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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投资审查新规难成“救芯丸”
近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投资审查新规，

要求欧盟成员国加强审查对本国敏感行业的

外国直接投资（FDI）行为。据悉，半导体行

业将是欧盟委员会紧盯的重点“敏感行业”之

一。这也是自欧盟《芯片法案》生效后，欧盟

以“加强经济安全”为由，再次开出的一剂“救

芯丸”。

近年来，欧盟与美国、日本等其他主要经

济体一样，将重振芯片产业作为其战略经济

政策中的重要一环，不断以公共资金补贴、行

政干预等做法扶持芯片产业本土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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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抱团取暖、自

产自销”的政策考虑基调。

欧盟委员会此前出台的《芯片法案》显

示，欧盟计划投入超过 430 亿欧元，以提振

欧洲芯片产业，降低欧洲对美国和亚洲相

关 企 业 的 依 赖 。 一 是 提 出“ 欧 洲 芯 片 倡

议”，加强现有的研究、开发和创新，以确保

部 署 先 进 的 半 导 体 工 具 以 及 用 于 原 型 设

计、测试的试验生产线等；二是建设新的合

作框架，通过吸引投资和提高生产力来确

保供应安全，以提高先进制程芯片供应能

力；三是完善欧盟成员国与委员会之间的

协调机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表

示，《芯片法案》可以改变欧盟的全球竞争

力。在短期内，它将使欧盟能够预测并避

免供应链中断，提升欧盟产业供应的自主

能力；从中期看，它将有助于帮助欧盟成为

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领军者。

不过，加大资金投入振兴并扶持欧盟的

芯片产业或许仅是《芯片法案》的“题面之

义”。换言之，鉴于欧洲在航空航天、汽车制

造、工业电子等芯片终端应用领域实力雄厚，

欧盟希望充分利用自身在特定终端市场领域

的优势，制定半导体创新和投资路线图，通过

提高其他国家对欧洲产品和技术的依赖度，

从而提升欧洲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地

位。据此，《芯片法案》专门规定，获得资金扶

持的企业需承诺在欧盟境内开展两类闭环活

动：一是建立开放的欧盟晶圆厂，即设立的半

导体研发或生产工厂，专供诸如空中客车、奔

驰、西门子等欧洲主要半导体使用厂商；二是

建立综合生产设施，即在欧盟本土完成半导

体技术创新，获取欧洲首发的半导体研发

成果。

据了解，在欧盟计划投入的 430 亿欧元

内，将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资金以“国家补助

款”形式鼓励半导体厂商在欧盟境内建造尖

端芯片工厂，其余资金或将投入芯片产业的

基础建设中。这意味着，欧盟将通过各种形

式的招商引资活动，促进半导体企业在欧洲

境内落地建厂。借助未来建立于欧盟境内的

数家超级芯片工厂，生产小于 2 纳米和节能

的芯片，力求到 2030 年将欧洲芯片产能从目

前占全球的 10%提高到 20%。此次欧盟委员

会针对芯片行业设立投资审查新规，不过是

在广撒招商引资的“英雄帖”后，又赶忙打上

一个保守排外的“补丁”。

结合此前包括法国 Soitec、欧洲意法半

导体（STM）、德国默克（Merck）、日本村田制

作所等在内的多家半导体跨国公司的表态来

看，欧洲强行吸纳半导体产业链“回流”难度

极高。业界专家表示，鉴于半导体行业当前

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了广泛而复杂的供

应链体系，短期建立一个仅限于欧洲，并且能

让欧盟企业自给自足的半导体产业链并不现

实。与此同时，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

（ASML）此前也对欧盟意图操纵芯片市场的

行为发出过提醒，称接连发布的芯片政策会

干扰半导体行业的供给结构，可能将导致芯

片产业难以匹配市场实际需求，频频在供应

过剩和短缺之间尴尬摇摆。

欧盟委员会此次发布的投资审查新规保

守主义色彩浓厚，尽管体现了欧盟政策一贯

的步步为营，但似乎并不能成为促进欧洲芯

片产业发展的“救芯丸”。作为全球主要外向

型经济体的代表之一，欧盟在面对新兴技术

竞争时，理应展现出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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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乌兹别克斯坦中亚国际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纳齐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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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积极

实施开放经济政策，加速融入国

际市场，吸引了国外物流运输领

域合作伙伴的兴趣。乌兹别克斯

坦中亚国际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阿·纳齐罗夫认为，交通物流基础

设施在乌兹别克斯坦现代经济发

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国际伙

伴合作将提高乌兹别克斯坦出口

多元化程度。

纳齐罗夫表示，乌兹别克斯

坦不仅积极拓展与中亚、独联体、

俄罗斯等传统市场的贸易关系，

还积极发展与中东、欧洲、南亚和

东南亚等国家的合作。在此背景

下，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的贸易

往 来 尤 为 亮 眼 ，2023 年 前 10 个

月，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双边贸

易 额 突 破 百 亿 美 元 大 关 ，达 到

110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1%。在

2023 年 5 月举行的首届中国—中

亚峰会上，交通领域合作也成为

各方关注的重点之一。纳齐罗夫

认为，中乌物流运输合作有助于

确保中亚国家与中国贸易畅通，

促进货物流通，增强产业合作，也

有助于乌方引进中方加工生产

技术。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

耶夫在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时，提出了一系

列旨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框架

内重大项目的举措。同时，中方

表示愿与乌方共同努力，落实好

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增强在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互动，

