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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1 日，彭博社转引消息人士的

话称，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切断华为与

其所有美国供应商的联系，部分美国

政府官员主张禁止向华为供应任何产

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随后的

记者会上回应称，这种做法是赤裸裸

的科技霸权。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

国 家 安 全 概 念 ，滥 用 国 家 力 量 ，无 底

线、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该禁令可能今年 5 月在美国获得

通过，这正是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

单”四周年之时。2019 年 5 月，美国前

总统特朗普一纸禁令，以“科技网络安

全”为由，将华为公司及其 70 家附属公

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拉开

了美国对中国科技产业制裁打压的大

幕。近 4 年来，美国并未有任何收手迹

象，甚至变本加厉滥用国家力量无底

线打压中国科技产业。

迎难而上的中国科技产业，要准

备好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

年年“加戏”的制裁闹剧

在美国，制裁华为俨然成了一种

“政治正确”。

今年 1 月底，当制裁华为的始作俑

者特朗普在布什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

开启他的 2024年总统竞选活动时，他的

老对手拜登毫不吝啬地送上“大礼”，宣

布正考虑全面禁止美国供应商向华为

供货，其中包括此前允许供应的 5G 级

别以下产品，该禁令有可能在 5 月正式

通过，恰是华为遭遇制裁四周年之际。

面对美国国内部分要求继续限制中国

科技产业发展的压力，拜登政府仿佛有

意在与特朗普比谁出手更狠。

而华为就是那个最明显的“靶子”。

事情最早露出端倪是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加拿大无理扣押了在温哥华转

机的时任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随

后，美国司法部门联合多部门对孟晚

舟发起数十项指控，要求加拿大政府

引渡孟晚舟。

后来的事实证明，扣押孟晚舟只

是 美 国 正 式 开 始 行 动 前 的“热 身 ”动

作，半年后，美国正式对华为下手。美

国当地时间 2019 年 5 月 15 日，特朗普

签 署 行 政 令 ，宣 布 国 家 进 入“紧 急 状

态”。同时，以“科技网络安全”为由，

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公司及其 70 家附属

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美国

企业只有在得到特别许可的情况下才

能向华为供货。华为无法再使用高通

的 5G 芯片，谷歌也同时停止了与华为

合 作 ，华 为 旗 下 手 机 无 法 使 用 谷 歌

GMS 服务，并失去了安卓系统更新的

访问权。

制裁发布后的次日凌晨，华为旗

下半导体公司海思总裁向全体员工致

信，宣布花费多年心血打造的“备胎”

芯片将在一夜之间全部“转正”，此前

的“极限”假设成为现实。

但制裁的冰山一角这时才刚刚露

出水面。

在首轮制裁一周年之际，美国再

次升级制裁手段。不再局限于美国企

业和美国产品，凡是使用了美国技术、

美国软件设计和制造的半导体芯片等

产品，均被严格限制向华为提供。包

括 全 球 最 大 的 芯 片 代 工 厂 台 积 电 在

内，三星、SK 海力士等美国以外的厂

商，无法再向华为提供高端芯片产品

及代工服务。

美 国 此 轮 制 裁 留 有 120 天 缓 冲

期。缓冲期内，华为开启全球“扫货”

模式，储备大量库存应对即将到来的

“饥荒”。2020 年 8 月 7 日，在中国信息

化百人会 2020 年峰会上，时任华为消

费者业务首席执行官余承东坦承，华

为麒麟高端芯片在 9 月 15 日之后无法

制造。同年 10 月发布的华为 Mate40

系列手机，成为最后一款搭载麒麟高

端芯片的华为手机。

距上轮制裁仅过 3 个月，2020 年 8

月，美国再次收紧了制裁绳索。华为

分布在 21 国的 38 家子公司及研究机

构被列入“实体清单”，进一步限制了

华为相关业务发展。同年 11 月，华为

宣布出售旗下终端品牌荣耀。

从美国产品到美国技术，从美国

企业到全球企业，美国对华为不断围

追堵截。过去 4 年，虽然美国对华为施

加多轮制裁，但始终留有一道缝隙，即

“特别出口许可”，相关供应商可以在

获得授权后继续向华为供应产品。

据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公布的

数据，在 2020 年 11 月 9 日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这半年左右时间里，美国商务

