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10 月 12日 星期四4 国 际

近日，欧盟委员会宣布《芯片法案》正式生

效，计划在 2030 年将欧盟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

份额至少提升至 20%。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

称，该法案旨在促进欧洲半导体领域工业发展，

促进相关技术领域的研究创新，吸引市场投资，

为更好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芯片供应危机提前

做好准备。

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欧洲芯”的理想虽

然“丰满”，但现实多少有些“骨感”，《芯片法案》

的实施落地尚面临一系列挑战。

今年 7 月份，欧盟《芯片法案》先后获得欧

盟三大机构批准通过。此次欧盟《芯片法案》正

式生效，标志着继美国后，欧盟也将以“举盟之

力”加入半导体芯片产业的“抢滩登陆战”中。

根据法案内容，欧盟将调动共计约 430 亿欧元

的公共与私人投资确保这一芯片振兴战略得以

实施。

相较于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欧盟的

《芯片法案》直指芯片供应安全问题，更加强调

欧盟成员国内部的协作分工，体现出了“抱团取

暖”的政策考虑基调。结合欧盟机构及主要成

员国披露的相关文件，法国与德国两大欧盟巨

头预计将成为推动《芯片法案》实施的重要“发

动机”。上述两国不仅可以为法案实施引入相

当体量的投资与国家补贴支持，更是在相关技

术储备领域走在欧盟各国前列。

作为欧洲战略自主设想的重要一环，欧盟

《芯片法案》得到业界高度关注。究其原因，除

《芯片法案》本身体现的宏大政策性构想外，欧

盟委员会同期发布的《欧盟芯片倡议》也较为清

晰地描述了欧盟未来在半导体芯片领域的具体

发展举措：一是建立一个能为全欧盟提供支持服务的云开放平台，旨在促进芯片

用户和芯片产业链关键厂商之间的沟通协调，目的是让欧洲的芯片设计更加符

合市场需求；二是建立试点生产线，包括研发测试具有高度战略敏感性的部分前

沿芯片，包括但不限于 10 纳米至 2 纳米范围的芯片制程及封装技术；三是着眼发

展量子芯片技术，并将为此建立量子芯片设计室与实验室，以及开发与之匹配的

全新测试设备；四是在全欧范围内开设重点支持初创与中小企业的支持中心，相

当于建立了一个欧盟官方芯片技术客服；五是设立欧盟芯片基金，希望用金融市

场力量支持半导体领域发展，促进半导体产业链相关企业便利投融资行为，确保

《芯片法案》中计划的资金能顺利流向相关初创及中小企业。

然而，作为核心中的核心，欧洲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欧洲芯”亟待理顺。荷兰

光刻机制造商日前针对《芯片法案》内容发出提醒称，美欧接连发布的《芯片法

案》政策会干扰半导体行业的供给结构，恐将导致芯片产业难以匹配市场实际需

求，在供应过剩或短缺之间尴尬摇摆。实际上，在现有的欧洲芯片公司中，包括

意法半导体、英飞凌等厂商的优势领域基本为非先进制程的汽车应用芯片，但受

《芯片法案》影响，上述公司正考虑放弃自身优势项目，转而开发先进制程芯片，

这无疑为欧洲汽车芯片供应链稳定增加了风险。除此之外，由于多年依赖进口

美国先进制程芯片，欧洲在高精尖芯片领域的人才储备、技术积累以及市场布局

等方面尚难以完全匹配《芯片法案》的雄心壮志。因此，有业界人士指出，鉴于欧

盟《芯片法案》的部分内容“过于激进”，“欧洲芯”的发展将历经诸多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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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芯片法案》近日正式

生效，标志着继美国后，欧盟也

以“举盟之力”加入半导体芯片

产业的“抢滩登陆战”中。业内

人士提醒，美欧接连发布的《芯

片法案》政策会干扰半导体行业

的供给结构，恐将导致芯片产业

难以匹配市场实际需求，在供应

过剩或短缺之间尴尬摇摆。

位于德国西北部、靠近易北河入海

口的汉堡拥有德国最大、欧洲第三大港

口——汉堡港。近年来，在“一带一路”

