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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时代，中美科技角逐将如何演绎？ 

——《大国博弈》系列第六篇 

     
   

 

 

 

 

 

 

 

 

 

 

 

 

 

 

 

 

 

 

 

 

 

 

 

 

 

 

 

 

 

 

 

 

 

 

 

 

 

 

 

 

 

 

 

 

 

 

 

 

 

  

 

 

 

 

 

 

 

 

 

 

 

 

 

 

 

 

 

 

 

 

 

 

 

 

 

 

 

 

 

 

 

 

 

 

 

 

 

 

 

 

 

 

 

 

 

 

 

 

 

核心观点： 

美国对华的科技封锁是长期战略，未来拜登政府将从限制技术交流，延伸至联

合欧盟、日本等外部力量共同制衡中国。中美科技博弈已成常态，未来更重要

的是关注国产替代的机遇期，顺应全球各国加大半导体投资的趋势。 

 

在前期政策和产业基金的大力支持下，国内半导体企业资本开支加速扩张，半

导体领域的国产替代已初见成效。考虑到中美科技“脱钩”后，集成电路领域

扶持政策密集出台、产业基金与民间资本继续推动国内资本开支扩张、后摩尔

时代第三代半导体成为新的突破口，未来国产替代进程有望加快推进。 

美国对华科技攻势再起。5 月以来，中美关系在经贸领域不断释放缓和信号，

但美国政府对华科技攻势却在悄然升级，技术领域的脱钩或将成为常态。拜登

政府近期不仅扩大“实体清单”范围，而且通过贸易手段打压中国供应链，加

强美国本土的供应链再造，并强化欧日等外部联盟，一同制衡中国。对此，中

国政府也毫不退让，6 月 10 日通过《反外国制裁法》，希望诉诸法律，以应对

美国不合理的制裁行为，未来两国在科技领域的摩擦或将成为常态。 

拜登时代，中美科技“脱钩”有何不同？ 

特朗普时期，对华科技打压方式较为直接，由美国政府出台措施，阻碍中美两

国的技术交流。一是，出口管制，禁止向中国出售科技和技术附加值高的软硬

件产品。二是，投资管控，限制中资企业在美国技术领域的投资与收购活动。

三是，采用人才“封锁令“，限制人才交流。 

而拜登政府更加注重精细化管理，不仅延续对华的技术限制和封锁，而且通过

全方位的部署，意图打压中国科技的发展势头。 一是，重视美国科技领域的研

发投入，保障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一方面致力于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

例如参议院提出未来五年内，新增紧急拨款 520 亿美元用于芯片和 5G 领域研

发，并计划对半导体投资提供 25%税收抵免。另一方面，推动美国制造业本土

化，保护创新性研究。二是，借助外部力量，组建科技联盟，试图将中国置于

孤立无援的境地。近期美国同日本、欧洲在半导体研发方面均有意加强合作。

三是，多渠道限制中美技术交流，对华技术封锁成为常态。 

中美科技博弈已成常态，关注国产替代机遇期。 

在前期政策和产业基金的大力支持下，半导体领域的国产替代已初见成效。一

是，国内半导体企业资本开支已超过欧日总和。二是，国内半导体产业结构持

续优化，国内芯片制造产能已赶超美国。三是，国内企业陆续介入半导体全产

业链。 

未来半导体国产替代进程有望加快推进。一是，去年 8 月，国务院印发《新时

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进一步在税收优惠、

基础研发、国际合作等领域推动半导体产业链建设。今年以来，政府又陆续通

过降低企业税负等方式，激励半导体企业加大研发支出和技术投入。二是，产

业基金及民间资本持续跟进，近年来国内晶圆制造厂资本支出不断扩张，将推

动上游设备实现自主化。三是，后摩尔时代到来，第三代半导体作为创新材料

有望成为突破口，叠加中国先进封装技术，未来或将带动中国实现弯道超越。 

作者 

 

