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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共突破美國科技封鎖相關作為觀察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長劉孟俊主稿 

 

 中共以民企納入新型舉國體制、擴大國際合作、運用稀土等原材料

作為武器，及擴大運用國家安全相關法規等方式，反制西方技術封

鎖，雖可向特定國家施壓，但也損害中國運營環境的優越與安全形

象。 

 隨美中科技戰的爆發，全球經濟整合不再做為普世價值。此種分裂

涉及經濟、技術、資訊、供應鏈等多層面，將使全球逐步邁向新冷

戰。 

 

（一）前言：美國的制裁與科技管制 

近幾年，美中兩大強國之間，科技領域上的緊張關係持續升高。

隨著科技在全球經濟、軍事同政治策略上的重要性越來越高，這兩個

國家採取的行動，其影響已經遠遠超出國界。對中國科技崛起的憂慮，

促使美國採取一系列策略行動，目的在遏止中國獲取關鍵科技，特別

是在半導體領域，反映美國維護科技領導地位及應對認知中的國安威

脅的更廣泛策略。 

其中，半導體被視為現代科技的支柱，已成為爭議的焦點。尤其

半導體晶片是各種智慧型手機及高科技軍事裝備的核心，其產銷已涉

及國家安全和經濟主導權。半導體晶片為各種設備核心零部件，亦為

現代科技實力的象徵，擔當從醫療到國防等各種領域創新的核心。因

此，在半導體生產和設計的主導地位，代表重大的經濟和戰略優勢。

美國為維護其科技優勢並回應可能的威脅，尤其限制與中國科技交

流，特別是半導體產業領域並實施一系列限制。 

對美國來說，維持這個領域的領導地位是優先事項，考量到其對

國安和經濟競爭力的影響。為遏止中國在半導體領域的進步，美國實

施一系列制裁措施。這些制裁主要針對先進電腦晶片出口到中國，意

圖防止它們應用於像是高等運算或軍事用途的領域。美國已逐步限制

中國企業取得生產先進晶片所需的關鍵技術。包括禁止像 NVIDIA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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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D等大公司，將其最創新產品出口到中國。由於快速數據傳輸對現

代 AI應用的重要性，美國對晶片間傳輸速度設限，這直接影響依賴跨

多晶片的龐大模型的相關技術。 

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Department of Commerce’s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於 2022 年 10 月 7 日發布一系列規則，旨在更新

先進計算半導體和半導體製造設備以及支援超級計算應用和最終用途

的物品的出口管制，對中國等在內的武器禁運國家實施出口管制。BIS

更新後的規則將提高控制的有效性，並進一步切斷中方規避限制的途

徑，同時試圖解決中國軍事現代化對美國帶來的國家安全問題。 

由於半導體供應鏈的全球性，即使是針對性制裁也可能對國際企

業造成廣泛影響。國際企業的調適策略是開發客製化的晶片，符合禁

令並迎合中國市場所需。像英偉達這樣的公司設法製造自訂晶片，迴

避限制同時仍可服務中國消費者和產業。儘管面臨美國的嚴格制裁，

英偉達仍設法為中國市場生產專用晶片，因應這挑戰環境。雖然這些

晶片的效能可能不如美國同行，但對中國公司來說仍具優勢。像騰訊、

阿里巴巴和百度等中國科技巨頭，都在營運中採用英偉達的 H800 晶

片，突顯美中科技公司持續合作的局面。 

中國早意識半導體產業於國家戰略的重要性，除已大量投資提升

其國內產能，取代對海外晶片的依賴，也同時透過各種途徑反制美國

的科技封鎖。本研究分別就中國推動新型舉國體制發展自主科技，擴

大國際科技合作藉以突破封鎖。同時運用稀土等關鍵材料的出口禁

運，並且運用其國家安全等相關法規作為威脅在陸外資企業，成為反

制海外科技封鎖的利器。最後，於本報告的結語一節評估中國反制措

施的全球影響，包括展望未來美中科技格局，對全球供應鏈影響，尤

其以半導體成熟製程為例，以及觀察「一個世界，兩個系統」的形成。 

 

