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印度日增确诊首超35万例家电也“缺芯”全球力争芯片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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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疫苗可入境 欧美互通还差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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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缺芯”潮并没有止步的态势，反

而愈演愈烈了。“我们认为还需要六个月

时间才能度过芯片短缺时期。”在上周末

的采访中，对于芯片短缺的情况，科技公

司思科CEO查克·罗宾斯给出了这样的判

断。

相较于罗宾斯，芯片制造商英特尔的

CEO帕特·基辛格更不乐观，在他看来，全

球芯片供应短缺的局面可能还会持续两

年。他表示，在更多产能上线满足芯片需

求前，供应受限的局面将会持续，“因为建

造一个装配线或晶圆厂需要一段时间”。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缺芯”困扰着全

球各大科技行业，原因是疫情期间越来越

多的人在家工作和学习，导致市场对智能

手机和电脑中使用的芯片等各类半导体

产品的需求增加。该问题已影响到包括汽

车、手机、游戏机、PC在内的产业。如今已

经蔓延到了电视机和洗衣机等家用电器

领域。

韩国首尔一家小型电视制造商指出，

除非支付更高价格，否则更难取得关键零

部件，“我们得调涨电视机售价，反映原料

成本上涨”。现在就连洗衣机里侦测衣物

重量、智能烤面包机里烤面包等处理简单

作业的低利润处理器，生产也受到波及。

早在今年3月，三星电子就警告称，半

导体“供需严重失衡”。该公司自4月起开

始减少部分智能手机零部件的订单。除了

三星电子，在韩国，还有包括LG等在内的

电子企业都感受到了生产延迟带来的压

力，预计这种延迟将持续到2022年。

在此背景下，受不断膨胀的需求驱

使，各大企业都开始努力扩大芯片产能。

本月早些时候，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厂台

积电表示，计划未来三年投资1000亿美元

扩充芯片产能，在全球范围内选址建设新

工厂。三星电子也宣布将在十年内斥资

1000多亿美元扩大半导体业务。

罗宾斯表示：“目前，供应商正在提高

产能。在接下来的12-18个月里，情况会

越来越好。”

不只是企业开始开足马力，各国也感

受到了“缺芯”所带来的深层压力。美国和

欧洲都希望实现半导体的本地化制造。4

月12日，美国白宫举办了企业芯片峰会重

要会议，相关产业巨头均受邀参加。据悉，

包括谷歌母公司Alphabet、AT＆T、通用

汽车、三星、戴尔、英特尔和台积电在内的

大约20家公司高层参加了此次峰会。

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数据，全

球75%的制造能力在东亚。其中，芯片代

工制造商台积电和三星占据着主导地位。

日前，作为美国本土最大的芯片制造商，

英特尔还宣布将投资200亿美元以大幅提

高产能，包括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建两座

芯片工厂，与台积电在芯片代工业务方面

展开直接竞争。

欧盟也在为芯片本土化而努力追赶。

去年年底，欧盟17个国家就联合签署了

《欧洲处理器和半导体科技计划联合声

明》，包括德国、芬兰、意大利、西班牙、希

腊、奥地利等国，计划在未来两三年内投

入1450亿欧元，重点冲刺2nm制程芯片，

未来减少对美国和亚洲的依赖。该声明还

提到，到2030年，欧盟的半导体产量应至

少占到全球半导体产量总值的20%。

不过，德国智库SNV的研究员扬-彼

得·克莱因汉斯指出，欧盟技术先进的芯

片代工厂之所以发展不起来，是因为欧盟

缺乏有意义的本土芯片设计市场的需求，

这可能使得上述目标失败。“对于欧洲的

芯片制造厂来说，目前欧洲根本没有商业

案例和场景，这主要是因为缺乏客户。”

他认为，与美国和亚洲不同，欧洲缺

乏芯片设计行业，这使得大型芯片晶圆制

造工厂缺少本土需求，难以验证成本的合

理性。“就需求而言，欧洲本土市场的需求

可能无法填满一个晶圆厂，意味着这些晶

圆厂需要吸引外国客户，但这也是极不可

能的。”

