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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去风险”已成为美国主导的西方对华经济战略的“关键

词”。美国、欧洲及日本将“去风险”一词转用到国际政治和地缘战略领域，原

因在于认识到“脱钩”政策不符合己方利益，因而试图以“去风险”论统一对华

战略认知，并根据其各自的利益诉求对“去风险”政策的目标、对象及措施作

出不同的规划并推进实施。美欧日对华“去风险”的具体举措一方面是重点

强化关键矿产资源、半导体和蓄电池等战略物资的供应链韧性，减少对中国供

应链的依赖; 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对尖端核心技术的合作研发、争取国际标准制

定权、实施出口管制与投资限制等手段，共同保护尖端核心技术。美欧日对华

推进“去风险”政策不仅将在政治、经济等层面对中国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还

将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并可能损害美欧日企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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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执政以来，美国出于围堵、打压中国的目的，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的名义推动对华“脱钩断链”。为此，美国政府不断更新对华经济制裁的政策

工具，极力游说、拉拢欧洲和日本等传统盟友并向其施压，力图加强双边和三

边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的磋商及联动，以加强对华施压力度。但是，不仅欧洲

与日本各界对“脱钩断链”这一强硬措辞持警惕态度，美国内部也普遍认为

“脱钩”并不符合中美任何一方的利益。
2023 年 3 月，欧 盟 委 员 会 主 席 冯 德 莱 恩 首 次 提 出 对 华“去 风 险”

( De-risking) ，该政策理念得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的呼应，并

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 G7 ) 领导人峰会上被写入联合声明。如今，

“去风险”一词已成为美欧日等西方国家在论及对华战略和政策时的高频

用词。

那么，“去风险”一词究竟如何从一个金融专业术语演变为地缘政治热门

词汇? 拜登政府从对华“脱钩”转向“去风险”的表态是否意味着其决定改变

对华“脱钩断链”政策? 抑或仅仅是美西方在玩弄话术? 美欧日对华“去风

险”举措聚焦哪些领域? 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进而揭示美欧日对华

“去风险”政策的实质与影响。

一 从对华“脱钩”到“去风险”的演变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整体缩小，两国关系中的竞争

性因素上升，中美博弈日趋激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遏制打压持续

升级，不断拓展对华政策手段，并在意识到对华“脱钩”难以实现的情况下，逐

渐形成了对华“去风险”政策新共识。
( 一) 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的对华“脱钩”论

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出台了一系列战略性文件，公开宣称要与中国展开战

略竞争，在贸易、科技、产业链、社会交往等领域对华“脱钩”。

拜登执政后，提出“竞争、对抗、合作”的对华战略三原则。2022 年，拜登

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既有意图也越来越有能

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提出要通过投资美国以增强自身实力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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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盟友及伙伴的协作共同应对中国，并最终“竞赢”中国。① 拜登政府不仅延

续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的贸易政策，还进一步加大对华科技和产业链“脱钩”

政策的力度，加速整合美国的联盟与伙伴体系，在突出“人权”“民主”、法治等

价值观因素的同时，加快对国际经贸规则的重塑。

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的对华“脱钩”政策一方面倾向于从供需两

端加强直接干预，打击中国高科技发展，重点从产业链供应链上游及中游着

手，在全面打压中国尖端制造业发展的同时，大力加强美国国内供应链的构建

及尖端技术的研发; 另一方面，尤其重视美国的盟伴体系，不仅力争与欧洲及

日本共同打造旨在遏制中国的科技联盟，还积极拉拢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试图构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2021 年 9 月，美国与

欧盟成立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TTC) ，声称将协调国际贸易和技术规则的制定，

在强化半导体供应链、保护并开发关键和新兴技术方面开展合作。2022 年

7 月 29 日，美国和日本举行首次经济政策磋商委员会 ( EPCC，又称经济版

“2 + 2”) 部长级会谈，双方发布了联合声明与行动计划，致力于创建高新技术

的领先优势，占领科技制高点，在半导体芯片等战略物资方面限制中国。

9 月，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 首次部长级会议召开，该框架成员

国确定将重点围绕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及公平经济等四大支柱领域展开

合作。

( 二) 美欧日就对华“去风险”达成初步共识

尽管“脱钩”已成为美国对华竞争政策的标签，但其盟友对此并未给予积

极响应，而是担心“脱钩”政策可能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不符合各方自身利益。

法国、德国等国家越来越强调欧洲“战略自主”，日本也并非盲从美国，而是更

注重在大国博弈中为自身争取更有利地位，借机拓展战略空间。

然而，尽管欧日等对美国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表示失望和担忧，但由

于受到经贸问题政治化的影响，它们越来越认同为保护“经济安全”，在加强

供应链韧性及防止先进技术外流等问题上采取与美国趋同的产业政策与保护

主义措施。如 2020 年 10 月通过的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强调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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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商投资的审查管控力度。2023 年 3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关键原材料法