（二）中國的反制措施 

美中之間的科技角力，不僅是雙邊衝突，還引發全球科技版圖的

漣漪效應。隨著美國收緊技術管制，中國採取一系列公開和非公開的

反制措施，以保護其利益並在全球科技領域占據位置。本節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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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戰略回應，以及對全球科技產業、國際關係和經濟動態等方面

的更廣泛影響。 

1. 中國推動「新型舉國體制」 

中國成為全球科技超級大國的野心，深植於其發展國內創新和減

少對外國科技依賴的承諾。從半導體製造到人工智慧，各個領域都

可看出這股推動力。2022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通過「關於健

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的

意見」，強調要透過「新型舉國體制」攻克關鍵核心技術。而所謂

「新型舉國體制」，主要是「攻克關鍵核心技術」，主要包括科技

領域「卡脖子」、基礎科學研究的弱點依然突出、內需潛力難以有

效轉化為關鍵核心技術研發的動力，以及是科技創新的組織方式面

臨新的要求。希望透過「新型舉國體制」加快驅動科技，先在 2020

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到 2030 年，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最後，

在 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創新強國。 

要達到「新型舉國體制」，除市場引導力量外，政府的介入是不

可或缺的。過去中國大陸在推動產業發展時，會優先考量國內的國

有企業，在政策引導產業發展時由國企領軍，企圖充分發揮國有企

業和民營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個別優勢，形成科技創新共享平臺，

進而提高國家自主創新的能力，然而此舉未必有利民營經濟的發

展。 

觀察中國政府安排新一批民企高階管理人員參加 2023年「兩會」

的名單（表 1），多為代表國家新興戰略產業的電動車、半導體、AI、

雲端運算和其他硬體戰略領域的企業家與研究人員，取代過去知名

的中國大陸互聯網、房地產龍頭企業代表。或說明這些新興產業領

域將成為中國未來科技發展的重心，這種變動也凸顯中國政策重點

正在轉向提升其本土科技和產業供應鏈的自主程度，藉以回應美國

與日俱增的封鎖與脫鉤的挑戰。 

此策略的目的在於政府鼓勵國有企業發揮戰略支撐的作用，專注

於國家安全、重點產業和前瞻性新興產業的科技自主創新，同時支

持民營企業參與關鍵核心技術研發和重大科技項目，創建有利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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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創新的營商環境。中共雖不可能縮減民企的生存空間，但可能將

進一步掌握民企並納入「新型舉國體制」的一環。顯示美中科技戰

長期化，更加堅定科技自主，另立科技產業生態系的決心。亦突出

美中科技產業脫鉤的態勢，不分國有與民企。無疑，民企為獲取科

研補貼而僅能接受被納入「新型舉國體制」的一環。 

表 1：中國大陸全國「兩會」科技產業界代表名單 

領域 外媒關注的企業名單 

AI 
AI巨頭「商湯科技」董事長湯曉鷗、「華虹半導體」董事長張素新、

AI晶片製造商「寒武紀」執行長陳天石 

半導體 
中國科學院大學副校長，晶片專家李樹深、中國最大的代工晶片製造

商中芯國際的工程師郭會琴 

電動車 小鵬汽車何小鵬、寧德時代曾毓群、吉利控股李書福 

網通 

智慧手機製造商小米首席執行官雷軍、網路安全公司奇虎 360 首席執

行官周鴻禕、阿里巴巴的技術指導委員會主席兼雲端計算事業部創辦

人王健、電商平臺京東技術委員會主席兼雲端部門負責人曹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中國重視科技自主有其戰略考量動機，尤其培育本土科技生態體

系旨在全球科技版圖中描繪自主發展的途徑。為此，中國教育機構

注重 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學科。清華和北大等中國一流

大學已在全球工程科技領域上頂尖排名，並持續產出優異科技人才。

中國也同時提供優厚薪資、研究補助金和頂尖設施的計畫吸引全球

科技專家赴中。旨在運用全球頂尖人才提升中國的科技實力。 

2. 擴大國際合作突破科技封鎖 

中國塑造集體立場，旨在組建聯合陣線，抵制所感知的科技帝國

主義。中國面對制裁所帶來的挑戰，尋求更緊密的國際科技合作。

透過整合資源與專業科技，意圖加速科技進步降低對先進國家科技

的依賴。中國積極尋求與其相似同樣也受美國及其盟友科技限制的

國家，形成合作聯盟關係共同因應此一挑戰。首先，中國運用金磚

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和「上海合作組織」等平臺或多

邊論壇模式，共同表達其對單方面科技限制的擔憂。 

中國亦同時透過雙邊科技合作模式，聯合研究計劃和投資協議等

管道。此舉可加強中國的科技實力，打造緊密網絡關係，以平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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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影響，確保中國在不斷演變的國際科技格局中保持關鍵地位。近