激发物流潜力，提高地区互联互

通水平，造福两国人民。

纳 齐 罗 夫 指 出 ，物 流 运 输

合作作为中乌务实合作的重要

领域，至今已取得显著成果。2023 年 8 月 30 日，作为中

国—中亚货物运输线的一部分，中亚班列首列 261 节车

厢的列车从中国柳州出发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后历时近

两周抵达目的地塔什干。柳州是中国汽车零部件生产

基 地 、汽 车 及 零 部 件 出 口 基 地 和 全 国 汽 车 产 业 示 范 基

地，该条线路的开通对乌兹别克斯坦汽车行业发展、中

乌汽车制造业合作具有重要意义。2023 年 9 月，乌兹别

克斯坦铁路公司与中国西安自贸港建设运营有限公司

举 行 了 会 议 ，讨 论 加 强 物 流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领 域 合 作 问

题 。 在 2023 年 11 月 于 广 州 举 办 的“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 中

国”商业论坛上，中国海晨股份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交

通部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计划在乌兹别克斯坦的

安集延州、纳沃伊州和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新建现

代化物流中心。

2023 年前 10 个月，得益于两国在物流运输领域的积极

互动，中乌间货物运输量增长 17.1%，至 410 万吨。

纳齐罗夫认为，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持续重视物流运

输行业发展，两国在该领域的合作具有巨大潜力。

首先，两国间潜在货运量大。中欧航线货物运输在过

去几年年均增长率超过 10%，同时，96%以上的货物通过海

运运输。将部分低效海运路线转变为合理陆运路线，将为

中亚货运走廊提供庞大的货运量。其次，两国均支持加速

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该项目旨在提高中国、吉尔吉斯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间的货运效率、降低物流成本。此

外，中乌两国都致力于在铁路、公共交通领域引入数字信息

技术，经验交流、技术人员联合培养、基础设施更新将成为

两国重要的合作方向。

纳齐罗夫指出，乌兹别克斯坦期待与中国运输企业长

期合作，共同建立货物运输合资企业、物流运输综合体，以

优化本国供应链。上述举措不仅将提高两国交通运输业的

现代化水平，也将进一步加强中乌两国关系。

更高起点构建中乌命运共同体
颜少君

1 月 2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

共和国关于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

合声明》发布，中乌双方确认发展并深化中乌新时

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中乌命运

共同体。

乌兹别克斯坦一直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

参与者和建设者。中国自 2016 年起连续多年成为

乌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并且逐渐发展成为在乌兹

别 克 斯 坦 投 资 最 多 的 国 家 。 据 乌 统 计 署 统 计 ，

2023 年前 11 个月，中乌双边贸易额约达 122 亿美

元，占乌外贸比重 21.3%。乌自中国进口约 100 亿

美元，对中国出口约 23 亿美元。中国为乌最大进

口来源国和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国。

中乌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优势各异，经济互补性

强，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平等互利的中乌务实合

作已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新亮点。

建设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乌关系，是两

国人民的共同期盼。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为在更高起点上推动构建中乌命运共同体提

供了重要契机。应以高水平政治互信筑牢中乌命

运共同体的根基，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

中乌推进各自现代化事业。

一是全面深化战略互信。中乌发展目标相

似、理念契合，是两国开展全方位合作并发挥战略

协同效应的重要基础。两国最高层积极开展政治

对话是推动中乌关系发展的核心和关键因素，应

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和“新乌兹别克斯坦”

发展战略对接。加强中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及其

各分委会为深化两国全方位合作发挥的统筹、协

调和推动作用，发挥好中乌外长战略对话机制、经

贸合作工作机制和投资合作论坛等机制化平台的

积极作用，推动中乌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稳步发展，全面深化战略互信。进一步加强