案》提案，提出力争提高欧盟本土关键原材料产能，增强全球供应链合作伙伴

的关系，减少对中国的依赖。2022 年 5 月，日本国会通过了“经济安全保障推

进法”，这标志着日本在经济安全立法和相关政策方面进一步对标美国，在加

强出口管制和设置技术转移壁垒等方面积极跟进美国的政策。

2023 年 3 月 30 日，冯德莱恩就欧盟对华政策发表演讲，重申欧洲不谋求

对华“脱钩”，并首次提出要从外交和经济两个方面对华“去风险”。她重点强

调，要从增强欧盟自身的能力、充分利用欧盟现有的贸易工具箱、开发新的关

键技术保护措施以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方案”的替代选项这四个方面

着手，减少或消除与中国互动的“风险”。① 冯德莱恩的“去风险”论立刻引起

美、日等国的密切关注。

拜登政府很快做出积极回应，接受了“去风险”这一对华政策新话术，使其

迅速成为对华“去风险”战略的主要推手。2023 年 4 月 27 日，沙利文发表了主

题为“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的演讲，表示拜登政府支持的是对华“去风险”和

供应链多元化，而不是对华“脱钩”。美国将继续用“小院高墙”手段来保护本国

核心技术，精心制定和实施在半导体等尖端技术领域的对华出口管制措施，在

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关键领域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力度，并限制美国企业在涉

及对“国家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的敏感技术领域进行对外投资。② 5 月，日本借

主办七国集团峰会之机，首次将“经济安全”设为单独议题，七国最终一致同意

为保障经济安全和增强经济韧性，在经贸领域共同推动对华“去风险”并寻求供

应链多元化。③ 这意味着美国、日本及欧洲主要国家在对华“去风险”问题上的立

场逐步趋近。会后，拜登重申七国集团已达成共识，无意与中国“脱钩”，但是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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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风险”，构建更安全、更多元的供应链，并保护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先进技

术的安全。①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也在不同场合为

“去风险”论背书，不断强调美国对华经济政策旨在“去风险”，而非“脱钩”。

显然，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与发展，如今“去风险”已成为美国主导的西

方对华经济战略的“关键词”。

二 美欧日转向对华“去风险”的战略考量

“去风险”一词常用于金融领域，涵义是降低潜在损失的可能性或减少实

际损失，保护投资者和市场免受风险因素的影响。美欧日将“去风险”一词用

于国际政治与地缘战略领域，试图用低对抗性的表述，掩盖在尖端科技与高端

制造领域打压中国，以达到加强对华竞争优势的目的。这反映出美西方既要

对中国崛起作出强硬回应，又试图兼顾自身利益与国际形象的政策思路。具

体来说，美欧日转用对华“去风险”的话语叙事有三方面的考量。
( 一)“脱钩”不符合美欧日各方利益

“去风险”一词经欧洲甫一提出，就被美国迅速接受，也被日本积极跟进。

究其原因在于，美欧日都意识到“脱钩”政策脱离实际，不仅难以达成既定目

标，甚至可能冲击西方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损害其产业竞争力。

首先，对美国来说，“脱钩”政策的不利影响已然显现。2023 年 3 月，美国

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最新对华关税评估及审查报告显示，美国进口中国商品价

格的涨幅和加征的关税几乎呈 1 ∶ 1 的关系，②这意味着，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后

果最终全部转嫁到了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身上。有研究认为，尽管供应链重组政

策降低了美国对中国的直接进口，但中国可通过与第三国的贸易及全球价值链，

继续成为美国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③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刊发了类似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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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美国也许能够将其需求从中国转向其他国家，但这些国家的生产线反而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从中国进口。从此表现来看，拜登政府的政策“既没有给美

国带来韧性也没有带来安全，反而使供应链变得更加复杂和不透明，甚至可能促

使其盟友向中国靠拢”。① 与此同时，美国跨国公司也强烈反对对华“脱钩”政策，

认为该政策不仅导致其竞争对手借机抢占中国的市场份额，还会因投资转移成本

过高及进口产品价格上涨造成美国产业竞争力的下降。2023 年 7 月，英伟达、高
通和英特尔等销售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美国半导体巨头的高管与布林肯、雷蒙多

等官员会谈，明确反对美国政府收紧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对华出口管制。②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SIA) 也警告称，限制向中国销售芯片可能会产生反作用，要

求政府停止对中国的进一步制裁以缓和局面，并通过对话寻求解决方案。③

其次，欧日等也反对使用“脱钩”这种强硬和直接的表述。考虑到与中国

紧密的经济联系，它们担心“脱钩”将造成明显的负面效应。中国进出口贸易

体量巨大，2022 年，中国不仅是欧盟的最大进口来源国( 占比 20. 8% ) 和第三

大产品出口地( 占比 9. 0% ) ，④也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 占比 20. 27% ) 、最
大进口来源国( 占比 21. 03% ) 和最大产品出口地( 占比 19. 36% ) 。⑤ 中国还

是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之一，联合国《2023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

示，中国 2022 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额比上年增加 5%，达到创纪录的

1891 亿美元，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外国投资接受国。⑥ 2022 年，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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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投资增长 92. 2%，德国和英国是其中的主要投资者。① 同年，日本企业对

华直接投资的收益高达 32019 亿日元，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收益的 11. 6%，以