倡议影响下，汉堡港将更多注意力锁定

亚洲特别是中国，并逐渐成为联结中

德、中欧经贸合作的重要枢纽。据了

解，2022 年，中国再次成为汉堡港最大

贸易伙伴，往来中国的集装箱达 246 万

标箱，占汉堡港集装箱总吞吐量约三分

之一。

从区位来看，汉堡港拥有四通八达

的海陆交通，从港口到欧洲腹地方便快

捷。除海运、河运外，汉堡港周围的铁

路网也非常发达，有超过 50%的货物通

过铁路运输进出港口，铁路货运占比在

全球港口中名列前茅。

“这些都是汉堡港的吸引力和优势

所在。”德国汉堡港营销协会首席执行

官阿克塞尔·马特恩在专访中表示。除

此以外，汉堡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和陆

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能够推动汉堡港

与中国实现更好的互联互通，因而也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优秀中国企业到汉堡

投资。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汉堡逐渐发

展 成 为 中 资 机 构 在 欧 洲 最 集 中 的 城

市。截至目前，在汉堡注册的中资（不

含港澳台）公司约 550 家，其中中远

海运集团、上海振华重工等企业都

将各自的欧洲总部设在汉堡。与此

同时，汉堡有 700 多家公司与中国有经

贸往来，其中包括拜尔斯多夫集团、汉

莎技术公司、万宝龙国际公司和斯坦威

钢琴厂等德国知名企业。

在谈到中国企业在汉堡港建设与

发展过程中作出的贡献时 ，马 特 恩 表

示，汉堡港与中国企业的联系已经持

续了很多年，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汉堡

港与中远海运集团的密切合作。“汉堡

港 与 中 远 海 运 集 团 已 经 合 作 了 近 40

年 。 双 方 在 合 作 中 结 下 了 深 厚 的 友

谊，共同为汉堡港物流贸易发展作出

了大量贡献，并推动汉堡港逐渐成为

中德、中欧经贸合作的重要枢纽。”马

特恩说道。

据了解，1986 年，汉堡与上海签署

协议结成友好城市，并在上海成立联

络处，此后汉堡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不

断加强。马特恩表示：“除中远海运集

团外，还有很多来自各行各业的中国

企业来到汉堡投资。此外，汉堡还拥

有庞大和活跃的华人社区以及数量众

多的中国餐馆。这些中国企业和华人

群体的存在使得汉堡港与中国的联系

日益密切，愈发加深了双方的经贸往来

和文化交流。”

在汉堡港与中国经贸合作的历程

中，中欧班列的开通与运行同样扮演了

重要角色。作为中欧班列的重要站点，

汉堡港与中国之间的货运班列数一直

在稳步上升，已有多趟中欧班列把汉堡

港设为欧洲的枢纽站点。

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随着中国通

向欧洲的铁路班列不断增加，汉堡港的

海陆联运优势被不断激发出来。汉堡

港不仅成为德国领先的铁路货运枢纽，

还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海铁联运港，对

周边国家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大大增强。

马特恩表示：“2021 年，每周定期从

汉堡往来中国 25 个目的地的铁路物流

线路达 290 条，全年通过中欧班列运输

的货物量达 16 万标箱。未来中欧班列

发展潜力依然巨大。”

当前，全球港口和航运业均面临向

绿色低碳转型的挑战。海运承担着全

球 80%以上贸易货物量的运输，在承载

和推动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同时，也排

放了大量污染物和温室气体。但从另

一个角度看，港口能源转型也为汉堡港

带来了巨大机遇。据马特恩介绍，汉堡

港未来将积极推动整个港口的能源转

型，目标是在今年内为所有码头提供岸

电设施，并在汉堡港扩大可再生能源利

用率。

在谈到今后中国企业如何助力汉

堡港转型发展时，马特恩说：“如今，中

远海运集团已顺利入股汉堡港福地码

头。我们期待，下一步能与中远海运集

团在能源转型方面继续深化合作，共同

推动福地码头以及汉堡港更大范围的

岸电基础设施开发，从而将汉堡港打造

成为更具可持续性的港口。”