但看起来，欧盟是雄心勃勃，已经开

始拉拢芯片巨头了。据路透社报道，欧盟

执委会表示，4月30日，欧盟内部市场专员

蒂埃里·布雷顿将与帕特·基辛格会面，并

与台积电欧洲总裁玛丽亚·马塞德举行视

频会议，讨论欧洲芯片生产，以求减少对

进口半导体的依赖。

从目前的消息看，布雷顿似乎更偏

爱台积电。据知情人士透露，布莱顿与台

积电将讨论在欧洲新建芯片代工厂的可

能性，同时还将讨论其他可能的合作伙

伴关系。

对于欧盟的雄心，也有反对观点认

为，在欧洲设立大型晶圆厂可能会被证明

是一项战略失误，因为欧洲大陆既不生产

高端电子产品，也没有现代化的芯片设计

产业，并不具备市场条件。欧洲本土芯片

制造商英飞凌、意法半导体和恩智浦早在

几年前就放弃了保持领先地位的打算，如

今专注于汽车等细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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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正经历疫情暴发以来最严重的一

波疫情。印度卫生部26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过去24小时的新增确诊病例超过35.2

万，连续第五天达到创纪录的高峰，累计新

冠确诊病例超过1700万。

据报道，过去24小时内，印度新冠感

染人数为352991人，死亡2812人，新德里

的医院人满为患，全国各地的医院在医

用氧气和病床供应不足后，纷纷将病人拒

之门外。

25日，印度总理莫迪敦促所有公民接种

疫苗并保持谨慎，称这场风暴撼动了整个国

家。此外，印度多地医院已经发出紧急通知，

称他们无法应付涌入的病人。

据印度卫生部数据显示，印度共有13亿

人口，目前感染人数为1731万人，死亡人数

为195123人。

各国对印度疫情给予高度关切。上周

末，部分欧美国家宣布为印度提供医疗支

持。其中对印度最为关键的可能是，美国同

意对其出口疫苗原材料。

另外，在治疗新冠患者方面，印度在过

去一周经历的最大危机是氧气紧缺。欧盟和

英国已分别承诺将向印度提供有关援助，包

括呼吸机和制氧机等设备。印度邻国巴基斯

坦也表示将提供医疗设备和物资，该国Edhi

基金会还将派出50辆救护车。

此前2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称，中方坚定支持印度政府和人民抗击疫

情，愿根据印方需求提供支持与帮助，正就

此同印方保持沟通。

目前，印度政府已决定对进口新冠疫苗

和医用氧气免除基本关税，印度海关承诺加

快清关各种救生用品，进口制氧机成为重中

之重。

环球时报援引印度媒体报道，一批创始

人推出了进口制氧机的众筹计划，并已从中

国采购了一批制氧机，4月28日前可在印度

医院投入使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月初发布《世界经

济展望报告》，将今年印度经济增速预期提

高至12.5%。如今，正在恶化的新一波新冠疫

情给这一乐观前景蒙上了阴影。

分析人士认为，疫情已成为印度经济持

续复苏的最大挑战，其负面冲击主要体现在

三个方面。

一是抑制经济活动。印度央行22日公布

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名货币政策委

员会成员认为疫情将给经济复苏带来更大

不确定性。他们表示，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

取决于疫情防控，而当前疫情及各类封锁措

施必然影响经济活动。

二是加剧复苏失衡。不少专家认为，

印度经济复苏正呈现“K”型特征，即大

公司快速壮大、中小微企业持续萎缩，分

化日益明显，而新一波疫情正加剧这种

不平衡。

三是挤压政策空间。印度先前动用大量

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应对第一波疫情冲击，

当前政策空间已捉襟见肘。

彭博社25日报道，今年以来，印度政府

为刺激经济而发行的债务规模将近1620亿

美元，央行已将基准利率维持在历史低位，

只能依靠非常规政策工具维持借贷成本稳

定。如果需要更多资金应对第二波疫情，印

度可能被迫发行更多债务，给国债收益率的

稳定性带来压力。

考虑到疫情恶化，印度部分机构已下调

本财年经济增长预期。据彭博社报道，本月

印度股市在亚洲地区表现最差，本币卢比持

续贬值，成为近一个月亚洲最弱势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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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松口