及其对亚洲直接投资收益的 34. 7%。② 在美欧日对华“部分脱钩”和“供应链

转移”等论调日益喧嚣的 2023 年上半年，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投资保持了增长

态势，法 国、英 国、日 本、德 国 的 投 资 分 别 增 长 173. 3%、135. 3%、53% 及

14. 2%。③ 此外，短期内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性无可取代。仅以光伏

产业为例，国际能源署( IEA) 基于在建产能预测，中国在全球多晶硅、硅锭和

硅片产能中的占比很快将达到 95%，到 2025 年在光伏供应链的所有关键产

出上，世界各国几乎都将完全依赖中国。④ 对欧洲而言，与中国“脱钩”可能会

进一步弱化欧洲的全球角色。⑤ 对日本而言，美中经济“脱钩”将引发日中经

济“脱钩”，加剧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⑥

( 二)“去风险”有助于凝聚西方对华战略共识

从字义上看，“脱钩”意味着彻底决裂，而“去风险”则是在降低风险的同时避

免彻底决裂，含义相对温和，更符合欧日等的共同诉求。“去风险”是非常模糊和

宽泛的概念，美欧日官方都没有对其进行严格界定，这为美国联手欧日凝聚共识、

打造对华“经济安全同盟”、协调对华施压措施提供了可能性。美国试图通过重构

对华竞争战略的外交叙事，在姿态上降低对抗性，以争取欧日等盟友的支持。

在“去风险”旗号下，美欧日已在使用出口管制及供应链多元化等政策工

具、经济领域构筑“小院高墙”，以及打压中国科技发展等大方向上形成初步共

识，并积极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此外，美欧日还在国际上炒作中国实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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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迫”，渲染中国的发展对国际秩序及一些国家的战略利益“造成负面影响”，并

抛出“政治风险”“法律风险”“供应链风险”“网络安全风险”乃至“人权风险”等

形形色色“中国风险”的论调以影响国际舆论。2023 年 5 月，在广岛举行的七国

集团峰会上，美日等合谋在联合声明中将中国列为单独议题，以“经济胁迫”影

射中国，将中国污蔑为西方乃至世界经济安全的“风险来源”，并决定创设“应对

经济胁迫协调平台”。① 6 月 9 日，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新西兰

发表联合宣言，对中国的举动表示“严重关切”，确认将加强国际合作以抗衡与

贸易有关的“经济胁迫”和“非市场经济行为”。② 目前，欧盟已经通过了《反胁迫

工具法》的法案; 日本正计划在 2023 年底出台的经济安全应对方针中纳入应对

“经济胁迫”的措施; 美国国会正在积极考虑以中国为目标，制定应对“经济胁迫”

的反制措施。美欧日正加速联手共同构建集体对抗“经济胁迫”的合作机制。

( 三) 美欧日对“去风险”的不同规划

鉴于“去风险”概念的模糊性，美欧日得以在对华政策达成一定共识的前

提下，根据各自的战略利益确定不同的政策目标，并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体现出

不同的特征。

美国显然越来越将中国视为其“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

从美国官方发表的各种声明来看，对华“去风险”的具体举措与拜登政府此前奉

行的“精准脱钩”政策类似，都是明确针对中国，聚焦消除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所

带来的“风险”，以及中国综合影响力上升给美国带来的“挑战”。因此，美国的

“去风险”举措是维护其自身霸权，并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意识形态化的

表现。通过措辞上的修饰，美国将继续通过经济胁迫等手段，威逼利诱欧日等

强化阵营对抗，不断加强对华尖端技术的管控措施，维护美国科技霸权，巩固美

国作为全球技术领导者的地位。与此同时，美国也不愿意放弃在中低端产业领

域与中国的经贸联系，以便最大程度保护美国企业及消费者的利益。

欧洲更强调“降低风险”，其首要目的不是在经济上孤立中国，而是要从根

本上增强自身的抗压和应变能力，通过增强欧洲国家的产业链安全，使自身可

以抵御和防范风险。欧洲国家的“去风险”不仅针对中国，也包括减少对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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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源依赖，甚至还有意在数据保护及数字产业等科技领域对美“去风险”。