中企助力汉堡港可持续发展
本报驻柏林记者 陈希蒙

日 本 近 年 来 大 力 推 进 数 字 化 转

型，然而日本政府、企业、教育界最近

接连发生由于外部网络攻击造成的个

人 数 据 泄 露 事 件 ，引 起 社 会 广 泛 关

注。与此同时，“my number card（个

人编号卡）”改革“乱子”不断，也持续

威胁岸田内阁支持率。可以说，“内忧

外患”为日本数字化转型增加了更多

不确定性。

从外部看，日本面对网络攻击应

对乏力，数据失泄隐患不断。9 月 15

日，日本车企马自达宣布，其公司内部

系统的 10.47 万个账户信息可能已被

泄露，其中包括马自达及集团公司员

工、合作伙伴公司员工以及业务合作

伙伴人员的账户信息。这些信息包括

马自达用户 ID、密码、姓名、电子邮件

地址、公司名称、部门、职位名称、电话

号码等。不过，马自达公司又称，由于

客户信息并未存储在受攻击的服务器

内，因此暂未发现客户信息泄露情况。

事实上，该服务器早在 7 月 24 日

已经受到攻击。确认存在“未经授权

的访问痕迹”后，马自达第一时间切断

了服务器与网络的连接，并禁用了目

标 ID，同时聘请外部专家开展调查。

结果显示，此次事件的起因是马自达

内 部 安 装 的 应 用 服 务 器 的 漏 洞 被 利

用。马自达对调查所花费的时间表示

歉意，并承诺将认真对待这一情况，尽

一切努力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包

括建立网络监控系统等。

然而，民众对于马自达的数据泄

露仍然表达出担忧。有评论认为，虽

然 目 前 还 没 有 确 认 数 据 被 滥 用 的 情

况，但不排除今后相关数据会被滥用，

因此应对客户进行赔偿。也有观点认

为，当前的泄露情况频频出现是由于

法律建设存在缺失，政府应尽快出台

法律，对数据泄露予以严格监管和严

厉处罚。

不仅企业，政府机关本身也饱受

数据泄露困扰。8 月 21 日，日本气象厅

宣布，该厅和日本气象研究所使用的

电子邮件相关设备存在未经授权的通

信，2022 年 6 月上旬至 2023 年 5 月下旬

期间向日本气象厅发送电子邮件的用

户 部 分 数 据 可 能 被 泄 露 。 气 象 厅 表

示，此次数据泄露是由于电子邮件设

备漏洞造成的。关于如何避免这一情

况再次发生，气象厅方面只提出了两

条措施：其一是提示用户，“日本气象

厅绝不会要求您提供个人信息或要求

您访问网站，请小心冒充日本气象厅

的电子邮件、电话等”；其二是对给公

众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并承诺将通

过进一步加强安全措施，防止这种情

况再次发生。

在教育界，数据泄露也成为不得

不关注的课题。不久前，长野县教育

委员会宣布，东信地区一所县立高中

的一台公共电脑可能泄露了大约 7000

人的个人信息。9 月 10 日，正在工作的

一名教师因工作原因浏览新闻网站，

当他点击该网站链接时，屏幕上出现

了提示计算机病毒感染的警告。计算

机随即被远程控制，大约 7000 名学生

和教职员工的个人信息就存储在可以

通过这台计算机访问的共享文件中。

而且，就在今年 8 月，该县北信区一所

县立高中已经发生了一起电脑被远程

控制的事件。县教育委员会表示将彻

底管理信息，并努力防止此类事件再

次发生。

事实上，今年以来针对日本教育

机构的网络攻击数量不断增加。9 月

15 日，日本网络安全云公司公布了教

育机构受网络攻击情况和个人数据泄

露情况。调查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14

日，19 所学校约有 163 万条个人信息被

泄露。该公司认为，在意识到电脑被

病毒感染后，由于用户没有妥善应对，

因而未能及时阻止数据泄露的发生。

因此除了努力从硬件技术层面防止入

