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围堵】从太空封杀令到芯片法案

2011年5月，美国“奋进”开启谢幕之旅。当它从

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中国记者却

被拦在了发射场外。

彼时，刚刚由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的开支

法案中，“藏”了一项条款，规定禁止美中两国之间

任何与美国航天局有关或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协调的联合科研活动，甚至禁止美国航天局所有设

施接待“中国官方访问者”。这便是著名的“沃尔夫

条款”，亦被称为美国对中国的“太空封杀令”。

11年后，昨日重现，故事主角从浩瀚苍穹变成了

那枚纳米级的芯片。“芯片法案”除了给美国本土芯片

产业开出了高达2800亿美元的“诱惑”外，还明确要求

这些企业必须同意“不在中国发展精密芯片的制造”。

法案早就先声夺人。美国国会在2020年通过了

支持芯片生产和研发的“芯片法案”（CHIPSAct），

没有包含具体的资金支持。而新通过的法案落地了

具体的投资预算。

断断续续，如今芯片封锁卷土重来。2018年，一

场始于贸易的摩擦，最终演变为科技的打压。时至

今日，76岁的中兴创始人侯为贵“出山救火”的背

影，还让很多人记忆犹新。而直至孟晚舟回归，华为

战事尚未终局，芯片国产只争朝夕。

市场率先接招。8月10日，海松资本管理合伙

人马东军在某投资论坛上表示，国内芯片投资变

热的“分水岭”是2019年，美国特朗普政府持续打

压中国半导体产业，使国内自主可控和国产替代

大大加速，同时科创板开板，给以芯片为代表的

硬科技企业打开了赛道，引发创业和投资热潮。

据了解，目前我国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仅

10%-20%左右，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

个月，我国进口集成电路3246.7亿个，减少

11.8%，价值却增长了5%达到1.58万亿元。

【破局】从管制清单到任务清单

中兴和华为的路不白走。今年6月，工信部表

示，我国集成电路的产业规模不断壮大，产业技

术创新能力大幅增强，2021年全行业销售额首次

突破了万亿元。2018-2021年复合增长率为17%，

是同期全球增速的3倍多。

10年过后，当美国试图永久化“沃尔夫条款”

的时候，已有17个国家的9个项目收到了来自中

国空间站的“邀请函”。

问天实验舱发射的半个多月后，中国空间站

第2个实验舱段———梦天实验舱已完成出厂前所

有研制工作，并于近日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预

计于10月择机发射。据悉，梦天实验舱发射后将

最终与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三舱形成T字构

型，这也标志着国家太空实验室的建成。

从被拿捏，到“支棱”起来，中国航天完成了

一个处处封锁、难度极高的弯道超车。对芯片或

者一切“卡脖子”的领域而言，这或许也可以当作

一个逆风翻盘的绝佳样本。根据一份流传甚广的

统计，当前制约中国国家产业链安全的“卡脖子”

式关键核心技术共有35项，光刻机、芯片、核心工

业软件等悉数在内。

“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早在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这番表述

便已触动了很多科技工作者的心。而在这期间，

总书记又反复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

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

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

安全和其他安全。

2020年9月，面对记者提出“卡脖子”技术领

域下一步攻克的难关是什么，中国科学院院长白

春礼曾做出过一个关键的概括：将“卡脖子”的问

题和国外出口管制的清单转化为中科院的任务

清单。而在说这番话的前一天，美国对华为的新

禁令刚刚正式生效。

“3、2、1点火！”7月24日14

时22分，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成了大型“追星”现场。伴随着

轰鸣的烈焰，无数航天粉丝见

证了被“胖五”托举着的“问

天”终于踏上了问天之路。

文昌，这个“离宇宙最近”

的小城，一次次见证了硬核科

技助推下，中国探索星辰大海

的征途。而这样充满荣耀的时

刻，总会被突如其来的紧张感

打破。

当地时间8月9日，美国总

统拜登正式签署《2022年芯片

与科学法案》。这份长达1054

页的芯片法案被《纽约时报》

称为“美国政府数十年来对产

业政策的最重大干预”。同一

周末，EDA断供，国内芯片市

场被迫走上自强之路。

两个现场，两种心情。大

国博弈之间，核心技术要巅峰

对决，也要极限拉扯，“卡脖

子”问题不破，危机感总会如

影随形，而中国航天的样本恰

恰证明，要想不再受制于人，

政策、环境、人才、技术，缺一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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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卡脖子”：

国产化扶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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