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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点

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半

导体相关产品投资正踩下“急刹车”。

全球 10家大型半导体企业 2023财年投

资额预计比上一年度下降16%，至1220

亿美元，时隔4年由增转降，且降幅创

10年来最大。近来，全球半导体产业面

临供求失衡、价格下滑、投资减少等多

重困境，产业发展似乎面临降温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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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象 台

近日，美国拜登政府开始加强对华
核电产品的出口管制，要求用于中国核
电站的某些发电机、容器、软件、特别
核材料和原材料在出口时，需额外提出
申请。这一规定是继 2021 年美国将涉及
核工业的 23家中国实体列入“实体清单”
后，对中国核电发展的又一项限制措施。

2018 年 10 月，美国核安全局针对中
国核工业出了一份禁令。这份明显偏向
美国核技术出口、打压中国自主技术的
禁令称，不予批准中广核及其相关实体
申请新的技术、设备、材料出口许可或
修订、延长已有的出口许可。中广核集
团因此受到严格限制。2019年8月，美国
又将中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中广核
集团、中广核研究院有限公司、苏州热
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纳入“实体清单”。
2020 年，美国国防部将包括中国三峡集
团、中化集团等在内的 11家中国企业列
入“实体清单”。此后，只要中国核电工
业稍有新动向，美国就实施制裁。

自20世纪50年代建立核工业体系开
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就一直是中国核
电工业的核心目标。经过数十年发展，
从前端的铀浓缩、核燃料制造、核电站
技术的发展，到后端的乏燃料后处理技
术，乃至快堆、高温气冷堆、聚变堆的
研究，中国核电工业门类齐全，技术水
平已处于世界前列。因此，美国对中国
核电工业的制裁，不会伤及根本。这一
点，美国心知肚明。

明知道制裁效果有限，美国却仍然
在核电领域鼓动“脱钩断链”，本质目的
在于胁迫其他国家选边站队，遏制中国
核电工业发展。根据美国 《出口管理条
例》，被列入“实体清单”意味着企业在
从美国或含有美国技术成分的第三方购
买任何受管制物项时，都需要获得美国
工业和安全局的许可证。由于美国在经
济、科技等领域处于强势主导地位，欧
洲、日本、韩国等科技发达国家和地区
的底层核心技术大多依赖美国，因此，
美国的“实体清单”制裁可能迫使合作
伙伴“表现忠诚”，避免受到负面影响。

美国加码限制对华出口凸显其霸道
成性。近年来，美国把“制裁”“极限施
压”“经济胁迫”作为维护本国霸权的惯
常手段。据统计，截至今年初，全球已
有近 1.2 万个组织和个人遭受美国制裁。
为维护一己之利，美国早已习惯霸道行
事，不惜破坏国际规则秩序，削弱他国
发展能力，拖累全球经济增长步伐。

这件事情再次表明：关键核心技术
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科技兴
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关键核心
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国家经济高质
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有重要意义。中国应以国家战略需
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
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让动辄挥舞制裁“大棒”的霸
权行径失去抓手。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传播
学所副所长）

投资减少，市场低迷

《日本经济新闻》 报道称，美国、
欧洲、韩国、中国台湾、日本的 10 家
大型半导体企业投资计划显示，对智
能手机和电脑使用的存储芯片投资同
比大降44%，对充当个人电脑和数据中
心“大脑”的逻辑芯片投资也下降
14%。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格
尔辛格近日在财报说明会上表示，由
于一些国家市场前景不甚明朗，不得
不缩减半导体产业相关投资。

半导体产业投资下降，是半导体
产业当前出现降温趋势的一个表征。
全球半导体联盟与毕马威联合发布的

《2022 年全球半导体产业展望》显示，
2021 年，半导体产业收入创新高，达
5560亿美元。然而，半导体产业已从供
不应求向供应过剩转变。据美国消费
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报道，新冠疫
情最严重时期，半导体短缺影响了从
汽车到游戏控制器等各种产品，企业
囤积芯片以增加库存。疫情后，经济
放缓，半导体产业出现供应过剩现象。

受供求关系影响，半导体产品价
格整体陷入低迷。据美国消费者新闻
与 商 业 频 道 网 站 报 道 ， DRAM 和
NAND芯片8月报价同比均下跌四成以
上。日本综合研究所调查部研究员立
石宗一郎认为：“由于各企业减产幅度
还不够大，价格依然承压。预计需求
复苏、价格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上涨还
要等到明年。”

伴随半导体市场低迷，半导体相关
产业裁员趋势正在加剧。据彭博社报
道，美国三大芯片制造设备供应商之一
泛林集团为应对半导体设备需求骤减，
计划裁减约7%的员工，以在不断下滑的
市场中减少开支。据台媒报道，中国
台湾高通因使用半导体产品的智能手
机市场低迷，业绩持续下滑，为削减
成本，今年以来已裁员约300人。