部共向华为的供应商批出 113 张许可

证，占总申请量的 69.3%，价值达 610 亿

美元。其余有 28.4%的申请被退回，只

有 1.2%遭到明确拒绝。

此次全面断供禁令若如期落地，

对于华为或许又将是一次“窒息”般的

打击，这一次华为将如何面对，成为大

众关注焦点。

以持续创新应对打压

4 年历经多轮打击，华为增长的步

伐明显放缓。

首轮制裁次年的 2020 年，华为财

报显示，其消费者业务收入仅比上一

年增长 3.3%。到了 2021 年，随着制裁

进一步加剧，其消费者业务收入则急

剧下降 49.6%。尤其在同年 3 月的一轮

制裁过后，华为再无 5G 芯片可用。仅

从智能手机出货情况看，华为已从巅

峰时的榜首，一路跌出前五，如今市场

份额只能被归类为“其他”。

受伤害的不只有华为。此次全面

断供消息一传出，全球半导体行业景

气指标的主要代表——费城半导体指

数应声下跌 2.67%。国际战略咨询公

司 奥 尔 布 赖 特 石 桥 集 团（Albright

Stonebridge）中 国 事 务 高 级 副 总 裁 保

罗·特廖洛（Paul Triolo）认为，全面断

供将对出货量较大的美国供应商收入

产生重要影响。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华为转身

喊出了“南泥湾”精神。

当 2019 年 8 月余承东在华为开发

者大会上正式发布鸿蒙系统时，这个

看上去有些简陋的系统，还未能完全

说服开发者和消费者。但三年之后，

还是华为开发者大会，还是余承东，其

宣布搭载鸿蒙系统的华为设备已达 3.2

亿台，较上年同期增长 113%；鸿蒙智联

产品发货量超 2.5 亿台，较上年同期增

长 212%。系统竞争的背后是生态竞

争，作为衡量操作系统生态最重要的

指标之一，鸿蒙生态的开发者数量已

超过 200 万。

创新仍在继续。2022 年，华为利

用卫星通讯技术将北斗卫星消息引入

旗下手机，率先实现了手机与卫星直

连通信。在国内近几年发展迅猛的折

叠屏手机市场中，华为通过较早的产

品和技术布局，在 2022 年占据国内折

叠屏市场第一，市场份额达 47.4%。

面向企业市场，华为同样挖掘出了

更大潜力。其整合横向资源，聚焦纵向

企业市场，分三批成立了 20 个军团，如

煤炭军团等行业军团、智能光伏等产业

军团，数据中心等产品组合军团。

“2022 年是华为从应对美国不断

制裁的战时状态，逐步转为制裁常态

化正常运营的一年，也是逐步转危为

安的一年。”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

2022 年 12 月 30 日发表的新年致辞中

预计，2022 年华为实现销售收入 6369

亿元，与 2021 年的 6368 亿元基本持平。

在业界人士看来，面对可能到来

的新一轮打压，投入研发、持续创新仍

是华为未来生存的关键。

在华为面临严苛制裁的 2021 年，

其研发投入达到 1427 亿元人民币，创

下历史新高，占全年收入的 22.4%。在

欧盟委员会公布的 2022 年欧盟工业研

发投资记分牌上，华为投入研发金额

190 亿 欧 元（约 合 1386.05 亿 元 人 民

币），在排行榜中名列第四，仅次于谷

歌、脸书与微软公司。

4 年制裁没能让华为一头栽倒，这

一次，华为又将走向何方？徐直军的

一句话或许可以给出答案：“一个人只

要理想还站着，任何压力都不能让他

倒下。”

昭然若揭的霸权野心

华为是美国立在竞争前线的“靶

子”，也是部分中国科技企业遭遇美国

打压的一个缩影。

2 月 20 日，《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

及其危害》发布。其中第四部分“垄断

打压的科技霸权”细数了历史上美国在

高科技领域大搞垄断打压、技术封锁，

遏阻其他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龌龊

往事。其中特别指出，美国善于炮制各

种借口，围追打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

国高科技企业。美国还对生物技术、人

工智能等高端技术实施管控，强化出口

管制，严格投资审查，打压包括微信等

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不久前的 2022 年 12 月 15 日，美国

商务部发布公告，将 36 家中国实体列

入美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其中包括

寒武纪、合肥兆芯电子、长江存储及其

日 本 子 公 司 等 芯 片 、半 导 体 制 造 企

业。今年 2 月 10 日，美国商务部再次

发布公告，将 6 家中国实体列入美出口

管制“实体清单”。

有学者统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12

日，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的

中国实体已达 2029 个，横跨通讯、金

融、交通航运等多个领域。实体类型

既有华为、中芯国际这样的

前 沿 科 技 企 业 ，也 有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中 国 科 学 院

计 算 技 术

研究所等教育、科研机构。其中，中国

企业达 1000 多家。

“ 单 挑 ”已 经 不 能 满 足 美 国 的 野

心。不久前有海外媒体报道称，美国、

日本、荷兰三国政府已达成协议，将进

一步限制向中国出口部分先进芯片制

造设备。对此，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发布严正声明，反对这一破坏现有全

球半导体产业生态的行为。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科学技术与社会

研究中心主任李正风对此分析道，在

出口管制、制裁、投资限制和技术脱钩

等常规做法外，不断招募盟友形成新

的国际联盟和协议，扩大围堵圈和加

大打压力度，是美国遏制中国高科技

产业发展的新动向。当下美国正围绕

半导体产业链构建联盟，联盟内相互

支持，对中国等联盟外的国家则进行

系统性封锁。

从华为遭到美国“绞杀”，到如今

美国对我国高科技产业链进行系统性

封锁，美国全方位遏制我国科技产业

发展的目的图穷匕见。

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研

究员朱相丽看来，这一幕并不陌生。

上世纪 80 年代，同样是在半导体

领域，日本凭借产品价格优势，成为当

时全球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国，一度占

据全球半导体市场销售额的 46%。但

好景不长，日本在半导体领域优势尽

显后，美国便先后迫使日本签订了共

计两期、每期 5 年的《美日半导体贸易

协议》，对日本半导体产品销售价格、

日本市场占有率进行了直接干预。最

终结果便是日本半导体产业被韩国赶

超，美国重新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

出口国。

如今中美之间的竞争强度已远超

当年的美日半导体摩擦，但美国所用

伎俩仍一脉相承。“美日半导体贸易摩

擦与如今的中美摩擦虽有显著的差异

性，但也有很大的相似性。例如，美国

始终以保障国家安全的名义来维护其

在半导体产业的霸权地位，这种霸权

地位是美国代表政治力量的政府与代

表经济力量的企业通力合作的结果。”

