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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研究简报 

 

美参议院开始审议《无尽前沿法案》 

 

 

摘 要 

 

美参议院开始对长达 340 页的《无尽前沿法案》进行一到两周的

辩论，预计本月之内将完成审议。该法案授权在五年内为美国基础和

先进技术研究提供超过 1100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明确将中国视作劲

敌与防范对象，凸显出美国针对中国的系统性竞争战略逐渐成型。中

国不宜过度解读这份法案，将之视为纯粹的对立或挑衅，而应实事求

是地对局势进行客观判断，调动国内一切资源进行独立的科技研发，

推动两国在气候环境等可以合作的领域开展高效、透明的互助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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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马鑫/第一财经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美参议院 5 月 17 日开始对长达 340 页的《无尽前沿法案》

（Endless Frontier Act）进行一到两周的辩论，预计本月之内

将完成审议。该法案授权在五年内为美国基础和先进技术研究提

供超过 1100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以便实现美国在相应技术领域的

绝对领先地位。评论指出，该法案明确将中国视作劲敌与防范对

象，凸显美国针对中国的系统性竞争战略逐渐成型。 

 

一、维护美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绝对优势 

《无尽前沿法案》由美参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共和党参议

员托德·杨等人于 2020年 5月提出。法案拟于五年之内，授权约 1000

亿美元，用于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生物技术和先进能

源等关键技术领域的基础性和先进性研究、商业化、教育及培训等项

目。议案同时另外授权 100 亿美元，选定资助至少 10 个区域科技中

心，并建立一项供应链危机应对计划，以解决损害汽车生产的半导体

芯片短缺等问题。 

《无尽前沿法案》可直接追溯到 1945 年美国科研史上的里程碑

文件《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Frontier）。分

析指出，该文件奠定了美国战后的科技政策，促成了美国政府对学术

研究的大力投入，以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于 1950 年的创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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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无尽的前沿》问世后，美国联邦政府在科研方面的投入曾于 60 年

代中期高达 GDP 的 2%，科研成果经由政府资金杠杆与成熟的市场经

济体系实现商业化、工业化并投入社会应用，使得当时的美国占据强

大的科技、经济及国家安全优势，在美苏争霸中获胜。 

当前，美国经由联邦政府投入的科研经费仅占 GDP 的 0.7%。如

今美国国会再次沿用这一政策，旨在重新以政府力量加强科研，促成

核心领域的重大创新与技术突破。拜登也表示支持这项法案，称这是

“确保美国在 21 世纪保持全球竞争力的重要一步”。 

 

二、以国家机制与中国展开竞争 

《无尽前沿法案》明确针对中国等国家，将中国视为美国科研创

新的主要威胁。 

一方面，中国等国的研究人员，将会被严格排斥在美国科研项目

之外。法案规定，只要是涉及到中国、俄罗斯、朝鲜或伊朗资助项目

的研究人员，都将被明令禁止担任联邦新研究项目的主要研究员。在

某些可能情况下，这些科学家也将被禁止参与其同事的项目，或是从

其隶属机构的任何联邦资助项目中受益。 

另一方面，该法案在新版本中纳入的一百多项修正案，包括多项

试图围堵中国在信息战方面对美国社会“渗透”和“影响”的条款。

譬如，防止通过中国官媒的相关平台对美国公民进行诸如“中国模式”

等特色宣传，禁止与中国有关联的媒体付费使用美国的广播电台（无

论本土内外）等。 

由此可见，《无尽前沿法案》不仅局限于科技研究领域，也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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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意识形态”的防范与反制，服务于中美整体的系统性竞争。专家

指出，这种以国家机制进行"干预"的手段，应视为继美苏争霸之后，

中美系统性战略竞争的调配措施与正式开场，凸显出美国针对中国的

系统性竞争战略逐渐成型。 

 

三、科技成为中美竞争前沿 

科技已经成为拜登政府与中国竞争的前沿阵地。美国将技术问题

与安全、经济竞争和人权等问题结合，正在形成中美科技博弈体系化、

精细化的战略框架。 

去年 11 月，美国国会“中国特别工作组”下设的中美科技关系

专家小组发表了长篇政策报告《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的技术竞

争新战略》。报告建议，在科技领域，应该对中国采取“小院、高墙”

的针对性打击办法。根据该策略，政府需要确定与美国国家安全直接

相关的特定技术和研究领域（即“小院”），并划定适当的战略边界

（即“高墙”）。对“小院”内的核心技术，政府应加大力度进行封

锁，“小院”之外的其他高科技领域，则可以重新对中国开放。 

今年初，由谷歌前任 CEO 埃里克·施密特领导的智库“中国战略

组”（CSG）出台题为《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

（Asymmetric Competition: A Strategy for China & Technology）

的报告，特别对如何界定核心关键技术问题作出了阐述。报告建议政

府在科技领域针对中国开展“非对称竞争”，在科技领域实施“分岔”

（bifurcation）战略——即选择性脱钩。对于坚守建制派的拜登政

府，以上报告无疑具有显著的参考性和预测性。随着《无尽前沿法案》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9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