当地时间25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

恩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已经完

成接种新冠疫苗的美国旅客将获准前往欧洲

国家，只要他们所接种的是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批准的疫苗，欧盟27个成员国将无条

件批准他们入境。

“据我所知，美国人使用的是欧洲药品管

理局批准的疫苗，这意味着他们将可以在欧

盟境内自由移动和旅游。”冯德莱恩说道。

目前，欧洲药品管理局已经批准投入

紧急使用三款美国的疫苗，分别是美国辉

瑞制药有限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

合研发的疫苗、美国莫德纳公司研发的疫

苗以及美国强生公司旗下杨森制药有限公

司研发的疫苗。

不过冯德莱恩没有给出开放旅行的具

体日期。她说，这将取决于“疫情的情况，但

美国的情况正在改善，希望欧盟的情况也在

改善”。

报道称，这项新规定有望今年夏天执行。

此前美欧双方有关免疫证明的谈判取得进

展，这使得欧盟执行机构可以建议改变政策。

《泰晤士报》也报道，欧盟和美国官员在

过去几周内一直在讨论如何制作易于阅读的

疫苗证书，并使美国游客能够不受限制地旅

行。依赖于旅游业的希腊上周已经宣布，从本

周开始允许美国人进入该国，只要他们能够

证明已接种疫苗或新冠检测呈阴性即可。

为防控疫情，欧盟自去年关闭外部边界，

成员国之间同样实行边境管控举措。不过虽

然欧盟委员会建议在旅行政策上作出这一改

变，许多欧盟国家仍保留对本地边境控制的

权利，并且根据当地疫情情况，仍可能保持限

制或完全对外关闭边境。

美国会跟吗

欧盟已经对向美国开放作出了表态，虽

然美国方面还没有官方回应。自2020年3月特

朗普政府对欧洲颁布旅行禁令以来，美国迄

今未放松这一旅行限制。拜登政府上台后，继

续维持了对欧洲申根区26个成员国的旅行限

制措施。

但近来也有报道称，随着欧美疫苗接种

铺开，拜登政府有望于今年5月解除对欧洲的

旅行禁令。这意味着欧美之间长达一年时间

的旅行禁令有望解除，欧盟和美国的来往交

通得到恢复。

疫苗接种是互通的前提。美国疾病控制

及预防中心(CDC)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25

日，在美国有资格接种疫苗的人中，已有

28.5%完成接种，42.2%的人已接种至少一剂。

按目前接种速度，7月初，美国70%的人口有

望完成接种。另一方面，欧盟的计划也是在今

年夏天前为70%的成年人完成接种。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

长徐洪才看来，欧美互通有一定现实必要性。

接种了疫苗其实相当于有了防疫屏障，如果

到了夏天欧美接种率能达到60%-70%免疫

水平的话，那么开放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但是眼下，美国的疫苗接种速度却呈现

出放缓的迹象。25日，《纽约时报》报道称全美

新冠疫苗接种率正在下降。根据美国疾病控

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目前美国日均接种疫

苗数量降至286万剂。过去一周，美国平均每

天接种282万剂，相较前一周也下降了12%。

根据采访显示，人们未接种第二剂疫苗

的原因包括担心副作用、疫苗供应短缺以及

错误地认为一剂疫苗可以提供充分保护。

美国的公共卫生官员表示，美国疫苗接

种工作“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针对人们对

新冠疫苗的迟疑与接种不便，各地官员表示

正在调整策略，例如小批量多点分发新冠疫

苗、重新恢复单剂强生疫苗接种、为第二剂接

种者预留接种资格等。

而在欧洲这一侧，欧盟在今年遭遇疫苗

供应的瓶颈，部分疫苗的安全性也遭受质疑，

这使得欧盟的疫苗接种计划一度受阻，接种