朱相丽分析道。

国家安全已是美国的惯用说辞。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李希义认为，在这层外衣之下，美国瞄

准半导体、5G、人工智能等科技前沿技

术产业对中国进行精准打压，目的已

十分明确。“从经济发展角度看，这是

打压美国企业的竞争对手，阻碍中国

产业结构升级，延缓中国经济发展速

度。但终极目标是防止中国成为挑战

美国国际领导地位的对手，维护美国

全球霸主的地位。”李正风同样一针见

血地指出，美国对中国科技产业发展

进行打压的背后，除了经济考量，更多

是要维护其在全球意识形态、文化价

值观领域的主导地位。

风浪越大越向前

打铁还需自身硬。面对不确定性

日益增加的外部环境，唯有不断增强

科技创新实力，用确定性对冲不确定

性，才能给发展带来最大的“安全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自立自

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我们

必 须 完 整、准 确、全 面 贯 彻 新 发 展 理

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

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科

技自立自强上取得更大进展，不断提

升我国发展独立性、自主性、安全性，

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业，开辟经济发

展的新领域新赛道，形成国际竞争新

优势。

过去十年，我国加快推进科技自

立自强，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一万

亿元增加到二万八千亿元，居世界第

二位，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基

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

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壮大，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

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

量子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

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

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

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为

了遏制中国科技产业发展，进而全方

位阻止中国崛起，从美国硅谷，到日本

筑波科学城，美国正试图降下一幅科

技“铁幕”，阻止中国科技前进步伐。

在这个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

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

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这一背景下，科技自立自强被提

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不久前表示，

科技自立自强不仅是发展问题更是生

存问题，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强

劲筋骨”支撑民族复兴伟业，这是面向

未来的必然选择甚至是不二选择。

突破的关键已写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

局中的核心地位。”“实施产业基础再

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

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巩固优势

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

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

应保障能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

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

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

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

擎。”“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

链深度融合。”

“不管是开辟新领域新赛道，还是

发展新动能新优势，都要把科技创新

作为最根本、最核心、最关键、最可持

续的力量，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

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

国家创新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研究员丁明磊强调。

李希义认为，实现科技创新发展，

还需要从国内、国际两方面发力。国

内方面，一是要重视基础研究，加大政

府在基础研究方面的财政投入，并采

用税收激励、捐赠等方式引导社会资

本支持基础研究；二要重视新兴技术

研发，充分发挥国家科技计划的作用，

并引导企业投入新兴技术的研发；三

是提供更为宽松的创新环境，鼓励研

究者敢于挑战权威，重视培养具有创

新能力的人才；四是坚持市场化机制，

提供稳定的市场环境，增强企业的创

新主体地位。尤其是发挥好财政资金

的引导作用，引导社会资金共同支持

成长期的高科技企业。

自立自强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

纵然国际形势波诡云谲，中国仍在坚

持不懈推动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李

希义表示，我国应继续坚持扩大对外

开放，保持政策稳定性，提供具有长久

预期的发展环境。与世界保持紧密联

系 ，互 通 有 无 ，吸 引 国 外 企 业 在 华 发

展，吸引国外人才在华创新。

风浪越大越向前。在这个充满不

确定性的时代，需要我们不断增强科

技创新实力，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增添

充足底气。

对
华
为
制
裁
再
度
加
码

对
华
为
制
裁
再
度
加
码

美
国
霸
权

美
国
霸
权
﹃﹃
绊绊
﹄﹄
不
倒
中
国
科
技
企
业

不
倒
中
国
科
技
企
业

华为被美多轮制裁华为被美多轮制裁，，也是部分中国科技企也是部分中国科技企

业遭遇美国打压的一个缩影业遭遇美国打压的一个缩影。。截至截至20222022年年1212

月月1212日日，，被美国商务部列入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实体清单””的中国的中国

实体已达实体已达20292029个个，，横跨通讯横跨通讯、、金融金融、、交通航运等交通航运等

多个领域多个领域。。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从经济发展角度看，，这是打压美国这是打压美国

企业的竞争对手企业的竞争对手，，阻止中国科技进步阻止中国科技进步，，阻碍中阻碍中

国产业升级国产业升级。。但终极目标是防止中国成为挑但终极目标是防止中国成为挑

战美国国际领导地位的对手战美国国际领导地位的对手，，维护美国全球霸维护美国全球霸

主的地位主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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