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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主要围绕着争夺技术霸主地位展开，这
场技术竞赛提高了所有投资者的风险，并要求他们进一步分析潜在的影
响和机会。虽然中美间的技术竞赛可能会阻碍中美间合作并减缓全球气
候变化进程；与此同时，它也将在技术、清洁能源和生物技术等领域产
生创新的热潮，并且拥有应对像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爆发那样流行病问
题的快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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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章 IUCJ

什么是技术战？技术战的重要性是什么？

现阶段主要围绕技术霸权展开的中美间的冲
突意味着投资者们将面临的更高风险。因

此，对这场技术战分析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这
一章节将分析中美两国间的竞争与依赖关系、衡
量两国技术战范围的变化并指出中国在未来可能
会出现的投资机会。

简而言之，如果中美技术战争持续升级，许
多中国企业将会面临困境。这也将给中美间合作
带来负面影响，例如两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合
作将会受到重挫。然而，在两国相互较量的同
时，这场技术战争也很有可能在信息技术、清洁
技术、生物技术等方面带来重大的创新及突破。
投资者将在增进中美合作中扮演关键角色，同时
他们也可以利用技术战中的科技创新带来历史的
新机遇。

竞争与依赖：中美关系及变化

中国和美国不仅是彼此的最大竞争对手，同
时也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间激烈的竞争加
之贸易上的相互依赖使得中美关系变得愈加复
杂。习近平主席将这种竞争与依赖共存的关系称
为缠斗。这个比喻的恰当之处在于，中美关系一
直在冲突和合作之间保持平衡。以贸易为例，两
国之间的贸易政策在开放贸易与保护主义之间摇
摆不定。

竞争

随着中国在技术领域的突飞猛进，中美之间
竞争的利害关系也正正不断上升。 因为美国
希望在中国面前保持其技术和经济优势，因此其
通过采取限制中国获得某些美国技术、在经济上
施压的方式来保持美国的优势。

出于国土安全和经济方面的考虑，美国政府
则顾虑中国会提前获得更先进的技术，尤其是在
半导体或网络安全方面。 这种竞争态势对两国都
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对美国而言，由于
目前缺乏足够的贸易与合作，其经济增长正变得
更加缓慢。对于中国而言，因为其目前仍依赖于
美国和全球市场的供应和融资，美国施加的经济
压力无疑使其也受到了重创。

依赖

在保持激烈竞争的同时，两国之间也有着相
互依赖，而这依赖关系主要建立在两国家的不同
优势上。中国有廉价的制造业，快速发展中的消
费经济，对手机和互联网相关产品与服务的高需
求以及大量的理工科人才。美国则拥有领先的技
术，成熟的消费经济以及进入全球经融市场的良
好渠道。

两国借助其比较优势可以从跨境贸易和投资
以及合作机会中获得了可观的收益，这也给两国
发展了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相互依赖。 美国目前依
靠中国和其他国家将制造业的成本降到最低，而
中国目前依靠美国及其他国家来获得最先进的技
术。

中国的依赖和风险：海外技术供应及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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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因为中国在先进技术领域仍然依赖全
球供应，从而使其极其容易被美国政策所影响。
例如，美国禁止华为在其手机上使用谷歌的安卓
操作系统，从而使得华为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并不
得不开源设计自己的系统。

半导体（或集成电路或计算机芯片）是中国
供应链中风险较高的产品。因为半导体与电话，
计算机，智能汽车等的核心处理有着密切关联，
没有半导体就意味着无法制造此类设备。这些芯
片则是中国的致命弱点，因为唯有美国、韩国、
日本和欧洲等区域有能力设计和制造最先进的半
导体（即微处理器）。中国需求占全球半导体需
求的半数之上，但中国本土的公司却只能满足约
百分之三十的需求。

中国目前已经制定了未来大规模半导体制造
的计划，但专家表示，由于缺乏人力资源等因
素，这些规划可能需要十年及以上才能看到成
效。从短期来看，中国仍需要依赖全球半导体供
应来整合大多数技术。与此同时，中国公司通过
大量储存国外半导体以减轻来自此依赖的风险，
但中国仍然极易受到全球半导体供应变化的影响
（图1）。

图1. 中国半导体消费和生产值。（PwC，“中国
在半导体行业的影响：2017更新”， 2017年11

月。2015年后的数据为预期）

除了半导体等外来技术，中国还依靠由美国
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来获取资本和开展国际业

务。这个话题虽不在本章所讨论的范围之内，但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可能会利用其金融霸权使中
国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而中国很可能会力争摆

脱其词方面的依赖。

美国的依赖和风险：中国制造

大量的美国公司使用且依赖于中国的制造
商。然而，将制造地从中国转移到别处则需要数
年的时间。以苹果公司为例，其约百分之五十的
供应商都在中国本土。将其中国供应商转移至别
处对苹果而言意味着大量损失的市场份额。从中
期来看，许多美国公司将持续依靠中国从而在全

