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将如何实现半导体产业的战略自主？ 

保罗·蒂莫斯1 

 

编者按：为了加强战略自主性，欧洲正在积极推进《欧盟芯片法案》。该法

案计划投入数百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先进半导体的研发、生产和供应链监测预警，

并由此促进公私部门共同参与国际合作。本期推荐的文章对该法案的内容、影响

及前景做了分析，供读者参考。 

 

在地缘政治局势日益紧张、破坏性创新带来的挑战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欧洲

的决策者们正在寻求加强战略自主性的方法。这一努力的关键是《欧盟芯片法

案》，该法案将为建立先进芯片生产厂和加强半导体研究提供数百亿美元的资金

支持。日前，美国通过了《芯片与科学法案》，支持美国的半导体产业。与此类

似，欧洲也试图建立一个更加独立自主的科技产业。 

欧盟委员会于 2022 年 4 月首次提出《欧盟芯片法案》，旨在解决欧盟半导体

供应短缺和多年来半导体产业投资下降等问题，将欧洲在全球芯片产能中的份额

从目前的 10%提升到 20%。该法案预计于 2023 年上半年通过，将对主要半导体公

司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 

《欧盟芯片法案》反映出欧洲试图在一系列技术上提升战略自主性。该法案

在关键技术领域汇集了政治、产业、技术和财政支持，提出了明确的产业和科技

能力建设规划，以务实的态度寻求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最终实现对半导体产

业生态系统的战略控制。 

                                                        
1 保罗·蒂莫斯（Paul Timmers）是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研究员及塞浦路斯欧洲大学教授。本文英文原

文登载于布鲁金斯学会官方网站：

https://www.brookings.edu/techstream/how-europe-aims-to-achieve-strategic-autonomy-for-semic

onductors/。此为中文摘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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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盟芯片法案》的内容 

尽管全球主要半导体生产商正在加大对当前和下一代芯片的投资，但欧盟在

该领域的投资却连续多年下降。《欧盟芯片法案》试图扭转这一趋势。该法案由

三个支柱组成，分别是：（1）支持技术能力建设和尖端芯片创新；（2）针对生产

能力进行大规模投资；（3）提高发现和应对半导体供应危机的能力。 

第一个支柱围绕被称为“芯片联合体”的公私部门合作计划展开。该计划由

25 个欧盟成员国、以色列、土耳其、挪威、欧盟委员会以及数百家企业与研究

中心组成，强调半导体研究、半导体试验生产线、标准制定、芯片能效与安全认

证、技术，以及半导体技术中心联系网络的建立。它选择以下技术作为重点：芯

片设计、2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技术，以及量子芯片。通过专注于新的技术范式

（量子）、先进的芯片设计（2 纳米以下）和新的生产方式（直接连接实验室和

晶圆厂的试验线），该计划旨在加强欧盟在半导体预生产阶段的能力，通过新创

设的芯片基金为初创公司、小型公司和寻求扩大业务的公司提供风险投资。 

第二个支柱致力于建立垂直整合的生产设施，同时建立“开放式欧盟代工

厂”，负责为第三方生产由其他地方设计的芯片。目标是为欧洲提供当前所没有

的在性能、工艺或环境和能源等指标上有更好表现的技术、基材和其他产品创新。

企业能够获得累计约 300 亿美元的国家援助、欧盟资金和国家资金。成熟的半导

体生产商，如意法半导体和英特尔，已经准备好争取这类资金支持。 

第三个支柱将努力确保在半导体供应危机发生时的供应连续性。这将通过监

测半导体供应不足时的预警指标和关注导致危机升级的相关路径来实现。为了避

免短缺，《欧盟芯片法案》规定半导体产业需要进行协调采购，并规定欧盟有权

强制受惠于上述资助的企业生产稀缺的半导体，并将此作为企业获得资助的前

提。早期预警指标的详细信息正在制定之中，列入名单的企业将随着资金分配的

进展而增加。 

 

二、实现战略自主 

《欧洲芯片法案》的首要目标是提升欧洲的战略自主性，这包括自主决定其

长期经济、社会和民主制度的未来，以及为此采取行动所必需的能力和控制权。

战略自主不仅关乎工业、国防和技术，还包括公共政策制定、公共服务提供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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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民主制度。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态势、数字化颠覆、占据主导地位的

平台公司、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供应链危机以及猖獗的网络犯罪都使欧洲决策者

认为，欧洲主权和战略自主性正岌岌可危。因此，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稳定的

半导体供应是欧洲战略自主道路上的关键一步。 

《欧盟芯片法案》第一个支柱通过建立支持芯片设计和试验的公私合作伙伴

计划，反哺第二个支柱。这两个支柱共同构建起半导体战略自主所需的长期性知

识能力和生产能力。该法案的第三个支柱则提供了监测半导体供应链的措施。通

过了解半导体供应链的运作方式，欧盟决策者可以更好地识别供应链的结构性缺

陷，为确保半导体产业长期稳定发展所需的措施提供指导。 

有证据表明，《欧盟芯片法案》提出几个月后已经开始刺激相关投资。例如，

英特尔承诺将在德国建设一个价值 190 亿美元的半导体制造厂，作为其在欧洲的

900 亿美元投资计划的一部分。意法半导体和格罗方德半导体公司同法国政府签

署了在法国建立一个价值 60 亿美元的晶圆厂的协议。来自美国、中国台湾地区

和欧洲的其他半导体制造商也正在商讨对欧洲的投资计划。 

欧洲的决策们还意识到，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是增强战略自主性的必要措

施。近几个月来，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讨论了就建立半导体供应

短缺预警机制开展合作的问题。由于美欧各自制定了支持半导体产业的措施，双

方合作对于避免补贴竞赛来说至关重要。2022 年 5 月发布的《联合声明》宣称，

双方将尊重 WTO 规则，并通过“在互惠的基础上互换有关此类激励措施的信息”

