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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左）和副總統賀錦麗（右）去年10月在白宮主持一場人工智能政策介紹會。拜登同時
下行政命令指示AI政策方向，包括新設一個相關專員政府職位，防止AI演算出現偏頗。� （法新社）

美國電動車公司Tesla行政總裁馬斯克（右）本月5日在賓夕法尼亞州巴特勒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
朗普站台拉票，其間舉高雙手跳起歡呼。� （法新社）

憂民主黨人強力監管 
科技界現倒戈撐特潮

中國早在 2015年已推出《中國製造 2025》，
尋求分階段轉型成為「製造強國」，到 2020年
「十四五」規劃，更點名把新一代信息技術、生
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
保等最少8種行業定性為「戰略新興產業」，並
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引擎。

更新基建投資半導體  重振美經濟基礎

美國也不例外，除了透過關稅戰等來限制中國
科技發展，還尋求更新相關基建。其中拜登任內
先後為《通脹削減法案》（IRA）、《基礎設施
投資和就業法案》（IIJA）和《晶片和科學法案》
（CHIPS and Science Act）立法，試圖透過對能
源安全、氣候、交通和民生基建、半導體晶片的
巨額投資，重振美國經濟基礎，並製造全新就業
職位。

中國轉攻成熟製程晶片 盼搶佔市場

惟科技戰的具體發展依然複雜。以晶片為例，
中國2014年由中央政府帶頭國企成立「國家集成
電路產業投資基金」，至今共融資了約6868億元
人民幣（約7073億港元），其中今年5月註冊的
第三期資本為3440億元人民幣，佔總額約一半。
惟北京在《中國製造 2025》制訂的晶片自給自

足率目標（到2020年達40%、到2025年達70%）
在美方針對高端晶片和光刻機等的制裁和出口管
制下難以達成。一名不願具名的美國業界人士早
前向本報表示，中國2014年的晶片自給自足僅
14%，至2022年僅上升3個百分點至17%。中國
如今計劃轉攻成熟製程晶片，盼搶佔更多市場份
額。然而，美國透過引入台積電赴美生產、重新
扶助英特爾等國內巨擘的大計，能否重振本土晶
片產能，同樣也有疑問。

下屆政府勢推更多決策  免被華趕上

展望未來，無論賀錦麗還是特朗普上台，下屆
美國政府都會繼續推動更多支持科技界的決策，
確保不會被中國迎頭趕上。

其中在特朗普陣營，由「親特」科技界鼓吹、
「親特」智庫起草的「新曼哈頓計劃」，可能會
是重點項目。據《華盛頓郵報》報道，在支持特
朗普的科技界人士鼓吹下，被認為跟特朗普關係
最親近的智庫「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AFPI）
有份草擬一項料將影響深遠的總統行政命令文
本，計劃啟動連串「曼哈頓計劃」式的措施，開
發軍事科技之餘，還要即時評估「不必要和造成
負累的管制」，並建立「由業界引領」的機構審
核AI模型和確保系統不受海外敵手威脅。共和
黨早前公開的政綱已表明會取消拜登任內的行政
命令，斥其妨礙AI創新。

對比之下，賀錦麗似乎更有可能延續拜登任
內以總統行政命令加強監管AI的方向，但在業
界質疑聲下或會軟化，其曾任職司法部第三把交
椅、現協助她競選的妹夫韋斯特便表示，賀錦麗
會在AI政策尋求平衡。

路透社最新分析文章指出，倘若賀錦麗勝選，
她在科技上的政策取向會更有針對性和跟盟友協
調，但如果特朗普勝選，則更可能迅速而激烈地
出手，也更有意願去懲罰拒絕配合的盟友。