分析师：高瑞东 

执业证书编号：S0930520120002 

010-56513108 

gaoruidong@ebscn.com 

 

联系人：刘星辰 

021-52523880 

liuxc@ebscn.com 

 

相关研报 

盈利高增态势延续，制造业强复苏不断验证—

—2021 年 1-4 月工业企业盈利数据点评

（2021-05-27） 

 

货币政策为什么对本轮通胀反映甚微？——货

币政策前瞻系列三（2021-05-26） 

 

如何看待年内基建投资？——光大宏观周报

（2021-05-23） 

 

从三大证据看产能周期开启进行时——全球朱

格拉周期开启第十二篇（2021-05-20） 

 

银行间杠杆会成为货币政策的约束吗？——货

币政策前瞻系列二（2021-05-19） 

 

年内消费能恢复到疫情之前吗？——《见微知

著》第二篇（2021-05-18） 

 

制造业如期反弹，全球朱格拉周期开启不断验

证——2021 年 4 月实体经济数据点（2021-05-

17） 

 

国内外疫情不断扰动，货币政策继续微松——

光大宏观周报（2021-05-16） 

 

新增社融读数不佳，究其缘由实则不弱  —— 

2021 年 4 月金融数据点评（2021-05-12） 

 

外部扰动影响有限，政策基调延续稳健——

2021 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点评（2021-

05-12） 

 

通胀分化延续，PPI 仍将上行——2021 年 4 月

价格数据点评（2021-05-11） 

 

 

 

 

要点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2- 证券研究报告 

宏观经济 

 

目  录 

一、美国对华科技攻势再起 .................................................................................................... 3 

二、拜登时代，中美科技“脱钩”有何不同？ ............................................................................ 4 

2.1  特朗普时期，美方对华打压以限制技术交流为主 ..................................................................................... 4 

2.2  拜登时期，美方更加重视国内研发投入与外部联盟 .................................................................................. 5 

三、中美科技博弈已成常态，关注国产替代机遇期 .................................................................. 6 

3.1  资本支出快速扩张，半导体国产替代已初见成效 ..................................................................................... 6 

3.2  未来半导体国产替代进程有望加快推进 .................................................................................................... 8 

 

图目录 

图 1：中国半导体市场中，中国本土公司生产份额逐步提升 .............................................................................. 7 

图 2：2018 年中国大陆半导体资本支出超过欧洲日本总和 ................................................................................. 7 

图 3：2019 年全球各国半导体资本开支分布 ....................................................................................................... 7 

图 4：国内半导体设计及制造市场份额逐步提升 ................................................................................................ 7 

图 5：2020 年中国大陆在全球芯片制造产能中的份额赶超美国 ......................................................................... 7 

 

 

表目录 

表 1：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政策表态 ...................................................................................................................... 4 

表 2：中国在集成电路领域的政策梳理 ............................................................................................................... 8 

国投瑞银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3- 证券研究报告 

宏观经济 

一、美国对华科技攻势再起 
 

5 月以来，中美关系在经贸领域不断释放缓和信号，但美国政府对华科技攻势

却在悄然升级，技术领域的脱钩或将成为常态化。拜登政府近期不仅扩大“实

体清单”范围，而且通过贸易手段打压中国供应链，加强美国本土的供应链再

造，并强化外部联盟，意图共同制衡中国。 

 

拜登政府依旧延续特朗普时期的对华企业投资禁令。6 月 3 日，美国总统拜登

以“应对中国军工企业威胁”为由签署行政命令，将包括华为公司、中芯国

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 59 家中企列入投资“黑名单”，禁止美国资

本与名单所列公司进行投资交易。此前特朗普时期曾发布 3 批清单，先后设置

44 家企业的投资禁令，拜登政府则将范围扩大到 59 家，并进行剔除和删减。

将“与中国军方关联企业”列入新增范畴，同时解除 18 家公司制裁，如小

米、箩筐科技、曙光、中建、中车、中化等不再视为“涉军企业”。 

 

