

中企創新破「圍剿」港「內聯外通」助突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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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上任策略抬高科技壁壘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
員劉英對香港文匯報表示，特朗普此
次發布的「美國第一」投資政策備忘
錄實際上是對上個任期 「小院高牆」
策略的延續，重點是對中國到美國投
資所謂的關鍵技術和關鍵基礎設施等
領域加強管控，是試圖抬高科技壁
壘，「這是一種赤裸裸的保護主義、
單邊主義、孤立主義的行為」。美國
希望通過限制中國發展，試圖人為阻
擋中國科技發展，來保證「美國第
一」的地位，但實際上，此舉對中國
相關產業的發展影響並不會如特朗普
政府預期的那樣大。

專家：「小院高牆」無意義
美國諮詢研究榮鼎集團（Rhodi-
um）的數據顯示，中國對美國的年度
投資額已從2016年的460億美元下降
到2022年的不到50億美元。劉英認
為，美國對華的這種限制，實際上已
經出現了邊際遞減。在中國對美投資
的興趣和數字大幅下降的情況下，美
國繼續壘高「小院高牆」的實質性意
義並不大了。

美家庭年均損失1500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的備忘錄同時

也對美國對華投資提出了限制。劉英
認為，這將給美國科技企業雙重損
失：既失去中國龐大市場帶來的應用
場景和數據資源，又錯失技術迭代的
寶貴機會。以芯片和AI領域為例，中
國市場的多樣性和大規模，本是推動
技術升級的重要動力，而美國的限制
政策如同「科技閉關」，不僅違背正
常的市場規律，更將加劇其國內的通
脹壓力。她提到，此前加徵關稅已使
美國家庭年均損失1,500美元左右，科
技封鎖將進一步削弱和降低美國民眾
的民生福祉。

無阻國際投資合作步伐
劉英強調，美國泛化國家安全、將
經濟問題政治化的操作，儘管短期內
會加強審查對其國內產業形成保護，
但與全球化大勢背道而馳，後續趨勢
肯定不會如美國所願，定無法阻擋國
際投資合作的步伐。此種做法不僅不
現實，還會阻礙全球經濟科技的共同
進步，呼籲美方盡早放下成見，秉持
開放、合作的態度，共同推動科技的
發展，為人類社會的進步貢獻力量。
中國商務部發言人也指，中方敦促美

方遵守國際投資貿易規則，尊重市場經
濟規律，停止將經貿問題政治化、武器
化。中方將密切關注美方動向，並採取
必要手段捍衛自身合法權益。

●近年美國企圖借封鎖芯片技術以遏制中國在多個關鍵技術領域的進步。圖為中
國某芯片廠內部。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