2023 年 9 月 22 日，欧盟委员会宣布，由于美国芯片巨头英特尔滥用其市场主导

地位，故决定对其处以 3. 76 亿欧元的罚款。① 此外，欧盟强调，不仅要在经济层

面对华“去风险”，也要在外交层面通过与中国就气候变化应对、环境保护、传染

病防范等全球性问题加强沟通来降低对华关系中的“风险”。目前来看，欧洲在

对华“去风险”方面的政策进展比美国缓慢，其部分原因在于大多数欧洲国家缺

乏足够的财力鼓励企业从中国转移资产。而且，在半导体等关键产品及关键原

材料等方面，欧洲也不具备与美国同等的可打造“自给自足”供应链的能力。②

日本的立场则介于美欧之间。尽管日本难以完全脱离与中国的经贸联系，

但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其追随美国的主动性增强，在经济安全相关

制度建设方面主动对标美国，积极跟进美国的各种对华限制措施，致力于提升

自身在美国战略布局中的地位。目前，日本在加强半导体和稀土等重要物资的

供应链韧性、加强对电力等关键基础设施的重要设备引进及维护的事先审查、

保护机密信息与数据安全、加强尖端和重要技术研发、强化投资审查和出口管

理制度等方面不断更新措施。同时，日本也借机在芯片制造等方面争取美国的

技术支持。例如，日本企业 Ｒapidus 与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达成战略

协议，从后者获得可用于2 纳米制程芯片制造技术的授权，并在人才培养和确保

销售渠道畅通等方面与该公司建立优势互补机制。③ 此外，日本还与美国在人

工智能、量子计算及生物科技等领域加强合作，争取共同发挥技术竞争优势。

三 美欧日对华“去风险”的主要举措

美欧日主要从两个方面实施对华“去风险”政策。一方面通过各种双边

和多边机制完善自身能力，争取突破自身瓶颈，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中国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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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 另一方面，不断完善并强化“经济安全”工具箱，掌控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关

键环节与核心技术，制约中国科技发展。
( 一) 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在供应链方面，美欧日重点强化关键矿产资源、半导体和蓄电池等战略物

资的供应链韧性，力争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美欧日在经济安全政策上实现了相互对标及联动，相继推出巨额补

贴计划，鼓励关键矿产资源及战略物资制造业回归本国，以打造不依赖中国的

“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以半导体产业为例，美国为加强在产业领域的

主导地位并制衡中国，于 2022 年 8 月正式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投入 390 亿

美元补贴 芯 片 企 业 在 美 建 厂，并 提 供 25% 的 投 资 税 收 抵 免 优 惠 政 策。①

2023 年 9 月 22 日，美国商务部发布《芯片与科学法》的实施细则，确定最终“护

栏”规则，将半导体归类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物资，规定获得美国政府补贴

的所有实体从获得补贴之日起 10 年内，不能在中国等“受关注国家”进行先进

制程产能扩大 5%以上或成熟制程产能扩大 10% 以上的投资，并限制与“受关

注”外国实体进行联合研发或技术转移授权。② 日本则在 2021 财年及 2022 财

年补充预算中分别列入 7740 亿日元和 1. 3 万亿日元，用于吸引国内外半导体

企业在日投资。③ 2023 年 6 月，日本经济产业省明确提出，到 2030 年计划使日

本国产半导体行业的销售额增加 2 倍至 15 万亿日元。④ 2023 年 4 月，欧盟理事

会、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就《欧洲芯片法案》达成协议，确定在 2030 年前提供

总额超过 430 亿欧元的产业补贴，用于鼓励本地芯片产业的发展。⑤ 美欧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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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通过推动对半导体产业的协调与合作，努力构建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稳定的

半导体供应链。

二是美国继续积极联合盟友和“志同道合”的国家，推动“近岸外包”与

“友岸外包”，试图构建一个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全球供应链格局。① 在

关键矿产资源领域，美欧日等一方面努力加强在勘探、采购、加工及回收再利

用等方面的合作。例如，2023 年 3 月 28 日，美日达成《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

关于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协议》，将对生产电动汽车电池所需的锂、钴、锰、

镍和石墨等关键矿产互免出口关税，承诺不对上述矿产实施双边出口限制。
4 月 16 日，七国集团在气候和能源部长会议上通过了“关键矿产安全五点计

划”，将加强从废旧电子产品中回收利用稀有金属的合作，以应对关键矿产的

供应短缺。6 月 8 日，美英共同发布《大西洋宣言》，将就英国关键矿产资源对

美国出口享受关税优惠问题开启谈判进程。9 月初，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

康稔访问英国，两国同意将在非洲合作开发矿产，以确保关键矿产资源的稳定

供应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另一方面，美欧日还计划重点加强对资源丰富的

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争取建立除中国之外更多的矿产资源供应基

地。2023 年七国集团广岛峰会以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能源转型为名，达

成“清洁能源经济行动计划”，配合此前达成的“关键矿产安全五点计划”，承

诺向各种关键矿产项目提供 130 亿美元的财政支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矿产

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并计划联合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尽快建立

新的 技 术 援 助 框 架，以 帮 助 发 展 中 国 家 提 高 矿 产 资 源 勘 探、开 采 及 加 工

能力。②

在尖端半导体制造领域，美国一方面积极联合盟友打造发达经济体间的

双边或小多边合作机制，另一方面极力推进半导体供应链的多元化发展，包括

推动组建美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芯片四方联盟”，在半导体技术研发及人

才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在对华半导体技术及设备出口限制方面加强沟通，积

极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半导体供应链; 向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提供半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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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产业的投资开发援助，推动相关国家成为未来美日等国将半导体供应链从中

国转出后的主要承接方。目前，在美国的施压下，荷兰与日本已先后出台配合

美国对中国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的措施。2023 年 3 月 8 日和 6 月 30 日，荷

兰政府先后颁布新的出口管制规定，限制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 EUV) 和深

紫外光刻机( DUV) 等设备的出口，该规定于同年 9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日本

