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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

日本管制半导体出口，影响几何？
陈子雷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日本经济产业省于5月23日公布了外汇
法法令修正案，把尖端半导体制造设备等23

个品类列入出口管理限制对象名单。日本正
式出台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措施包含
哪些具体内容？日本迈出这一步基于哪些方
面考虑？这一做法又将如何影响中日双边关
系以及全球半导体产业链？本期论坛特请专
家解读。

问：日本此次出口管制措施包
含哪些内容？
答：今年 月  日，日本经济产

业省宣布将修改《外汇与外贸法》相关

条款，对涉及 类  项的高性能半导

体制造设备实施出口管制。 月  

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了经修改后

的《外汇与外贸法》条款，正式将上述

产品纳入其出口管制范围，并于今年 

月  日开始生效实施。出口管制的

设备产品包括光刻或曝光类产品中的

四项产品、刻蚀类产品中的三项产品、

薄膜类产品中的十一项产品，热处理

类产品中的一项产品、清洗类产品中

的三项产品、测试类产品中的一项产

品，总计涉及 类  项产品。

按照修订后的条款规定，从 月

  日以后开始，除对美国、新加坡等

  个所谓的“友好”国家和地区外，对

其他对象国家和地区出口上述产品

的日本企业都要获得日本经济产业

省发放的单独出口许可证。这意味

着今后日本企业在涉及该领域产品

对华出口时，必须获得经日本经济产

业大臣审批的单独许可证后方可对

华实施出口。而单独许可证所需申

请文件类型及手续将极为繁杂，其中

包括需要追加提交证明用户业务资

质、出口产品用途、用户承诺文件等

诸多附件资料。

众所周知，日本在全球半导体领

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目前，在半导

体制造设备市场上，日本企业占据约

  %的全球市场份额，拥有非常大的

竞争优势。根据日本半导体制造设

备协会的数据，    年日本制造商半

导体制造设备总销售额 . 万亿日元

左右，较此前一年增长超过三倍。在

全球半导体市场销售排名中，日本企

业在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的前  强中

占据半壁江山。其中，主营半导体制

造前道工序设备的东京电子全球排

名第三，主营半导体检测设备的爱德

万排名第六位，主营晶圆杂质清洁设

备的      股份公司排名第七位，生

产特殊曝光设备的佳能公司则排名

第十四位。

我国是日本半导体设备主要的出

口对象国，占其出口比重接近  %。日

方的出口管制举措意味着今后日本企

业在涉及上述领域相关产品对华出口

时将受到政府部门行政审批手续上的

制约，这使该领域产品的对华出口形成

壁垒，严重损害了世界贸易组织机制下

各国奉行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原则，

对中日两国的贸易往来带来诸多负面

影响。

我们看到，在此次法案修改期间，

日本政府曾向企业公开征求意见，日本

的行业团体和企业纷纷向日政府提交

意见，表达了业界对未来的担忧。但令

人遗憾的是此次修改并未尊重日本行

业团体和企业的意见和合理诉求。在

此次日本公布出口管制措施法案以后，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称此举是对出

口管制的滥用，严重背离了自由贸易和

国际经贸规则，并要求日方慎重决策，

不要给中日互信和两国关系平添复杂

因素，并表示中方将评估日本管制政策

影响，如日方人为对中日正常半导体产

业合作设限，严重损害中方利益，中方

不可能坐视，将坚决应对。从近日我国

对美光的处理方式来看，不排除我方将

在评估其出口管制措施对我方造成的

实际影响和利益损失程度的基础上做

出坚决反制的可能性。

问：日本此次出口管制措施有
哪些意图？
答：日本此次采取出口管制措

施，背后美国的作用当然不可小觑。

我们看到，虽有日本政府官员曾出面

试图撇清此举与美国的关联，声称是

为了阻止先进技术被用于军事目

的。但就出台管制的内容和性质而

言，毫无疑问就是对美国“封杀”和打

压我高科技产业发展战略的具体落

实和响应，是今年初美日荷三国芯片

协议的主要体现。

自    年以来，美国政府以《无尽

前沿法案》为母本，将《    年战略竞争

法案》《    年迎接中国挑战法案》等相

关立法作为修正案纳入其中，推出

《    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其内容

涉及国际联盟外交事务、航天、芯片、 G

网络、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诸多议题，

主要目的就是遏制中国发展。为了在

半导体芯片领域遏制中国的发展，    

年 月 日，经美国会授意，美国总统拜

登正式签署了《    年芯片和科学法

案》。该法案包括经济和国家安全政策

的相关内容，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