拜登政府计划借助贸易手段打压中国供应链，同时保障美国高科技领域的优势

地位。6 月 8 日，拜登政府公布一项关于美国对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等关键

产品获取情况的审查结果。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由美国贸易代表领导的

“供应链贸易突击工作组”，将审查导致供应链“空心化”的具体违规行为，

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所谓“贸易救济手段”（包括针对中国的手段）加以解决。此

前，2 月 24 日，拜登曾指定联邦政府部门对全球供应链和美国在关键行业的潜

在弱项进行百日评估，其中包括半导体产业中的制造及先进封装、用于电动汽

车等产品的高容量电池产业、稀土、制药原料等。 

 

无独有偶，同日美国参议院以 68：32 票“压倒性”优势通过《2021 美国创新

和竞争法案》，该法案聚焦于科技领域，兼具系统性和全面性，旨在确保美国

全球科技强国的地位，矛头直指中国。该法案承诺未来 5 年投入约 2500 亿美

元，不仅致力于加强国内半导体研发和供应链建设，同时也防止技术外流以及

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依赖，并且试图通过建立外部联盟共同制衡中国。  

 

对此，中国政府也毫不退让，6 月 10 日通过《反外国制裁法》，可见中国针对

美国政府的霸权主义，希望诉诸法律，以应对美国不合理的制裁行为，可见未

来两国在科技领域的摩擦或将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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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政策表态 

时间 对象 主要内容 

2021 年 1 月 21 日 对内 
拜登就职首日表示，“在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在新兴产业的投资和技术进步程度的比较中，美国的领先地位黯然失色。

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在能够决定未来经济的领域中与竞争对手保持同步的能力。” 

2021 年 2 月 23 日 对华 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包括奇虎 360、哈尔滨工业大学、云从科技、东方网力等在内的 33 家中国公司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 

2021 年 2 月 24 日 对内 

拜登签署行政命令，指定联邦政府部门对全球供应链和美国在关键行业的潜在弱项进行百日评估，其中包括半导体产业中的制

造和先进封装供应链、用于电动汽车等产品的高容量电池产业供应链、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物和战略材料供应链，以及与制

药和活性药物成分有关的供应链。 

2021 年 3 月 3 日 对内 

拜登发布《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对内科技方面，提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清洁能源，生物技术，5G 等方面加大资

金投入；放宽 STEM 移民政策，确保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加强网络安全强度，参与全球网络安全构建，追究恶意破坏网络安全

国家的责任；提出在多个领域中国政府具有不公平优势，尤其在经济，网络安全，非法贸易等方面。 

2021 年 3 月 12 日 科技联盟 

拜登在与日印澳首脑的“四方联盟”峰会提出建立科技合作框架，“四方联盟”提出的技术合作是迈向“科技联盟”的第一

步。美国为此列出了五大重点领域：技术研发和使用原则；技术标准的发展；电子通信技术的部署和供应商多样化；最新科技

趋势；关键科技供应链。 

2021 年 4 月 8 日 对华 
美国商务部公告称，已将包括中国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在内的 7 家中国实体列入“实体清单”，实施出口管制。理由是从事活动

“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这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以“国家安全”为由首次对中国公司实施制裁。 

2021 年 4 月 12 日 科技联盟 美国白宫召开半导体峰会视频会议，讨论如何解决当下美国芯片短缺问题，拜登强调要像中国一样加大对半导体产业的投入。 

2021 年 5 月 7 日 对内 
美国推出《2021 战略竞争法案》，美国必须领导制定国际标准的机构，制定关键数字技术的治理规范和规则，确保这些标准技

术在“自由、安全、可互操作且稳定”的数字域内运行。这对“中国标准 2035 计划”的实施无疑将构成重大挑战。 

2021 年 5 月 13 日 对华 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宣布，延长前总统特朗普签署关于中国芯片限制的行政命令 1 年。 