政府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宣布，将用于清洗、成膜、热处理、曝光、蚀刻、检测等的

6 大类 23 种先进半导体芯片制造设备列入出口管制范围，于同年 7 月 23 日起

正式施行。此外，5 月 27 日，“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达成全球首个多边供应

链协议，旨在共同确保半导体芯片、关键矿产及药品等重要物资的稳定供应，

以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为此，美日等国将共同设立供应链理事会、供应链

危机响应网络、劳工权利咨询委员会三个机构，以共享产品库存信息，增加内

部采购，就潜在的供应中断风险发出预警并提供相互支持。① 7 月 4 日，日本

与欧盟签署旨在加强半导体领域合作的备忘录，双方确认将创建半导体供应

链信息共享的早期预警机制。②

此外，美欧日还强调要重视包括手机终端及云服务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的安

全性和可靠性，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进一步在通信基础设施供应链上排除中

国的通信设备。同时，美欧日越来越重视供应链中的“人权”保障和环境保护因

素，试图以“保障人权”和“遵循环保标准”等借口排除供应链中的中国产品。

( 二) 在发展及保护尖端核心技术领域的合作

在尖端核心技术领域，美欧日重点加强技术研发合作，并以“保护关键和

新兴技术”为名，阻断中国获得重要尖端技术的渠道。

一是加强对重要尖端技术的投资与研发合作。2023 年 5 月，美日领导人

举行双边会谈，共同确认将深化新兴技术领域的研发合作，在量子计算和半导

体领域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美国的美光科技( Micron Technology) 与日本的东

京电子( TEL) 两家企业将在今后 5 年投入 6000 万美元，携手美日 11 所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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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Publishes Text of Landmark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 IPEF) Supply Chain Agreement，”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Septembe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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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培养尖端半导体研发人才; 美国科技巨头 IBM 和谷歌承诺提供 1. 5 亿美

元，支持美国芝加哥大学和日本东京大学从事量子计算研究; 美国英特尔公司

与日本理化研究所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将加强双方在人工智能、高性能计

算、量子计算机等下一代计算领域的联合研究。① 随后不久，雷蒙多与西村康

稔举行会谈，确认美日双方将加强在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及量子信息技术领域

的合作，并共同制定合作开发新一代半导体的时间表。② 此外，美日印澳在“四

方安全对话”峰会上，决定成立“四方投资者网络”( QUIN) ，下设 5 个专家工作

组，促进对清洁能源、半导体、关键矿产资源及量子计算等战略技术的投资与

研发。③

二是争夺尖端核心技术的国际标准制定权和话语权。美欧日在积极参与

标准化流程、制定新兴技术规则和升级技术标准方面加强合作，争取主导关键

和新兴技术国际标准的制定，并试图利用西方主导的技术标准体系将中国产品

排除在供应链之外。例如，为了对冲中国在 5G 技术、产品及服务上的优势，美日

等国正大力推进可替代华为设备、基于开放标准接口的开放 无 线 接 入 网

( Open-ＲAN) 的国际标准，以减少对中国产品与服务的依赖。此外，美日还加强合

作，积极制定新一代网络通信技术即 6G 技术的相关规则，争取主导 6G 技术的全

球标准。

三是为防止尖端核心技术外流，美国联合欧日以防止先进技术用作军事

用途为由，共享相关信息和经验，并通过实施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等手段，限

制中国在关键领域接触和获取先进技术。例如，2023 年 5 月，七国集团广岛

峰会确认各国将重点在微电子、网络监控系统等尖端核心技术出口管制方面

加强合作，并强调将采取措施应对企业对外投资带来的风险。6 月 20 日，欧

盟发布《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文件，提出推进“去风险”政策的构想，包括建议

欧盟成员国共同审查对外投资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并在此基础上于 2023 年

底前提出相关倡议。④ 8 月 9 日，拜登签署行政令，禁止美国主体在半导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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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米、半導体·量子分野に290 億円」、『日本経済新聞』、2023 年 5 月 22 日。
「日米、半導体開発へ行程表」、『東京新聞』、2023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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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U Approach to Enhance Economic Security，”European Commission，June 20，2023，

https: / /ec. europa. eu /commission /presscorner /detail /en / IP_23_3358.



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进行投资，并要

求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人向美国政府更广泛地通报在上述高科技领域的投

资情况。① 今后，美国可能会进一步加强与欧日等盟友在对外投资审查机制

等方面的政策协调，游说欧日对标美国的政策举措，出台限制对中国敏感技术

领域投资的新政策，将其构筑的“小院高墙”做法从贸易领域延伸至全球投资

领域。

四 美欧日对华“去风险”政策的影响

“去风险”政策是欧洲在寻求“战略自主”的过程中，为应对美国施压而提

出的一种替代性方案。而美国出于拉拢盟友、粉饰分歧的目的，积极接受了这

一提法。日本则在实际行动上积极配合和追随，借助“经济安全”等议题，对

中国大打“经济牌”。无论美欧日“去风险”进展是否顺利，其将中国视为目

标、强化对华制衡的做法，不仅将在政治、经济等多个层面对中国产生深远影

响，还将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并给美欧日等国企业造成很大损失。
( 一) 使中国在政治与经济领域面临风险