“脱钩断链”，伤及产业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
院教授刘宏松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
半导体产业具有明显的全球化特点，
产业链涉及半导体设备、材料、设
计、芯片制造等多个环节，供应链
长、具有竞争优势的上下游企业分布
在全球不同国家，如日本相关企业主
要集中在半导体设备和材料生产环
节，美国相关企业优势在于半导体设
计和高端芯片研发。正是由于半导体
产业的全球化特性，半导体产业的整
体降温趋势与全球经济下行和产业链
碎片化密不可分。

“受全球经济下行影响，部分国家
经济复苏迟滞，市场需求端恢复缓
慢，半导体相关领域产品需求不振。”
刘宏松指出，半导体产品应用范围十
分广泛，电动汽车、通讯设备、智能
家居等相关产品都离不开半导体部
件。相关产业的需求减弱直接影响半
导体产业的增长势头，导致半导体生
产、投资、就业呈现疲软之势。

“短期来看，半导体产业投资降温
反映出当前半导体产品处于供过于求
状态，相关企业减少生产和投资行
为，是市场调节机制的反应，是正常
的周期性现象。”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
心教授蔡翠红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
除了市场调节，半导体产业面临的发
展困境有其深层原因——部分国家为
谋求所谓“国家安全”，将半导体产业
政治化、泛安全化，故意干扰、限
制、破坏基于市场规律形成的原有全
球半导体产业链，对半导体产业可持
续发展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分析，半导体
设备投资领域出现10年来最大降幅，主
要是因为近年来科技竞争愈发激烈。

近年来，美国陆续出台 《创新与
竞争法案》《2022 年美国竞争法案》

《芯片和科学法案》 及相关行政令，希
望通过巨额产业补贴和限制出口、投
资的“霸王条款”，推动芯片制造等半
导体产业“回流”本国。据美国 《华
尔街日报》网站报道，美国总统拜登8
月 9 日发布行政命令称，从 2024 年开
始，禁止美国人投资一些开发先进半
导体和量子计算机的中国公司。该行
政令禁止对中国先进半导体和量子计
算机进行新的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和
合资投资。

与此同时，美国试图在半导体产
业领域打造“小圈子”。韩国 《亚洲日
报》 报道，美国筹谋“芯片四方联
盟”，构建从芯片设计、生产到供应的
战略同盟，成员为半导体领域竞争力
较强的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
地区。此外，据日本 《读卖新闻》 报
道，8月，日本、美国和韩国在戴维营
峰会上就建立一个机制达成协议，旨
在“通过信息交流降低半导体和关键
矿物供应链中断的风险”。日本政府 7
月已同意与欧盟建立类似机制。今年5
月，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在
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表示：“将在新兴
技术方面开展强有力的跨大西洋合
作，促进美国和欧盟的联合领导。”

“近年来，美国不断加码半导体产
业‘脱钩断链’举措，日本、韩国、
荷兰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掌握全球半
导体优势企业的国家和地区，受美国
压力影响，减少与中国半导体产业投
资、生产等相关合作，直接影响全球
半导体产业正常发展。”蔡翠红表示。

遵守规则，推进合作

“美国等相关国家不断加强所谓
‘供应链韧性’，实际正在损害相关国
家经济利益，重创全球半导体供应
链。”刘宏松说。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近日就美国
政府对半导体实施限制发表声明称，

白宫反复采取过于广泛、模糊不清、
有时是单方面的限制措施，可能会削
弱美国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破坏供
应链，引发重大市场不确定性。

作为美国重要盟友和全球半导体
重要生产国，韩国半导体相关企业就
遭受了严重冲击。韩国 《亚洲经济》
报道称，美国限制对华半导体制造设
备出口，韩国半导体产业“躺枪”，三
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韩国半导体大型
企业可能因此蒙受巨额损失。

蔡翠红分析，半导体产业链相关
国家间的贸易限制和出口管制导致投
资芯片产业审查力度加大，合规成本
提升，资金筹措程序复杂化，市场不
稳定因素增加，从而影响半导体企业
的全球布局和投资计划，进一步破坏
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性，损害产业发展内生动力。

英国 《金融时报》 报道称，韩国
国会议员、三星公司前执行经理梁香
子表示：“美国应该放弃目前的做法，
即试图‘通过动摇和破坏全球半导体
供应链以达到某种目的’，并开始考虑
全球共同利益。”

“在技术层面，各国政府和企业可
以共同加大投资，支持技术研发和创
新，推动半导体产业技术进步，注重
系统性人才培养，加强科学、技术、
工程和数学教育，以培养更多半导体
领域专业人才。在国际合作层面，相
关国家应遵守相关规则，避免以国家
安全为由，泛安全化半导体产业，人
为扰乱全球半导体产业链，要通过相
互合作降低地缘政治风险，促进知识
共享和技术交流。”蔡翠红表示。

刘宏松指出：“长期来看，尽管当
前半导体产业正经历曲折发展阶段，
但半导体产业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
底层支撑，仍代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
要方向，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
之一。可以预见，半导体产业的未来
需求将持续上涨，产业高度专业化和
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