向半导体行业提供约   亿美元的补

贴，并为企业提供价值   亿美元的投

资税抵免，以鼓励企业在美国研发和制

造芯片；二是在未来几年提供约    

亿美元的科研经费支持，重点支持人工

智能、机器人技术、量子计算等前沿科

技；三是禁止获得联邦资金的公司在中

国大幅增产先进制程芯片，期限为  

年。特别是第三部分明确将矛头直指

我国。

为了对华形成“合围”态势，美国通

过拉拢日本、荷兰等涉及芯片制造的主

要国家，构建芯片联盟，构建对华壁垒

来限制和扼杀对华高端芯片及制造设

备出口。在美国的鼓动下，今年初美日

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官员在华盛顿

就半导体出口达成协议，表明“日本和

荷兰将追随美国限制先进半导体设备

对中国的出口”。今年 月 日，荷兰外

贸发展与合作大臣表示将限制半导体

技术的出口。 月  日，日本政府也宣

布将对半导体制造设备实施出口管

制。可见，在半导体设备这一高科技领

域上，美日荷三国已就对华“封杀”达成

默契，并非日方的单独行为。

针对美日荷三国的行为，我国在

世界贸易组织机制下的多边场合展

开了合理、合法、有理、有据的维权行

动。近期，在世界贸易组织货物贸易

理事会举行的会议上，中国代表对

“美国、日本和荷兰之间关于芯片出

口限制的协议”表示严重关切。鉴于

美日荷三国都是世贸组织的主要成

员，都有义务遵守世贸组织公开透明

无歧视的基本原则、向世贸组织通报

有关涉及货物贸易的任何协议及内

容。因此，中方代表在发言中要求美

日荷针对这份“出口限制协议”向世

贸组织作出解释说明，以证明其协议

是否存在违背世贸组织关于非歧视

性原则的条款或针对第三方出口芯

片限制等内容，并呼吁世贸组织加强

对这些措施的监管。如果涉嫌违反

世界贸易组织相关法律法规，我方将

保留进一步追究的权利。中国代表

的质疑不但维护了中国的利益，也是

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的权威性。

问：这一措施的出台将会如何影
响中日双边关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
以及日本自身半导体产业发展？
答：这一措施的出台毫无疑问对

中日关系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我们

看到，自岸田文雄出任首相以来，日本

为配合美国推进所谓的“印太”战略构

想，制定了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以及专门针对钓鱼岛的《关于强化海

上保安能力的方针》等法案，在军事、

外交、经济、海洋战略上公开将我国视

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双

边关系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此

次公布出口管制法案，正是其配合美

国“经济扼华”“经济脱钩”战略的一部

分，具有浓厚的冷战色彩，与现有中日

经贸格局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目前，日本对华贸易规模占其整体

贸易规模近  %。    年，尽管全球新

冠疫情蔓延，但是中日双边贸易总额仍

高达创纪录的    亿美元，在华生产经

营的日资企业达 万余家。其中，中日

企业在半导体领域的合作也是中日经贸

互惠互利最具代表性的典范。目前，我

国是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企业的第一大

出口目的地。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的统

计显示，日本    年向中国大陆出口的

制造设备约   亿美元，出口额占出口

到全世界的设备的近四成，在所有地区

中最高，也是美国对华设备出口的近两

倍。日本企业来自中国大陆的营收占企

业全部营收占比达  %至  %。在半导

体产业合作上，日本企业非常重视来华

投资和生产合作。多年来，大批日本企

业投资建厂落户我国，双方企业通过搭

建产业园、合作示范区、平台对接等方式

开展了多渠道、多方位的合作，日本半导

体材料相关企业也在我国各地建立起规

模庞大的供应链体系，从中方大量进口

关键原材料，并向我方出口相关产品和

提供服务支持。两国企业的合作做到优

势互补、错位竞争、共同发展。可以说，

中日半导体产业领域的合作高度符合两

国的利益。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周年。在这一值得纪念的年头，中

日关系却出现了后退。中日两国实现

邦交正常化以来，双方开展了互利共

赢的合作，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友谊

和国家利益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多年

来，中国一直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

国，日本则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两国经贸往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