2021 年 5 月 17 日 对内 
美国参议院通过《无尽前沿法案》，这项议案建议在五年内投入 1200 亿美元，支持关键技术领域的基础与先进研究、商业

化，教育和培训计划，这些领域包括太空商业化、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先进通信、生物技术和先进能源等。 

2021 年 6 月 3 日 对华 

美国总统拜登以“应对中国军工企业威胁”为由签署行政命令，将包括华为公司、中芯国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 59 

家中企列入投资“黑名单”，禁止美国资本与名单所列公司进行投资交易。规定行政令将于未来 60 天（即 8 月 2 日）后正式生

效，美国投资者不得买入，365 天后（到 2022 年 6 月 3 日）不许继续持有。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美国国会，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二、拜登时代，中美科技“脱钩”有何不

同？ 

2.1  特朗普时期，美方对华打压以限制技术交流为主 
 

特朗普对华科技打压方式较为直接，由美国政府出台相关措施，阻碍中美两国

的技术交流，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出口管制，禁止向中国出售科技和技术附加值高的软硬件产品。特朗普

时期，华为是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主要目标。2018 年，特朗普签署《出口控制

改革法》，通过新增条例不断补充，叠加技术转让的“实体清单”，逐步构建

起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体系。 

 

二是，投资管控，限制中资企业在美国技术领域的投资与收购活动。2018 年 8

月，特朗普签署《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将管辖权扩展到外国人对

涉及关键基础设施或技术的美国企业的投资。同年，美国《301 调查报告》中

重点关注汽车、航空、电子、通信、能源、医疗生物、工业机械等关键领域。 

 

三是，采用人才“封锁令“，限制人才交流。一方面，限制发放机器人、航空

和高科技制造等领域的留学生签证，取消或重新审查中国学者的长期签证，并

拒绝向部分科学家与政府官员发放短期签证。另一方面，美国能源部禁止雇员

参与中国人才项目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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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拜登时期，美方更加重视国内研发投入与外部联盟 
 

相较于特朗普而言，拜登政府更加注重精细化管理，不仅延续对华的技术限制

和封锁，而且通过全方位的部署，试图打压中国科技的发展势头。  

 

一是，重视美国科技领域的研发投入，保障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拜登在就职

首日表示，“在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在新兴产业的投资和技术进步程度

的比较中，美国的领先地位黯然失色。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在能够决定未来

经济的领域中与竞争对手保持同步的能力”。 

 

对此，拜登总统一方面致力于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以保障美国在高科技

领域的全球领先优势。《2021 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中提出，在未来五年内，

新增紧急拨款 520 亿美元用于芯片和 5G 领域研发，并投入大约 1200 亿美

元，用于支持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商务部、能源部、航天局的相关活

动。6 月 17 日，美参议院提出一项议案，对半导体投资提供 25%税收抵免，

以激励美国提高芯片供应。 

 

另一方面，推动美国制造业本土化，保护创新性研究。具体包括，鼓励美国本

土的生产和消费；投资人工智能领域，巩固美国相对中国的领先优势；加强研

究安全，保护本土创新性研究。 

 

二是，借助外部力量，组建科技联盟，试图将中国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美国

计划重点推进“印太战略”，扩大与“印太”盟友在技术、国防和基础设施领

域的合作（重点涉及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3 月 12 日，拜登在与日印澳首

脑的“四方联盟”峰会上提出建立科技合作框架。 

 

同时，《2021 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中还公布一份完整的针对中国的区域战

略，通过加强与欧洲等国的伙伴关系，进而制衡中国。近期美国同日本、欧洲

在半导体研发方面均有意加强合作。6 月 19 日，拜登总统访欧之后，美欧计划

将加强新兴技术合作，微芯片可能成为欧盟合作的早期侧重点，达成美欧两国

加强本土芯片制造的共同目标。6 月 22 日，日本政府宣布将于 2022 年新设立

一项 1000 亿日元（约合 9 亿美元）的基金，助力半导体、蓄电池、人工智

能、量子技术等技术研发工作。目的是与美欧加强合作，构建新的供应链。 

 