无论如何修饰措辞，对华“去风险”政策都难掩美国拉拢盟友打压、遏制

中国的真实意图，其本质是要在尖端科技与高端制造领域“去中国化”。此举

将对中国的科技创新、产业链升级、吸引高质量外商投资等方面产生影响，并

且这一影响可能将扩及地缘政治层面。

首先，在“去风险”和应对“经济胁迫”的大旗下，美欧日在尖端科技领域

加大了与中国“脱钩”的力度。美欧日在全球供应链关键环节排除中国的影

响，有可能导致中国尖端技术的发展短期内承压明显，在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

能力和突破供应链卡点、断点等方面面临更大阻力。例如，尖端半导体作为超

级量子计算机、人工智能必不可少的部件，其生产线建设是中国着力突破的产

业链薄弱环节。美国从半导体供应链的各个环节、相关技术设备到专业人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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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等领域对中国进行全流程限制，并强压日本和荷兰共同参与限制对中国先进

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的做法，其目的不仅是要使中国难以获得制造设备、关键

技术和材料，更是企图将中国半导体发展固化在成熟工艺制程范围内，阻滞中

国在芯片先进制程上取得突破，借此拉大中国与先进国家的距离，进而使中国

在以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失去技术优势。

其次，中国在市场规模、生产能力、技术转化及核心资源等方面的绝对优

势面临挑战，跨国企业对华投资预期受到影响。超大规模市场、产业配套体

系、技术转化能力和重要物资的稳定供应是中国吸引外资和对外经济合作的

优势所在，在这些优势因素下形成的强大利益纽带，将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深

度绑定。美西方对华“去风险”策略对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形成一定的挑战。

一方面，美日等国通过国际舆论将中国塑造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风险因

素”，持续压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魅力; 另一方面，美日在供应链安全合

作中突出东盟、印度等新兴市场的重要性，持续加大对新兴市场的战略投入，

寻求中国市场的替代方案，削弱中国市场的吸引力。虽然短期内很难出现能

够复制乃至完全取代中国的供给中心和需求市场，但在美日等国政府不断强

势介入下，企业对政府的政策更加敏感和依赖，接受政府引导的趋势更明显。

以日本为例，受政府对华态度日趋强硬的影响，部分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型企

业财团在扩大对华投资、推动项目落地方面的顾虑增加，甚至放弃对华合作项

目。同时，基于对政府在高科技领域持续强化对华施压的预期，一些企业担心

对华出口限制会从尖端技术领域向成熟技术领域扩展，因此在部分目前暂未

受影响的通用、成熟技术和产品方面，企业对华投资的顾虑也在不断上升。

最后，在“去风险”舆论的推动下，美国在经济领域制衡中国的态势有可能

进一步延伸到地缘政治领域。美日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台湾地区在经济、技术

方面的深度合作，突出其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借机强化美日

介入台海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目前，台积电( TSMC) 已分别获得美日两国政

府的补贴，并在申请德国和欧盟的补贴，计划投入巨额资金在美日等国新建半

导体生产工厂，助力美日等国提升半导体的本土产能。
( 二) 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加剧全球经济风险

在过去几十年中，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变化将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在一起，

成为支撑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的源动力。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以

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中国市场的成长不仅为全球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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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带来丰厚收益，也使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从美国、日本和德国

的对华贸易额可见，2000—2022 年，美国对华出口额从 161. 8 亿美元增长至

1538. 4 亿美元，进口额从 1000. 1 亿美元增长至 5756. 9 亿美元; 日本对华出口额

从 303. 8 亿美元增长至 1445. 4 亿美元，进口额从 551. 1 亿美元增长至 1888. 6 亿

美元; 德国对华出口额从 86. 1 亿美元增长至 1133. 8 亿美元，进口额从 168. 8 亿

美元增长至 2047. 7 亿美元。① 这一方面体现了美日德对华贸易规模的扩大，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全球价值链由各环节产生的增加值组

成，分属于参与价值链的各个国家。在美日德对华出口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

是在中国进行加工组装后销往中国国内市场或其他国家市场，虽然表现为对

华贸易，但仅有一部分增加值是在中国本土创造并归属于中国企业，其余部分

则归属于参与这一产品价值链各环节的各国企业，其中美欧日的跨国企业占

很大份额。而在美日德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在华外资企

业制造，或是采用外资企业提供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制造，这一部分的增加值也

应归属于外资企业。因此，美欧日对华贸易的扩大实际是全球价值链深化的

表现，带动了价值链上各环节的增值，并使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各国企业均获得

了收益。

从贸易比重看( 详情如图 1 所示) ，日本对华贸易比重上升趋势最为明

显。2000—2022 年，日本对华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6. 3% 上升至

19. 4%，进口比重从 14. 5%上升至 21%。2020 年，日本对华出口比重和进口

比重分别高达 22%和 25. 8%，这反映出中国市场对于日本贸易和经济的拉动

作用。同期，美国对华出口比重从 2. 1%上升至 7. 5%，进口比重从 8. 2%上升

至 17. 1% ; 德国对华出口比重从 1. 6% 上升至 6. 8%，进口比重从 3. 4% 上升

至 13. 0%。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及美国对华“脱钩”政策的影响，2022 年美日