特賀均推設基金投資科技供應鏈

特朗普和賀錦麗其一可能相似的重要政策，或
是設立主權財富基金，用於投資科技、能源和供
應鏈的關鍵環節，促進美國經濟安全以至國家安
全的利益。今年9月，特朗普公開提出上台後要
設立政府持有的投資基金，資助「偉大的國家努
力」，將可投資發展應用理念最新的製造業樞紐、
先進防衛能力和尖端醫藥研究。不久彭博社等報
道，拜登政府同樣正在秘密研究設立主權基金，
投資涉及國家安全等戰略領域的高門檻科技，儘
管該方案未正式公布，賀錦麗也未將這點放入政
綱，但外界相信她在重要政策上會跟拜登政府有
一定的延續性。這構想受到像在克林頓時代任財
長的薩默斯等部分前官員和專家質疑，但在民
主、共和兩黨都有類似想法下，項目成事機會將
大增。

無論是特朗普還是賀錦麗入
主白宮，中美以科技戰為其一
主軸的戰略競爭大方向恐怕都
不會改變。然而，美國政府會
在高科技議題上的政策細節，
則可能受到總統取向所影響。
今屆大選其一值得留意的新趨
勢，在於不少科技巨富倒向特
朗普，一反自由派當道的矽谷
向來較支持民主黨的傳統，如今公開力撐特朗普
的馬斯克只是其一例子。分析認為，這趨勢某程
度反映美國科企難以忍受拜登任內對科企愈見嚴
厲的監管措施。面對選戰困境，賀錦麗陣營被指
頻密接觸科技界高層，盼挽回支持。

「矽谷創投教父」提拔萬斯

身為加州出身的政客，賀錦麗本身對矽谷科企
肯定不會陌生，但在她競逐總統之際，卻面臨愈
來愈多科技巨頭倒向特朗普的局面。矽谷政治傾
向的變化，可追溯至 2016年大選——曾與馬斯
克等人共同創辦Paypal、後來資助朱克伯格建立
facebook的「矽谷創投教父」提爾（Peter Thiel）
是唯一向特朗普作出巨額政治捐款的美國科技大
亨，甚至公開為其站台，結果在特朗普當選後，
提爾隨即打入其圈子獲得政治影響力。

在今屆大選，提爾繼續維持幕後的影響力。副
總統候選人萬斯在寫出《絕望者之歌》一炮而紅
後，2017年受聘於提爾建立的全球投資公司，並
獲其政治栽培。萬斯2022年角逐俄亥俄聯邦參議
員時，得到提爾捐款 1500萬美元給其陣營，得
以先在共和黨初選脫穎而出，繼而在中期選舉當
選。到今屆大選，提爾儘管提早表示無意作出捐
款，但據《華盛頓郵報》報道，他與另外幾位科
技精英David Sacks、大數據分析公司Palantir（提
爾另一共同創立的科企）顧問 Jacob Helberg等極
力游說特朗普，有份促成萬斯獲特朗普揀選為副
手。這批科技界中人正是如今特朗普陣營醞釀就
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建立「新曼哈頓計劃」推手。

拜登打擊加密幣管控AI惹怒金主

對比之下，拜登任內頗受民主黨進步派影響的
科技政策，例如打擊加密貨幣、管控人工智能和
妨礙企業併購（科企創辦人套現的重要途徑），
則觸怒不少矽谷科企或創業投資巨頭，令倒向特
朗普的科技界金主愈來愈多。推動分拆大型科企
的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主席莉娜‧汗
（Lina Khan）也引起不少反彈，就連「親賀」科
技界重要人物也呼籲賀錦麗如入主白宮，不應讓
莉娜‧汗連任。

如今備受矚目的馬斯克，反而只是後來者，卻
也顯得特別積極，甚至游走法律邊緣，宣布在大
選前間接「派錢」，變相以銀彈力撐特朗普。特
朗普也投桃報李，聲言重返白宮後會讓馬斯克擔
任正式或非正式職位，協助聯邦政府「瘦身」來
削減不必要開支和管制——這思路顯然也跟上述
「新曼哈頓計劃」構思方向一致。

這不代表矽谷無人支持民主黨，只是政治天秤
已有改變，並對選戰形勢以至美國政壇造成深遠
影響。《華郵》周日最新報道，便指賀錦麗的內
部圈子正積極接觸眾多科技界金主，希望重新爭
取他們的支持。例如7月公開支持特朗普的傳統
民主黨金主霍羅維茨（Ben Horowitz）本月較早
前宣布他與妻子會向支持賀錦麗的組織捐獻「巨
額」資金。惟賀錦麗難免要面對跟拜登一樣的難
題，即如何擺平要求加強管制科技巨頭的黨內進
步派，後者已開始關切賀錦麗跟大型科企聯繫。