三是，多渠道限制中美技术交流，对华技术封锁成为常态。法案中专设国土安

全板块，在网络安全和供应链等领域，针对中国提出一系列防御性措施。具体

包括，对华为的技术封锁延续；阻止购买具有中国政府背景公司制造和销售的

无人机；禁止联邦科学机构人员参与中国政府人才招聘计划，禁止参与中国人

才计划的学者获得国家资助。同时，美国还以国家安全、知识产权窃取为由，

计划对中国个人或实体实施制裁、出口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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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美科技博弈已成常态，关注国产替代

机遇期 
 

我们认为对于资本市场而言，中美科技博弈已成常态，更主要的是关注国产替

代的机遇期，顺应全球各国加大半导体投入的趋势。美国对华的科技封锁是长

期战略，未来将不断从限制技术交流等领域，逐步延伸至联合欧盟、日本等外

部力量共同制衡中国。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唯有加快建立起完备的半导体产业

链，实现关键材料、技术和设备的自主可控。 

 

自 2019 年起，美国对华为先后进行四轮制裁，从各方面限制华为使用美国的

技术、软件设计和制造半导体芯片。对此华为开始一系列战略调整，如开启 5G

专利收费、完善鸿蒙生态圈、推动自主芯片制造。事实上美方的技术封锁，并

不能够长期阻碍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反而加速中国寻找技术突破口，实现

国产替代。 

 

3.1  资本支出快速扩张，半导体国产替代已初见成效 
 

在前期政策和产业基金的大力支持下，半导体领域的国产替代已初见成效。据

IBS 统计，2014 年中国市场的半导体供应量约有 8.8％来自中国本土企业，

2020 年这一比例提升到 19%，IBS 预计到 2030 年，中国本土企业自主化率将

提升至 40%。 

 

一是，国内半导体企业资本开支加速扩张。2018 年，中国大陆半导体企业资本

开支达到 110 亿美元，为 2015 年的 5 倍，并且超过当年日本和欧洲的半导体

公司的总资本支出，占全球份额的 10%。据美国半导体协会统计，2019 年，

中国大陆半导体企业资本开支在全球份额维持在 10%，而欧洲、日本仅占比

4%、5%。  

 

二是，国内半导体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芯片制造产能已赶超美国。2020 年，国

内芯片设计、晶圆制造的市场份额分别为 39%、29%，较 2015 年分别上升

2、4 个百分点，对应 IC 设计、制造和封测的比例为 4：3：3。在全球范围

内，半导体业成熟、发达地区的比率为 3：4：3，中国大陆正在逐步接近该比

率。其中，在芯片制造领域，美国芯片制造产能占全球的份额从 1990 年的

37%下降至 2020 年的 12%，同期中国大陆的市场份额从几乎为零扩大到

15%。 

 

三是，国内企业加速布局半导体全产业链。例如，在设计领域，已经出现华为

海思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在制造领域，中芯国际、华虹正在积极扩产。

据 IC Insights 预计，2020 年中国市场纯晶圆代工销售占比达 22%，较 2010

年增加 17 个百分点；在设备领域，北方华创、中微半导体、芯源微、华峰测

控等厂商皆已打入本土供应链；在材料领域，晶瑞股份，沪硅产业、雅克科技

等公司也在陆续开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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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中国半导体市场中，中国本土公司生产份额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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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BS，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2：2018 年中国大陆半导体资本支出超过欧洲日本总和  图 3：2019 年全球各国半导体资本开支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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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C insights，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美国半导体协会，光大证券研究所 

 

图 4：国内半导体设计及制造市场份额逐步提升  图 5：2020 年中国大陆在全球芯片制造产能中的份额赶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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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C insights，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美国半导体协会，光大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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