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将到来的中美技术冷战 

亚当·西格尔1 

 

编者按：特朗普政府在执政三年半后，出台了与中国展开全面技术竞争的战

略。即便美国大选后政权易手，其对华技术政策的基调也不会改变。阻止技术流

向中国、让供应链重回国内，以及重振本土创新，是美国政策的核心。中国也在

调整政策，以减少对美国的技术依赖。中美都在为长期的“技术冷战”做准备。 

 

执政三年半后，特朗普政府最终出台了同中国展开全面技术竞争的战略。从

切断中国技术巨头的供应链到禁止同这些公司交易，再到管控海底电缆，特朗普

政府的政策常常不完整，随机性强，有时甚至对美国自身的创新机制造成损害，

但这些措施将为美国未来的对华技术政策定下基调。美国将会把重点放在限制技

术向中国流动、重塑全球供应链以及侧重国内新兴技术投资等领域。即便大选后

新政府上台，美国的政策也不太可能偏离这些基本原则。 

北京的反制策略也已明确。中国正在加速开发半导体以及其他核心技术，以

减少在供应链上对美国的依赖。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领导人正动员技术公司，

并加强同“一带一路”参与国的联系与合作。 

“技术冷战”的轮廓已然清晰，但谁将会从这一竞争中获益尚未可知。或者，

真的会有国家从中获益吗？至少在短期内，一个分裂的技术世界很可能减缓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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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同时，这种竞争也将带来高昂的经济代价。德意志银行的报告预计，未来五

年的技术竞争成本将超过 3.5 万亿美元。尽管如此，太平洋两岸的领导人仍希望

将技术问题提升至国家安全层面，以促进本国技术的发展. 

 

美国的技术竞争战略 

特朗普政府已为中美之间的技术竞争奠定了基调，即使美国政府在大选后发

生变化，也只会做政策微调。例如，为解决 TikTok、微信以及其他中国应用程

序在数据隐私和审查制度方面引起的担忧，美国政府可能最终选择建立更严格的

隐私监管制度，取代基于应用程序国籍的一揽子禁令。 

再例如，美国如果想加强与盟国的关系以赢得技术竞争，就会发现很多国家

愿意在制定国际标准、保护知识产权和投资 5G 及新兴技术等领域合作。特朗普

政府已明确提议将人工智能和量子信息领域的非国防性支出提升 30%，并使其他

领域的技术研究也获得优先资助。此外，更加明智的移民政策应预防优秀人才流

失至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或英国等国家，将人才留在美国，增强美国在半导

体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力。 

 

“技术冷战”的轮廓已然清晰 

美国所有的政策变化都将围绕一个根本战略展开：阻止技术流向中国，使高

科技供应链重回国内，并重振美国本土创新。不论美国还是中国都对这些目标十

分清楚。因此，中国正在为将来无法在核心技术上依靠美国做准备。 

今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一项五年计划，各省、市、公司将为“新基础设施建

设”投入超过 1.4 万亿美元，资金将用于发展人工智能、数据中心、5G、产业互

联网以及其他新兴技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正谋求减少在半导体领域对美国的依

赖。2019 年 10 月，北京设立了一个 290 亿元的半导体基金。同年 8月，中国政

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扶植芯片产业的发展，包括税收优惠、研发支持以及鼓励

国际半导体公司迁入中国等。两个具有官方背景的芯片厂家已经从台湾积体电路

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这一国际领先的芯片制造商那里聘请了超过一百位资深工程

师和经理。 

减少技术依赖的努力正在推动中国实现更宏大的经济目标。中国官方媒体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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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正在宣传“双循环”理论。该理论的具体内涵尚未明晰，但对国内消费、市场

和公司给予优先关注，旨在推动中国经济从依靠出口拉动向技术自给自足转型。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正在确认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的公司和行业清单，那

些被认定受到影响的公司和行业将获得更多政府研发资金扶助。 

中国政府还在动员民营技术公司支持国家目标。在 7月中国企业家参加的一

次会议上，国家领导人希望中国企业更具爱国心和创新性。25 位参会的商业领

袖中超过半数深耕于新兴技术领域，包括芯片生产、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等。阿

里巴巴在 2018 年 9 月设立了名为“平头哥”的半导体部门，百度于 2019 年 7

月发布了“昆仑”芯片。此外，阿里巴巴和腾讯还宣布将在云服务和数据中心领

域投入大量资金，以支持新基建发展。 

 

中美正为长期技术竞争做准备 

在谋求供应链多样化的同时，中国还在考虑开源解决方案。如华为已承诺投

资 10 亿美元吸引开发人员放弃谷歌移动服务（Google Mobile Services），转而

使用其独有的开源服务。中国还积极参与开源芯片项目 RISC-V。此外，随着欧

洲市场的开放程度和欢迎意愿降低，中国的技术公司将更多转向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并向其提供服务。 

最后，即使最糟的情况出现，北京仍然保留着强大的政策手段：中国总是可

以对美国的技术公司进行报复。据报道，中国商务部已经准备了一份“不可靠的

外国人和企业实体清单”。出于非正常经济原因对中国企业断供的外国企业可能

受到贸易、投资、监管和许可证等领域的限制或禁止，被迫减少其在中国的业务。

中国媒体和商界的部分人士指出，苹果和高通有可能因支持美国政府针对华为的

制裁而受到惩罚。然而到目前为止，北京始终努力避免类似行为，并选择在与美

国的贸易争端中担当克制负责的大国角色。 

 

长期对抗 

中国和美国都在为长期的技术竞争做准备——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这种

竞争都不会改变。为了促进技术创新快速发展，以弥补竞争造成的损失，北京和

华盛顿都需要克服国内的障碍。 



2020 年 9 月 25 日 海外智库观点要览 第 64 期 

4 
 

中国的产业政策可以使本国在超级计算机等领域具有优势，但自上而下的发

展方式也可能导致效率损失、浪费和冗余。例如，尽管中国对半导体行业的扶持

已达数十年之久，但与美国的差距始终未能缩小，且很难在短期内取得重大突破。 

而在美国，政府与国会广泛支持技术创新。过去的六个月里，国会提出了许

多刺激科技发展的法案。例如，为提升美国的半导体制造水平，一项法案提出应

重建国家科学基金会，并建立国家研究云计划（National Research Cloud）。再

如，另一项法案谋求让从事人工智能和其他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行业的技术人

员更容易获得移民签证。 

但美国两党必须在技术竞争这一问题上取得长期共识。过去三年是即将到来

的技术竞争的前哨。北京已经明确表示，中国将根据美国的相关做法做出调整和

回应。华盛顿也应当如此。 

 

（陈泽均摘译，归泳涛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