昨日刊登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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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車和生物科技等領域的角力概况。事實

上，中國和美國都清楚了解科技對經濟安全

以至國力的重要性，過去10年分別提出不

同政策，尋求爭取優勢。來屆美國政府也不

會例外，特朗普陣營醞釀仿傚二戰時開發

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投資在人工智能

（AI）等重要科技項目來應用於軍事層面，

賀錦麗則料將延續拜登時代3項標誌性科技

法案的思路，維持對環保項目、潔淨能源和

半導體製造的投資。 明報記者

中美科技戰過招  大選難改方向
賀錦麗勢延拜登政策思路  特朗普或推「新曼哈頓計劃」 

中美角力篇之四

中國近年積極推動國內科技發展，亦舉辦博覽
會吸引一眾企業參與，例如上周在青島國際會
展中心開幕的2024中國國際消費電子博覽會，
有多個全球消費電子行業品牌企業參與，有參
觀者與機械人對弈。� （新華社）

中美各推政策打科技戰 資料來源：美國白宮網站 /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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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片和科學法案》（CHIPS�and�Science�Act）

2022年8月生效，涵蓋3部分：晶片法、研發暨
競爭與創新法案、 2022 年最高法院安全資金法
案。美國在半導體晶片領域中，設計和研發仍領
先全球，但生產和製造大幅落後其他國家，全球
晶片商業產品中只有10%產自美國，依賴台積電
等海外晶圓廠代工，間接造成美國國家安全的風
險。《晶片法》注資500億美元（約3900億港元），
投入到多個項目振興美國的晶片生產並加強研
發，包括邀請台積電等製造商赴美設廠投產，同
時為美國工人投資就業機會。

《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案》（IIJA）

2021 年 11 月生效的 IIJA 旨在重建
美國路道、橋樑，鐵路等交通基
建；擴大潔淨食水供應範圍；確保
每名美國民眾都能享用高速互聯網
服務；應對氣候危機；對落後社區
作投資。法案有助紓緩通脹壓力，
創造工資可觀的工會就業職位，結
合拜登的「重建美好未來」政綱，
期望 2022 年至 2031 年期間，每年
平均新增150萬個職位。

《通脹削減法案》（IRA）

2022年8月簽署生效的IRA被喻為美國史上
國會對經濟、能源安全、氣候所作的其一最
大投資，計劃未來10年共批准8910億美元
（約 6.95 萬億港元）撥款，將為建築項目、
工人就業、加強本土供應鏈的製造業發展、
降低住戶能源成本、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創
造機會。其一焦點針對對象是進口電動車，
尤其針對中國佔優勢的電動車電池領域，透
過稅收抵免吸引民眾選擇購買在北美製造電
池或組裝的電動車。

《中國製造2025》

˙國務院 2015 年推出關於「工業 4.0」的規
劃，通過「三步走」實現由製造大國邁向

「製造強國」的戰略目標：第一步，到2025
年邁入製造強國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
中國製造業整體達到世界製造強國陣營的
中等水平；第三步，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
（2049年）時，中國製造業大國地位更加鞏
固，綜合實力進入世界製造強國前列。

˙其戰略任務和重點包括（一）提高國家製造
業創新能力、（二）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深
度融合、（三）強化工業基礎能力、（四）加
強質量品牌建設、（五）全面推行綠色製造、
（六）大力推動重點領域突破發展（例子：新
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新材料、生物
醫藥）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
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
遠景目標的建議》

2020 年《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
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發
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建設現代
產業體系，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開
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
程的重大戰略部署，主要措施包括加
快壯大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
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新能源
汽車、綠色環保，以及航空航天和海
洋裝備等產業。指明既要進一步完善
發展已有一定基礎的產業，也要前瞻
謀劃佈局新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