年來，中國在外交政策上積極推動與各國的戰略夥伴關係，並將其

提升至更高層次。這些夥伴關係不僅涵蓋傳統的政治和經濟領域，

更涉及國際科技合作層面。 

表 2：中國近年發展對外夥伴關係-科技合作 

國家 關係名稱 簽署時間 科技合作內容 

阿根

廷 

深化戰略夥伴關

係 

2022年 2

月 

深化科技創新領域互利合作、行業人才交

流、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科技成果產業化 

白俄

羅斯 

升級全天候全面

戰略夥伴關係 

2022年 9

月 

加強科技合作、創立聯合科研中心、實驗

室、人工智能、5G等新技術研發 

坦尚

尼亞 

全面戰略夥伴關

係 

2022年 11

月 

礦產資源、基礎設施建設、農業合作 

蒙古 新時代推進全面

戰略夥伴關係 

2022年 11

月 

經貿、投資、基礎設施、農牧業、文化、教

育、科技合作 

俄羅

斯 

深化新時代全面

戰略協作夥伴關

係 

2023年 3

月 

1. 深化科技創新領域互利合作 2. 行業人

才交流 3. 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科技成果

產業化 4. 應對氣候變化問題 

巴西 深化全面戰略夥

伴關係 

2023年 4

月 

1. 航空公司合作 2. 通信領域和電子產品

的技術研發 

新加

坡 

建立全方位高品

質的前瞻性夥伴

關係 

2023年 4

月 

貿易和投資、綠色和數字經濟、糧食安全、

金融、航空及人文交流，特別是數位轉型合

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運用稀土等關鍵材料為武器 

此外，中國考慮限制西方獲取汽車業所需的關鍵材料和技術，是

一個戰略舉措。透過對電動汽車必需原材料實施出口管制，中國可

對美、歐、日韓等國的全球主要汽車企業施加巨大壓力。這些潛在

限制也可以作為談判籌碼，讓西方國家在其他領域放鬆對中管制，

如半導體領域。此舉凸顯中國利用一個領域的實力來為另一領域爭

取優勢的能力。 

其中最為突出的是，中國對部分關鍵供應鏈如稀土的輸出控制，

提供獨特的外交工具。藉由實施關鍵原材料出口限制，中國可施壓

部分國家使其在地緣政治和科技目標上與中國立場一致。由於中國

在全球稀土供應鏈上具主導地位，在稀土的儲量、礦產量、冶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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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材供應方面分別占全球的 37%、60%、94%和 93%，顯示其龐大