日两国的经贸合作对推动区域乃至全

球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

此次日本出台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

法规，冷战意识严重，有违世界贸易组

织下的自由贸易原则，与经济全球化

和多边主义背道而驰。因此，本次日

方“一意孤行”推动实施这一法规，不

但对中日两国，也对整个东亚区域乃

至全球的半导体领域的产业链、供应

链都会带来一定的冲击，而日本企业

也将为此承受巨大损失，这种“共

输”行径实在是损人不利己。

 月  日，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办

公室在依法对美光公司在华销售产品

进行网络安全审查之后，认定美光公

司产品存在较严重网络安全隐患，对

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供应链造成重

大安全风险。鉴于此，中国国内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应停止采购美

光公司产品。

然而，对于中方的决定，美方表示

“严重关切”的同时却话里有话，指责中

国政府的举措，再次凸显了美式双标的

虚伪。

丢份额美国着急了

中国是全球存储芯片的重要需求

市场。根据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

（    ）的统计数据，    年，中国存

储芯片的市场规模约    亿元人民

币，占全球比重高达  .  %。而从全

球供应链格局来看，三星电子、  海力

士、美光科技、铠侠、西部数据这五家企

业仍居于绝对垄断地位，全球市场份额

总计高达  %。而作为全球存储芯片

行业的领先企业，美光公司产品市占率

长期位居全球前五。其    年年报显

示，美光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销售

收入约为  亿美元，约占其全球   . 

亿美元营业收入的  .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法》及国家网信办发布的《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安全保护操作指南》，“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定义所涉行业相当广泛。未

能通过中国网络安全审查的结果，意味

着美光公司在华销售份额必然大幅下

跌。

美光产品在华销售受限，其留下

的市场空白必将由其他厂商填补。

这对于去年以来半导体行业进入调

整周期、深受市场需求疲软困扰的存

储芯片行业而言，无疑是加快消化库

存、重新调整供需格局的良机。但对

于美光公司，其所失去的中国市场份

额，短期内却很难在其他地区弥补损

失，甚至可能因此削弱其在全球存储

芯片产业中的领先地位。对于这一

点，美国政府再清楚不过，故而早在 

月下旬韩国总统尹锡悦访美之际，就

要求其敦促韩国芯片制造商切勿在

中国限制美光产品之际，试图填补中

国市场的份额。

然而，除非美国政府施压韩日等

国政府采取进一步措施，干预他国竞

争对手的市场运作，在此之前，三星电

子、  海力士等存储芯片厂商，都必

然会趁此机会加大对华销售力度。如

何阻止包括其盟友国家在内的企业抢

占美企市场份额，也已成为横亘在美

国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究竟谁是“受害者”？

在美光科技公司未能通过中国网

络安全审查的消息发布之后，美国政府

众口一词，大肆抨击中国此举是“经济

胁迫”，声称这削弱了中方为海外投资、

开放贸易体系和基于规则的市场活动

提供有利环境的承诺。但这样的指责

在美国政府对华采取的系列打压措施

面前，是如此地苍白无力、不堪一击。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在未提

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动辄以“国家安

全”名义，限制华为、中兴、中国电信等

科技企业的设备和服务进入美国市

场，将超过   家中国企业、机构列入

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持续拓展美

国财政部的中国涉军企业名单，甚至

起草行政令，限制美企赴华投资所谓

的关键技术行业，就连      这样的

社交平台，都面临着在美国被封禁的

风险。还在刚结束的G 广岛峰会上，

施压、引导其他G 国家，对华采取趋

同的打压措施，意图全方位切断中国

科技企业获取发展所需的技术、设备、

资金、人力等渠道。美国这般滥用“国

家安全”概念，恣意行使单边主义和长

臂管辖，无非是利用其在供应链、价值

链上占据上游，对规则的制定和运用

强于他国，拥有安全领域的影响力和

市场上的吸引力，相对于他国拥有主

导性优势并可采用多种施压工具。

若论“经济胁迫”，美国恐怕才是

当之无愧的“鼻祖”。这样的美国，却

开始扮演起“受害者”角色，指责他国

对其施加“胁迫”，双标到如此荒诞的

地步，无怪乎其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

记者的追问之下，也只能支支吾吾、

不知所云。

对华出口形成壁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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