球范
围内保持其业务和竞争力。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所控制的稀土元素供应对美国而言则不是主
要风险。 有证据表明，中国限制稀土元素出口只
会提高消费电子产品的价格。 美国既可以减少稀
土元素的使用，也可以提高其稀土元素的生产，
而中国却很难减少半导体的使用或生产出最先进
的半导体。

中美技术战的现状及未来趋势
美国和中国的竞争目标

美国希望在中国面前拥有全面的技术和经济
优势；作为回应，中国则希望建立一个接近甚至
超越美国的独立技术生态系统。

一场专注于技术和经济的竞争

当前中美之间的冲突正围绕着技术和经济展
开，这是一场关于顶尖技术和经济生态系统的冲
突。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son）在《纽约时
报》近期的社论中称中美关系为“新冷战”，但截
至目前，这个冷战的比喻似乎只增加了中美间相
互挑衅而缺乏实际意义。尽管有人可能会争辩
说，中美之间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可能利用
这种冲突来谋取政治利益，但从美苏冷战的水平
来看，目前的中美冲突并不是一场政治冲突。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技术战至关重要，因为
信息技术可以使该国获得相应“被依赖”的优势。
以5G为例，中国是开发和监管5G的全球领导
者。华为通过与不同国家在5G行业标准方面进行
合作，使得其能以低于任何竞争对手的价格生产
领先的5G技术。

尽管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华为凭借其明显
的竞争优势仍然获得了全球各个国家的合作。中
国可依赖的优势在于拥有华为网络的国家需要依
靠华为来执行和进行通信。尽管美国持续施加了
很多压力，但许多国家仍依赖于华为的网络体
系。同时，中国的某些行业也持续依赖于国外半
导体供应。相对于中国，目前美国仍然拥有更
多“被依赖”优势。

中国的长期独立性及投资风险

目前，中国正在追求长期的技术独立，包括
制造先进半导体的能力，而这些措施可能会给中
美间的竞争以及投资带来更大的风险。尽管如
此，一些行业专家仍认为中美关系将会得到改
善。2019年11月，《财富》杂志在广州举行的全
球技术论坛中有很多乐观的声音，其中一位中国
教授说，整个中美冲突源于误解。然而，技术战
可能也源自误解，但冲突也有可能会持续加剧。

一个自我依赖的中国可以实现与西方脱钩，

11 书章IUCJ



书章 12

发展自己互联网结构，城市结构，网络安全形式
等并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种脱钩将同时增加
政治风险和机会。脱钩会增加风险的原因通常有
两个：第一，脱钩会导致双方之间的交流减少，
而较少的交流会增加误解和发生冲突的风险。其
次，在某些情况下，脱钩使一方有机会支配另一
方而不会带来负面后果。举例来说，如果竞争对
手A和B的超级计算机的研发渠道完全不同，并且
A开发的超级计算机尤其强大且领先于B数年，那
么A可能会在不产生后果的情况下破坏其竞争对
手的计算机基础设施。然而，中美脱钩也带来了
更多机会。投资者可以结合“中国模式”和“美国模
式”得到最佳发展，并创造和增加重要的价值。
实际上，随着两国合作的减少，未来协作所蕴含
的潜在价值会不减反增。

如果可以持续实现自给自足及技术独立性，
中国可能会与西方更全面地脱钩。支持脱钩的证
据包括历史上中国对其独特的发展模式的重视。
例如在2001年，习近平主席发表了一篇讨论中国
的发展经济学的文章，中国方面的专家安德鲁·巴
特森（Andrew Batson）说：“这篇文章明确地说
明中国的模式将不会也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模
式融合”。此外，中国目前正将其互联网审查和
监管模式出口到其他国家。反对中美脱钩的原因
包括中国企业所面对的大量国际机会，尤其在欧
洲，中国已经拥有完善的商业网络。我们认为，
中国将努力做到两全其美，假定当前中国领导战
略延续，中国会在思想独立和经济机会之间寻求
一条平衡的道路。

中国的创新策略与行业前景
中国的自力更生和全球领导力创新战略

中国的创新战略通常以政府对特定行业的干
预为目标，并且侧重于：（1）通过半导体制造
等举措发展中国的自我依赖力；（2）发展中国
的全球领导者地位。通过支持全球重要的技术（
即华为受到的直接或间接的政府政府支持），或
通过支持全球不发达的技术，如清洁能源或电动
汽车。中国的政策着重于实现自力更生和实现全
球领导地位。自2006年开始实施以来，中国一直
在加大支持这些发展政策。

必须注意的是，中国的创新政策不仅关注半
导体和人工智能等重点技术领域。它还将延展到
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和智慧城市等没有全球主
导地位公司的不发达行业，以使中国公司在世界
其他地区具有竞争优势。例如，领先的可持续技
术可以帮助中国公司在注重可持续发展的欧洲市
场中获得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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