全球半导体产业投资为何降温？
高 乔 王玺荷

近日，希腊东北部发生大
规模森林火灾。

上图：在希腊东北部亚历
山德鲁波利斯附近拍摄的野火。

左图：在亚历山德鲁波利
斯附近，消防飞机参与灭火。

新华社/法新

希腊东北部野火肆虐环 球

掠 影

据《朝鲜日报》报道，受大型贷款机构“MG新村金
库”爆雷事件影响，韩国政府 9 月 5 日颁布新的行政令，
宣布引导贷款机构平稳运行，降低事件对金融系统的
冲击。

此前，韩国最大的信用合作社“MG新村金库”因流
动性告急关闭一家分支机构，引发市场对韩国信贷问题担
忧。韩国媒体报道称，今年上半年，“MG 新村金库”的
资产负债状况持续恶化，净亏损已达 1236 亿韩元。分析
指出，如果韩国贷款机构的信贷问题持续，韩国经济恐受
负面影响。

不良贷款增加

据彭博社消息，“MG新村金库”近期因600亿韩元的
房地产贷款爆雷，宣布关闭一家分支机构。此消息引发大
量储户挤兑取款，导致“MG 新村金库”进一步陷入
困境。

“MG 新村金库”是韩国房地产业的主要贷款机构，
在韩国拥有1000多家分支机构，每年有超过40%的韩国消
费者使用其金融服务。

韩国财政部数据显示，“MG新村金库”的借款拖欠
率从去年年底的 3.59%攀升至今年 6 月底的 6.18%。截至
今年 7 月，“MG 新村金库”部分分行的贷款拖欠率已超
过20%。

“MG新村金库”的遭遇是当前韩国信贷市场情况的
冰山一角。当前，韩国多地房产项目面临爆雷风险。据
韩国银行数据，韩国连续 3 年营业利润无法负担贷款利
息费用的中小房地产企业占比已达 15%，比一年前上升
4.2个百分点。以房贷为中心的家庭信贷总额也在持续攀
升。国际金融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韩国整体家
庭债务额已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02.2%。

韩国央行行长李昌镛此前表示，韩国房地产贷款逾期
正在上升，需密切注意金融行业风险。

去年 11 月，韩国一家主题公园开发商因拖欠债务，
引发一场严重的信贷危机。市场担忧，此次信用合作社等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恶化，可能再次给韩国金融市场带
来困境。

高利率助推

彭博社援引分析称，2020年前后是韩国房地产发展的

高峰期。在当时低利率的大环境下，韩国信贷规模迅速增
加。然而，去年以来，为抑制高通胀，包括韩国在内的各
国央行开启加息。高利率背景下，越来越多借款人难以偿
还旧债，金融机构的贷款“坏账”也在不断累积。

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副教授李家成接受本报采
访时表示，当前，韩国经济形势整体低迷，一定程度上带
动了信贷规模增加。高通胀抬高生产生活成本，进一步推
高企业和家庭借贷需求。韩国央行跟随美联储被迫加息以
来，基准利率上调 25 个基点至 3.5%，不少企业和家庭偿
债负担沉重。韩国如今面临的信贷问题，背后是大量借贷
人的偿债水平已无法满足还贷需求。

高利率环境下，韩国独特的“全税”租房制度也出现
“并发症”。在韩国，租户可一次性向房东支付占房价
50%-80%的押金，由此免缴月租。租期到期后，房东须如
数归还押金。期间，房东可以用大笔押金作为杠杆购置新
房。而随着利率抬升，不少加杆杆的“炒房客”资金链断
裂，在租约到期时无力返还租客押金，租客也由此面临经
济损失。据韩国金融投资协会数据，大部分韩国家庭的房
贷都是浮动利率贷款。这意味着，如果韩国央行利率继续
走高，房贷违约率还会上升，相关压力将进一步传导至韩
国金融行业。

金融风险增加

李家成表示，韩国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的存款流失
一旦成为浪潮，将不可避免地影响韩国经济走势。

目前，韩国政府已紧急采取措施，应对“MG新村金
库”的流动性危机。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日前令韩国五大
商业银行与“MG新村金库”签署回购协议，为该机构提
供总计5万亿韩元的潜在融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韩国代表团团长哈拉尔德·芬格
日前发出警告：“随着韩国等国的利率上升，韩国金融系
统正在显现脆弱性，金融风险增加。”他建议，韩国银行
应提高流动性，加强对不良贷款的吸收能力，提升对金融
风险的抵御能力。

此次韩国信贷问题能否顺利解决？李家成认为，韩国
政府与央行的决策将发挥关键作用。“后续，韩国央行能
否稳住银行利率，有效控制通胀仍需密切关注。与此同
时，韩国政府也有必要继续推行促进长期就业的政策，提
振市场信心，从根本上提升企业和家庭的偿债能力。”李
家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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