的關鍵原材料供應鏈上具有絕對的控制力（聯合報，2023.2.2）。 

過去以來，中國曾運用稀土供應鏈上的控制力成為外交施壓手

段，2010 年中日釣魚臺主權爭議。當時，北京暫停對日本的稀土出

口，對日高科技產業形成巨大壓力（關鍵評論，2019.8.7）。當中國暗

示或實際實施稀土出口限制時，這不僅是對該國家的經濟打擊，更

是一種地緣政治上的策略施壓。中國新規將限制 17種稀土的輸出（信

傳媒，2021.2.18），無疑為對特定國家施加壓力，迫使在某些關鍵議

題上屈服。 

4. 擴大運用國家安全相關法規與作為 

美國制裁宣布後，主要中國科技公司立即面臨不確定性，從供應

鏈中斷到研發可能遭遇瓶頸。除生產外，中國還積極尋求控制更多

科技供應鏈。透過投資海外科技公司、收購科技資產和培育國內科

技巨頭，中國旨在減少對西方科技的依賴，同時使自己成為全球科

技生態系統中不可或缺的參與者。 

中國選擇採取精準打擊策略，針對特定西方公司和部門遭北京制

裁，例如，對洛克希德馬丁和雷神因參與對臺軍售而受到制裁。美

光因北京以國家安全為由展開調查而受到關注，不僅是對美國限制

的回應，中國也意在向半導體產業的關鍵廠商施壓。 

當前中國應對與美科技衝突的方法，超越貿易和經濟領域。結合

國家安全相關法規與作為已成為中國「工具箱」的成分。中國擴大

運用「網路安全法」（2017 年實施）、「數據安全法」（2021 年實施）

與「反間諜法」（2023 年修訂），加強網路安全管理，明確以數據安

全為名規範數據處理活動的義務邊界與維護個人利益，更以反間諜

上升國家安全層次。 

透過以模糊或不明確的指控拘留個人，傳達任何反對中國利益可

能產生的潛在後果。2023年 3月份美思明智集團（Mintz Group）1的北

                                                      
1
 Mintz Group 是一家國際知名的調查服務公司（due diligence company）。其團隊遍布全

球，擁有超過 400 名員工，分布在 9 個時區的 14 個辦公室。該公司提供多種服務，包

括交易前的盡職調查、與第三方合作前的盡職調查、公司內部的盡職調查、反貪腐調查、

證據蒐集以及詐騙調查等。近期，Mintz Group 在北京分公司被中國政府罰款約 15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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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辦公室與 4 月份美國管理顧問公司貝恩（Bain & Company）上海辦

事處分別遭到搜查。4 月底，日本製藥公司安斯泰來製藥（Astellas 

Pharma）員工以違反「反間諜法」遭逮捕；5 月國際顧問公司凱盛融

英（Capvision Partners）被調查。這類行動不僅損害外交關係，也為外

資企業和在陸外籍人士營造不確定環境，凸顯外資企業在中面臨的

風險升高，外國實體無法倖免於廣泛地緣政治緊張的影響。同時促

使許多公司重新評估在中業務和員工安全方案評估，甚至暫停中國

商旅計劃。中國這種做法雖可向特定國家施壓，但也損害中國運營

環境的優越與安全形象。 

 

（三）結語：中國反制措施的全球影響 

美中之間持續的科技角力，不僅是雙邊議題，其漣漪效應泛及全

球。兩大超級大國的戰略舉措，尤其是中國的反制措施，影響深遠，

遠超科技領域。科技戰已初步顯示會擾亂錯綜複雜的全球供應鏈。 

1. 未來美中科技格局展望 

未來中國反制措施的全球影響仍不確定，但幾個情境可能發生。

一種可能是科技世界分裂，形成明顯的美國和中國主導科技生態系。

或者，全球外交努力可能緩和對立，為協作科技進步鋪路。國際組

織和條約在調解和設定全球科技標準上的角色，也將對未來科技格

局形成至關重要。 

科技衝突可能導致全球科技領導地位重新分配。美國傳統上被視

為科技領導者，但中國快速進步與研發投資可能挑戰現狀。其他國

家也可能抓緊機會，定位為中立的科技樞紐，在衝突科技巨頭之間

提供中間立場。隨著中國加速科技自主，美國持續限制措施，全球

科技生態系分裂成東西兩大陣營的可能性日增。這意味著東西方將

主導不同標準、平臺和技術，增加互通性挑戰和全球科技合作障礙。

創新動態：中國大力投入研發，美國致力保持科技領導地位，我們

                                                                                                                                                            
美元，並拘留 5名當地員工，原因是涉嫌進行未經批准的統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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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見證創新激增。然而，這些創新可能局限於各自地區生態系需