侵之外，安全规则培训以及发生信息

泄露时的通信和报告制度等人为措施

也很重要。

从内部看，日本信息化基础能力

薄弱引发数据泄露隐患和社会混乱，

加剧国民不满情绪，威胁岸田内阁支

持率。近年来，日本高度重视数字化

发展，专门设立数字厅推动数字社会

建设。然而在此过程中，数字化是否

真正便利民众生活及其安全性成为转

型必须面对的课题。

例如，日本数字厅当前正在推行

个人编号卡与国民健康保险等其他证

明材料一体化整合进程，但由于技术

漏洞，全国性、规模性错误不断，如静

冈县出现残疾居民绑定残疾证后显示

他人信息情况，千叶市出现个人编号

卡与国民健康保险合并绑定后收取费

用金额不正确情况等。

发现问题后，日本健康保险联盟开

始对全国医疗机构进行调查。9 月 13

日，日本全国健康保险医师协会联合会

公布调查结果显示，在全日本 7070家医

疗机构中，有 978 家机构的保险负担比

例显示有误。个人编号卡累计登录信

息错误次数达 8441件，其中包含多起登

录后能看到他人信息的情况。这引发

了日本民众对于日本政府信息化能力

的质疑和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担忧。

针 对 日 本 政 府 正 努 力 推 进 的 在

2024 年秋季全面实施“废除现有健康

保险卡并与个人编号卡整合”的计划，

日本共同社在全国范围开展了电话民

意调查，结果显示，38.3%的人表示应

该推迟，33.8%的人表示应该撤销，合

计占比达 72.1%。

个 人 编 号 卡 混 乱 不 断 已 经 引 发

了 民 众 对 于 日 本 内 阁 能 力 的 质 疑 。

自 6 月份发现一系列错误以来，岸田内

阁的支持率大幅下降。日本公共媒体

机构 NHK 民意调查显示，针对岸田内

阁，5 月份民众支持率为 46%，但 8 月份

已经降至 33%，为其就职以来的最低水

平。目前不仅在野党，执政党内部也

有人呼吁对健康保险卡与个人编号卡

的合并进行审查。有观点认为，小小的

个人编号卡很可能成为动摇岸田政府

执政根基的大问题。作为直接责任人

的数字化大臣河野太郎为此承担了巨

大的压力，并一度引发了其是否会从新

任内阁中退出的猜测。不过，9 月 13

日，岸田文雄首相改组内阁，河野太郎

继续留任，并兼任新设的“数字化行政

金融改革大臣”一职。

日本经济界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大

力推进数字化转型发展的举措固然重

要，然而在当前应对外部攻击乏力造成

数据泄露隐患不断、内部信息化基础能

力薄弱导致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内忧

外患”下，提升技术层面保障和制度层

面监管水平，切实提高安全风险和数据

泄露的应对能力，真正让数字化转型

便利民众生活才是关键。

日本大力推进的数字化转型进程面临“内忧外患”。近段时间，日本政府、企业、教育

界接连发生由于外部网络攻击造成的个人数据泄露事件，“外患”不断；个人编号卡改革

混乱不堪，正在持续威胁岸田内阁支持率，“内忧”不小。日本经济界人士认为，大力推进

数字化转型进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提升技术层面保障和制度层面监管水平，切实

提升安全风险和数据泄露的应对能力，真正让数字化转型便利民众生活。

日本推进数字化转型难度不小
本报驻东京记者 陈益彤

本版编辑 韩 叙 孙昌岳

美 编 夏 祎

图图①②③①②③均为德国汉堡港均为德国汉堡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希蒙陈希蒙摄摄

③③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