率落后于美国、英国等其他国家。

徐洪才分析称，其实只要开放就应该会

是相互的，所以不太可能会出现欧盟单方面

开放，美国应该还是会跟进互通，但具体什么

时候，可能要看欧盟接下来的接种率完成得

如何。

全球通行前兆？

2020年3月开始，与全球大部分地区的自

由旅行都几近中断的状况一样，欧洲和美国

之间的双向非必要旅行也基本停滞。

自去年年末，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每

年都会接待大批美国游客的欧洲旅游国家，

已反复敦促欧盟尽快推出“疫苗护照”，希望

能在今年夏天重振本国的旅游业。

如今欧美之间的互通，也被许多人看作

是全球开放的信号。据法新社报道，冯德莱恩

的说法意味着欧盟政策出现重大变化。欧盟

成员国正在商讨引入“疫苗护照”，以确定开

放边界和恢复旅游业的相关标准。

事实上，欧委会在3月中旬就正式提交了

“数字绿色证书”的草案，预计在6月夏日度假

季开启之时，正式向欧盟公民颁发这一证书，

以便民众能够在欧盟内外进行无需隔离的自

由旅行。

欧委会称，这一“绿色数字证书”可以作

为下列3种状态的证明：持有人或者已经接种

了新冠疫苗，或者近期接受新冠检测的结果

为阴性，或者曾经感染新冠病毒但现已痊愈。

不过，只有施打了欧洲药品管理局授权的新

冠疫苗，才能获得欧盟“疫苗护照”的认证。

对于全球恢复通行，徐洪才也认为是有

必要的，因为各国的经济都受限了太多。但是

现阶段来看，全球疫情还有太多的风险，比如

最近的印度疫情如此猛烈，难保不会有更大

风险。

同时，徐洪才也指出另一个担忧，就是各

国之间疫苗种类的互认并不完全，如果像欧

盟这样只承认本地已经获批的疫苗，对接种

其他类型疫苗的人无疑是不公平的。

现阶段，由于全球各地的疫情防控进度

不一，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在重开国境方面

的策略也不尽相同。目前，只有极少数地理上

临近的国家和地区之间，正在小范围地试行

互免入境隔离的“旅行泡泡”计划。

4月19日开始，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宣布恢

复了互免入境隔离的双向自由旅行。这也是

全球新冠疫情暴发后各国纷纷收紧边境管控

以来，首次有两个国家互相大幅放宽了入境

政策。

不过，澳新自由旅行重启仅仅4天之后，

新西兰政府就在4月23日果断叫停了与西澳

大利亚州之间的“旅行泡泡”，因为该州的新

冠疫情突然复发并实施了紧急“封城”措施。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赵天舒

★
欧美的疫苗接种进度条在不断前进， 二者之间长达一年时间

的旅行禁令有望解除。欧盟已经喊话，只要完成疫苗接种就“无条
件”开放，但需得是已获欧盟批准的疫苗。虽然大多数的旅游国家
早已等不及开放边境来恢复经济，但在病毒变异和疫情复发面前，
完成疫苗接种就代表万无一失了吗？

24.5%欧盟成年人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 ●

9.1%完成接种全部新冠疫苗 ●

7月中旬之前将获得足够数量的新冠疫苗

为70%的成年人口接种

●

欧盟新冠疫苗接种情况▲

★

2020年3月 荨

疫情暴发后，欧洲和美国之间
的双向非必要旅行基本停滞

2020年7月 荨

欧盟发布域外地区可入境欧
盟的旅客“安全来源国名单”，
建议各成员国允许清单内国
家的旅客入境欧盟，美国没有
在列

2020年12月 荨

拜登政府上台后，继续维持了
对欧洲申根区26个成员国的
旅行限制措施

欧美之间通行情况

已有9480万人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即接种了一剂强生疫苗， 两剂辉瑞或
莫德纳疫苗

●

茛美国新冠疫苗接种情况

有资格接种疫苗人口约为2.7亿

其中，已有28.5%完成接种

42.2%的人已接种至少一剂

●

到目前为止已经接种了1.28亿剂疫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