求和標準。 

科技戰可能擾亂全球供應鏈，尤其各國若被迫只能與美或中一方

合作。從電子產品到汽車，許多產業可能面臨零組件採購挑戰，導

致生產延遲和成本上升。中國是主要科技零組件生產國與出口國，

美國是科技創新樞紐，任何中斷都可能對全球產業造成連鎖影響。

作為全球最大半導體市場，中國佔近三分之一的全球銷量。其主導

地位不僅侷限於消費，在供應鏈上中國也扮演關鍵角色，參與晶片

生產和分銷的各個階段。 

多年來，中國已認知半導體產業的戰略重要性，並採取重大步驟

以增強國內產能。儘管中國在各科技領域有顯著進步，但其半導體

實力與臺灣、荷蘭或美國等全球領導者比較，仍在發展中。在這領

域追求自主的動力受到經濟和戰略考量的共同驅使。以半導體為重

點，儘管中國半導體產業歷史上落後於美國和臺灣等全球領導者，

近年來致力彌補差距。儘管面對技術和供應鏈挑戰，中芯國際等公

司還是取得顯著進展，如開發 7奈米晶片。 

2. 全球供應鏈影響：成熟製程產能過剩疑慮 

預期全球半導體，尤其成熟製程產品市場可能因投資擴張競爭，

形成產能過剩壓力而削價競爭，唯恐進而再繼美日半導體事件後，

再浮現成熟製程產品反傾銷與反補貼議題（見圖 1）。外資投資報告

指出晶圓代工成熟製程從 2023年起可能面臨供應過剩的情況。這是

因為半導體廠擴產，預計到 2023年市場需求可能會減緩（財經新報，

2022.1.6）。 

中國在半導體產業的投資持續增加，特別是在成熟製程方面。預

估到 2027年，中國的成熟製程產能比重將增加至 33%，臺灣成熟製

程產能比重則恐自 49%降至 42%（中廣新聞網，2023.10.18）。這一策

略背後有多重原因和考量，一是成熟製程的技術門檻相對較低，對

於中國這樣的新興半導體大國來說，從成熟製程開始投資和建設，

能夠較快地看到投資回報，並逐步累積技術和經驗。其次，雖然成

熟製程技術未必先進，但在許多應用中，如物聯網、車用電子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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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性電子產品等，仍有大量的需求。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

製造中心，對這些成熟製程的晶片有著巨大的內需。另中國政府長

期支持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提供大量的資金和政策優惠，以促進國

內半導體產業的成長。關鍵是，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中國希望

能夠達成更大的自給自足，減少對外部供應的依賴。透過增加成熟

製程的產能，中國可以更好地滿足國內市場的需求，並逐步減少對

外部供應的依賴。 

圖 1：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發展風險 

 

 
資料來源：DBS Bank 研究報告 

3. 「一個世界，兩個系統」的形成 

在美中科技戰的背景下，中國採取多面手段作為回應，結合應對

措施與長期戰略，以增強國內科技實力。中國大陸強烈反批美國價

值不等同國際價值，美式民主也不等於普世民主。近年提出「中國

式現代化」固然表示其現代化要「走自己的路」，不隨美歐起舞，

也意味有其特定的挑戰。美中科技戰的全球影響深遠，影響科技創

新、國際關係和經濟動態。科技衝突可能重塑全球聯盟格局。國家

可能基於經濟、科技和戰略利益被迫選邊站隊，導致新科技聯盟或

集團形成。 

美中關係的急速惡化不僅是雙方的問題，更是當前全球最核心的

問題。科技戰不只是關於技術的競爭，還涉及到國家安全、經濟利

益、政治影響力等多個層面。美中科技戰的爆發，對這兩大體系產

生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在高科技領域，如 5G、AI 和半導體，兩國

Covid-19

疫情爆發 

地緣政治

緊張 供應鏈中斷 

供應鏈多元

布局 
成本增加 

半導體需

求增加 

產能過剩

的壓力 

全球半導體

投資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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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競爭加劇導致全球供應鏈重新組態，並迫使許多國家選邊站（國際

銀行家，2023.9.13）。 

由於中國經濟快速崛起，使其在國際舞臺上具有獨特地位，對貿

易和經濟動態具有重大影響力。尤其，中國在全球科技供應鏈中發

揮關鍵作用，由稀土出口管制，到智慧型手機和電腦的組裝，其參

與深度與影響廣泛。為中國在與美科技對抗中提供槓桿，進而與美

方分庭抗禮。中國已是許多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廣泛的貿易網絡

意味著其重大影響力。透過「一帶一路」倡議等，中國大力投資全

球基礎設施和發展項目，通常附帶經濟條件，讓中國滲透地主國政

策決策中，尤其是與科技和貿易相關的。 

總之，自冷戰結束後，全球一直在追求更緊密的經濟整合和合作。

但隨著美中科技戰的爆發，此趨勢受到嚴重的挑戰。這種分裂不僅

僅是經濟上的，還涉及到技術、資訊、供應鏈等多個層面，使得全

球逐步邁向新的冷戰（大西洋理事會報告，2020.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