对华进出口比重普遍有所下降，但中国在美德日对外贸易中仍占据重要地位。

在中国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挥重要作用的背景下，美欧日以“去

风险”之名，行“去中国化”之实，企图人为切断中国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密

切联系，其最终结果将使得以市场、成本、效率为重的各国产业链布局转向以

安全、稳定和政治为重。产业链本土化与区域化的结果反而可能造成全球供

应链出现断链风险。可以说，强行推动“去中国化”最终影响的不仅是中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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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还有国际贸易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将导致世界经济的碎片化，使

各国面临更大范围的“脱钩断链”风险。

图 1 2000—2022 年美日德对华进出口贸易额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此外，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中美经贸关系不仅是双边问题，还涉及

诸多第三方因素。美国对华贸易战和科技战将增加诸多第三方受牵连的风

险，加大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及跨国企业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例如，美国通过

“实体清单”直接限制对中国部分实体的尖端科技产品出口，这不仅影响中美

双边经贸关系，还会波及第三方国家的对华经贸关系，包括美国制造的相关零

部件产品对华出口也将因美国的限制措施受到影响。中国是很多国家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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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伙伴，美国拉帮结派的做法可能导致世界各国及企业不得不在中美之间

做出选择，在全球特别是在亚太地区，对抗与分化的趋势将会更加明显。这将

严重制约经济全球化进程，甚至使全球经济陷入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已发出警告，在美国出台《芯片与科学法》等因素的影响下，资金正在

流入“地缘政治上相互靠近的国家”，而“友岸外包”的兴起则可能对欠发达市

场造成的伤害最大，各国政策变化引发的地缘经济碎片化从长期看将导致全

球总产出下降。此外，在减少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

为，即使从地缘政治利益一致的国家增加采购，由于有明显的本土偏好，最终

也会导致供应链多元化的减少，造成各国经济增速放缓、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

定性加大，进而给全球经济复苏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① 在加强技术管制的

背景下，全球贸易量减少、资源配置不当及跨境知识扩散受阻等问题都将直接

影响全球经济的增长，给全球经济增添不确定性。

( 三) 导致美欧日企业付出高昂代价

在美欧日对华“去风险”的半导体等重点领域，各国产业链的结合本已非

常紧密。对半导体产业链的管控措施不仅将切断美国半导体企业与其最大的

市场即中国之间的联系，也会因次级制裁牵连欧日等国企业，导致企业投资收

益减少、研发能力下降。如此一来，不仅会削弱美欧日半导体企业的竞争力，

还会严重破坏半导体全球产业链的稳定。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的统计数据显示，自 2020 年以来，中国已连

续三年成为世界半导体设备的第一大销售市场。2022 年，中国大陆市场半导

体设备的销售额达 283 亿美元，占全球销售额的 26. 3%。② 可以说，中国市场

影响着全球半导体设备巨头的利润。对中国半导体设备出口最多的国家是日

本、美国和荷兰，相关国家的企业也承受着主要来自美国政府的压力。如图 2 所

示，2021 年，在日本半导体设备 305 亿美元的出口总额中，有 118 亿美元是对中

国的出口，占比为 38. 7% ; 美国和荷兰对中国的半导体设备出口额为 68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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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5 亿美元，分别占其半导体设备出口总额的 26% 和 12. 5%。在日本对中国

限制出口的 23 种半导体制造设备中，全球半导体巨头东京电子 2022 年在中国

市场的销售额占其销售总额的 23% ; 全球主要半导体单片清洗设备生产商斯库

林集团( SCＲEEN Holdings) 在中国销售额的占比也达到了 20%。① 一旦政府的

出口管制措施造成半导体设备对中国出口减少，相关企业的经营业绩也将

下滑。

图 2 2021 年美日荷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日本経済新聞』、2023 年 4 月 2 日。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预测，受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措施的影响，包括美

欧日企业在内的全球十大半导体企业 2023 财年的投资额将同比下降 16%，

这将是自 2019 财年以来时隔 4 年的首次下降，也是自 2013 年以来的最大跌

幅。其中，美国泛林集团( Lam Ｒesearch) 2023 年的销售额预计将减少 20 亿至

25 亿美元，东京电子在中国的营业收入将比 2022 年同期减少约 5%。② 世界

半导体贸易统计协会( WSTS) 于 2023 年 6 月发布预测报告，认为 2023 年全球

半导体市场规模将出现自 2019 年以来首次负增长，较 2022 年减少 10. 3%。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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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受美欧日等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管控措施的影响，半导体、信息技术