来避免补贴竞赛。但这只是一项“软承诺”，双方仅是在补贴政策方面相互通报，

在关键人员间建立沟通机制，但没有做出硬性规定。 

目前，尚不清楚欧洲和美国的政策倡议将带来多大规模的投资。《欧盟芯片

法案》包含确定的 430 亿美元，并预期带动等量的私营部门投资，从而使总额达

到 860 亿美元。美国的《芯片和科学法案》包含了约 530 亿美元的资金。欧盟对

私营部门投资的预期使我们很难直接比较上述两个法案的实际金额。同时，其他

国家支持半导体行业的资金规模要大得多。例如，韩国在其芯片产业上的支出高

达惊人的 4500 亿美元。难以评估各国投资方案的确切规模将给决策者避免补贴

战的努力带来困难。 

欧盟的投资规模是否足以实现战略自主？首先，欧盟不可能实现绝对的战略

自主，其对第三国的依赖将持续存在。例如，欧盟生产先进半导体要依赖稀土和



2022 年 10 ⽉ 25 ⽇ 海外智库观点要览 第 86 期 

4 
 

其他原材料的进口。生产这些材料的国家则依赖于美国和欧盟的设计和制造设

备。由此产生的战略相互依存需要谨慎的管理。 

其次，半导体产业需要巨额投资。该行业从现在到 2030 年的资本总支出预

估为 8250 亿美元，单个晶圆厂可能需要 200 亿美元。为了实现欧盟占全球生产

份额 20%的目标，欧洲的半导体资本支出需达到 1640 亿美元。而美国若想从当

前全球份额的 12%恢复到 1990 年代的 37%，则需要超过 3000 亿美元的投资。目

前尚不清楚各国将如何填补投资需求和政策规划资金之间的差距。 

《欧盟芯片法案》并未动用所有可能的政策工具。例如，该法案并未提及公

共采购计划。同时，该法案也未讨论出口管制，不涉及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审查和

合作指导。该法案有关技能和人才的政策措施也并不完善，未能解决创新环境和

工资等人才流失的根本原因。 

此外，欧洲针对半导体战略自主的努力还面临政治兴趣不断减弱的风险。欧

盟委员会希望抓住当前的潮流加快通过《欧盟芯片法案》。但是，美国和欧洲都

应该担心他们的行动不够迅速。由于半导体供应链危机的严峻性，法案是在没有

做出事前评估的情况下启动的。后来公布的工作文件以令人惊讶的坦率态度承

认，过去的半导体计划没有成功的原因正在于政治承诺的缺乏和该行业的短期

性。 

目前，《欧盟芯片法案》已成功地提高了欧盟对该问题的政治承诺，由于地

缘政治和经济的压力，这可能在未来几年内持续。汽车、电信和卫生等关键领域

内的欧洲公司也都希望获得《欧盟芯片法案》中所描述的先进半导体产品，但它

们是否能够为这些产品创造长期需求还有待观察。 

 

三、欧盟战略自主的前景 

如果欧洲要实现战略自主，就必须着眼于一系列的战略技术。最近，欧盟的

决策已经变得更加坚定和迅速，从过去有关产业政策和国家安全政策的禁忌中解

放了出来。《欧盟芯片法案》提高了针对半导体倡议的政治兴趣，并与欧洲的产

业生态系统紧密相连。 

决策者在解决其他技术领域的问题时，不应直接套用该法案的模板。但是，

该法案的确为各国政府提供了使战略自主计划与特定技术相匹配的经验。以下是

欧洲决策者们还应当考虑的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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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可信云计划”——包括 GAIA-X 项目和欧盟级别的安全云认证——

具有强大的技术和工业锚点，并与整个“云计算”生态系统紧密相连。但这些倡

议缺乏政治支持。追求“可信云”时，决策者是应当基于全球利益，还是应当基

于与志同道合国家的战略合作？在市场对云服务进行分类时，政府是应当袖手旁

观，还是应当通过公共采购来定调？  

量子领域的战略自主则需要解决在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传感器以及量

子加密等领域的问题。这涉及一整套基本的硬件技术、组件、算法、服务以及应

用程序。当前的欧盟量子旗舰计划解决了大部分问题，而《欧盟芯片法案》中对

量子技术的关注可以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的进步。然而，这一领域当前还缺乏足够

的政治关注。此外，欧洲还缺乏扩大量子产业的风险投资基金。 

人工智能和战略自主应当是欧盟高度关注的问题。人工智能是建立技术主权

的另一项关键技术，但欧洲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关注度和整个生态系统都相对

匮乏。《欧洲芯片法案》表明，政策行动需要与可信的战略自主倡议结合。该法

案将支持为人工智能应用提供先进的半导体材料。同时，人工智能在欧洲优势领

域——如工业自动化、卫生与制药、5G/6G 和汽车等——具有巨大潜力。该法案

能够为欧洲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自主倡议做出巨大贡献。 

决策者还需考虑许多其他的战略技术与战略依赖，如物联网、网络安全和数

字 ID 等。每一项战略技术都可以从《欧洲芯片法案》的优缺点中得到经验。该

法案很可能成为提升欧洲战略自主性的潮流引领者。 

 

（陈泽均摘译，归泳涛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