等相关企业的业绩将由于出口市场受限而面临盈利下滑风险，进而将危及其

在新一代技术研发上的持续投入，并对其竞争力造成不利影响。特别是对日

本而言，在经历美国对其半导体产业的强力打压之后，日本在半导体制成品领

域的市场份额已明显减少，被中韩等国大幅反超。目前，日本在半导体行业的

优势领域主要是半导体制造设备和材料。日本政府此次主动配合美国，出台

对 23 种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限制措施，置占比近四成的中国市场于不顾，

实际上是一种“自残”行为，必将带来反噬效应。日本财务省公布的贸易统计

结果显示，2023 年 7 月，在日本正式对中国实施半导体出口限制措施之后，其

半导体制造设备等对中国的出口额下降了 20. 6%。①

此外，在供应链震荡风险加剧和世界经济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许多跨国

公司开始采取把中国业务与美国业务分隔的方式来规避风险。例如，2023 年

6 月 6 日，全球大型科技投资公司红杉资本( Sequoia Capital) 宣布，计划将其全

球业务拆分成中国、欧美、印度与东南亚等三个完全独立的实体。② 究其原因

就是担忧美国限制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投资将会影响其全球资金运作。无独有

偶，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JETＲO) 的报告也显示，日本企业正在着力构建两套

产业链，分别面向美国及其盟友，以及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③

结 语

美国“去风险”政策的目的是遏制打压中国的核心竞争力、维护美国的霸

权。其之所以用“去风险”替代“脱钩”，很大程度上是因客观条件的限制作出

的一种妥协。拜登政府深知，仅靠美国自身无法真正实现对中国的“去风

险”，因此加强对盟友的政策“捆绑”就成为必然的选择。2023 年 9 月 13 日，

布林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了题为《新时代美国外交的实力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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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演讲，其核心就是要进一步加强盟友与伙伴关系，强化美国的世界领导

地位。尽管布林肯在演讲中没有提及“去风险”，但他表示，美国在各个地区

的盟友与伙伴正努力在关键技术及在这些技术所需的关键材料方面建立有韧

性的供应链，美国将与盟伴一起，强化政策工具反击中国的“经济胁迫”。①

9 月 19 日，拜登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时再次强调，美国将“动员强大的联盟

体系及多样的伙伴关系”来应对“共同的挑战”，明确表示将寻求对中国“去风

险”，但不是“脱钩”。② 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在“去风险”的大

旗下，将继续加强与欧日等盟友的协调，同时极力拉拢“全球南方”国家，竭力

编织其遏华关系网。

美西方对华“去风险”政策固然会对中国的供应链安全和经济发展造成

各种负面影响，但也应看到，出于避免过度依赖中国而推行的“去风险”战略

也会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减少对美欧日的依赖。同时也应看到，无论是对华

“脱钩”还是“去风险”，都意味着美西方将主动放弃或被动失去在中国的市场

份额，并且，他们还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时间和成本来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及基础

设施建设。此外，“去风险”还将减少美国对中国施压的筹码和牵制力。从这

个意义上讲，中国应当充分利用美西方的“去风险”政策，加快自我完善，降低

自身所面临的风险，并创造发展新机遇。

【责任编辑: 张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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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ucial for interpreting U． S． economic policies vis-à-vis China and reasonably

analyzing and predicting the direction of China-U． 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Keywords］ China-U． S． Economic and Trade Ｒelations; U． S． Economic

Policy; Economic Security; “New Washington Consensus”; Biden Administration

An Evaluation of U． S． ，Europe，and Japan’s“De-risking”Policies

Towards China

CHANG Sichun，LI Qingru

［Abstract］“De-risking”has emerged as a key term in the U． S． -led

Western economic strategy toward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Europe and

Japan have extended the use of“de-risking”into the realm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geopolitics because they now realize that a policy of

“decoupling”does not align with their own interests． Consequently，they

attempt to unify their understanding of “de-risking”as a framework to

shape their policies towards China，while devising distinct plans and

implementing measures of “de-risking”based on their respective policy

goals，targets，and needs． The specific measures taken by the U． S． ，

Europe，and Japan in their“de-risking”policies towards China are mainly

twofold． On the one hand，they focus on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of supply

chains for critical mineral resources and strategic materials such as

semiconductors and batteries，with the aim of creating reliable supply

chains that reduce dependence on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they

collectively restrict China’s access to critical advanced technologies by

bolstering cooperation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seeking control over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implementing export controls and investment restrictions． The adv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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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U． S． ，Europe，and Japan’s“de-risking”policies towards China is

poised to have profound implications not only on Chin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but also on global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potentially harm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U． S，Europe and Japan’s

businesses．

［Keywords］“De-risking”; “Decoupling”; U． S． Economic Policy

Towards China; European Economic Policy Towards China; Japan’s

Economic Policy Towards China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New National System” for Defen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WANG Ping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ation，the U． S． government has

been a stalwart supporter of defense technology innovation，especially since

the World War II，when it institutionalized support for defense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became a lead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tting-edge defense technology worldwide． However，sinc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a consensus has been forming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that，

in comparison to terrorism，competition from nations such as China and

Ｒussia poses a more serious threat to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especially in emerging technology domains． Yet，the U． S． government’s

leadership in defen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has been noticeably lacked．

Since taking offic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aim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national security innovation base，which is viewed as a

critical pillar of its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strategy． To this end，it has not

only strengthened strategic guidance for defen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but

has also provided robust policy and financial support in optim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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