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合作，加快健全完善中国—

中亚机制下重点领域部长级会晤机制，继续加强

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

施会议等多边机制框架内的相互支持与合作，共

同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二是务实推进“五通”领域合作。巩固和完善

高水平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加快推进中国—中亚

交通走廊建设，加快推动中吉乌铁路建设，推动

“中国—中亚”集装箱班列运营，保障中吉乌公路

畅通运行，构建以铁路、公路直达运输为支撑的物

流新通道，为扩大地区间商品流动和经济往来开

辟新前景。进一步深化和扩大在经济、贸易、投资

和科技创新领域合作，积极落实中乌经贸投资合

作规划，积极探讨实现双边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

可行路径，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进

一步扩大教育、科学、文化、民间外交、体育、旅游、

考古等领域合作，加强新闻媒体、教育和学术机

构、友好协会、艺术团体、青年等领域友好交流，积

极开展商签互免签证协定工作，推动中乌商流、物

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员流动等要素高效顺畅流

动，为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奠定坚实基础。

三是大力拓展绿色、数字、创新、健康等新领

域合作。乌自然资源丰富，双方在传统能源、可再

生能源、绿色能源、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等领域合作

空间较大，应在共建绿色丝绸之路框架下，积极落

实中乌关于开展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的协议，开

展绿色融资、绿色技术、智慧农业、节水技术、防止

荒漠化和土壤退化等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合

作空间。不断深化科技创新合作，积极落实《数字

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推动在

青年科学家交流、科技减贫、技术转移、联合研究、

共同建设科研平台等方面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加

快培育数字领域合作新业态新模式，探索建立电

子商务合作机制，培育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领域

合作新的增长点。加强卫生健康和生物技术领域

的 多 双 边 合 作 ，共 同 推 动 构 建 人 类 卫 生 健 康 共

同体。

四是发挥两国地方合作的积极性。2023 年，

中国新疆、陕西、山东、安徽等 10 多个省份的领导

到访乌兹别克斯坦，乌方 14 个行政主体领导悉数

访华，成为中乌全方位合作的一大亮点。地方合

作是强化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全方位合作

的重要引擎，应进一步强化地方合作，鼓励地方建

立并巩固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为扩大经贸

投资合作、加强伙伴关系和友好往来打造重要广

阔平台。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世界经济研
究部研究员）

为中乌地方合作注入新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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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地方合作论坛
本报记者

马呈忠

“中国企业正成为乌兹别

克斯坦实现工业现代化的主要

合 作 伙 伴 ，双 方 合 作 前 景 广

阔。未来，愿进一步发展乌中

区域间关系，加强制度化联系

沟通，深化贸易、经济、文化、运

输和旅游等领域合作，高质量

落实各项合作协议。”在日前举

办的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地方

合作论坛上，乌兹别克斯坦副

总理霍扎耶夫表示。

乌兹别克斯坦是最早支持

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

之一。自 2017 年以来，中国对

乌 投 资 总 额 翻 了 两 番 ，达 到

110 亿美元。在乌中资企业数

量不断增加，已超过 2300 家，

在基础设施、能源、水务、通信

等领域实施大量合作项目。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庆霜

表示，新疆是我国向西开放的

前沿通道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关键区域。近年来，新疆

发展脉动愈发强劲，特别是中

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正

式设立，把新疆区位优势和自

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优势叠加

放大，将为新疆深化同中亚国

家的经贸交流、地方合作带来

新机遇、扩展新空间。

目前，新疆与乌兹别克斯

坦地方间务实合作进入快速发

展时期。2023 年前 11 个月，新

疆对乌进出口总额达 81.39 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2.7%。

本次论坛，我国有 22 个省

份共派出 300 多名代表参加，

展现了中乌扩展地方合作的积

极性。江苏省副省长方伟建

议，发挥好连云港港口和上合

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等载体作用，拓展展会、跨境

电商平台等对接渠道，推动更多乌兹别克斯坦的优质商

品和资源产品进入江苏市场。

“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之间每周有 19 趟航班，其

中 5 趟航班从乌鲁木齐起飞。我们赞成开通乌鲁木齐

与乌兹别克斯坦各旅游城市的新航线。”乌兹别克斯坦

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席阿布杜萨拉莫夫在致辞中说。

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地方间企业对接会是本次论

坛的重头戏。对接会上，新疆贸促会分别与乌兹别克

斯坦塔什干市工商会和花剌子模州投资、工业和贸易

局签署合作备忘录。中方 18 家企业与乌方达成 18 个

签约项目，签约金额约为 4467 万美元，涉及基础设施

建设、农产品生产加工、文旅项目等特色优势领域。

新疆钵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

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农机制造企业，2023 年

实现对乌兹别克斯坦单笔业务出口 54 台采棉机的最

大订单。该公司董事长陈勇表示，今年将继续加大与

乌兹别克斯坦的联系，增加采棉机出口订单。还将积

极推广中国棉花种植模式，提供全产业链农机具服务，

促进乌当地棉花种植实现全产业链机械化。

乌兹别克斯坦某黄金首饰企业负责人乌鲁格别

克·阿卜都拉赫莫夫时隔 6 年，再次来到乌鲁木齐，他

表示，乌鲁木齐变化很大，发展很快。他感叹说，“中乌

两国合作发展势头良好，此次论坛的召开为乌企业扩

大在中国的业务提供了机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

合声明》的发布，将深化中乌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中乌命运共同

体。建设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乌关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一是全面深化战略

互信；二是务实推进“五通”领域合作；三是大力拓展绿色、数字、创新、健康等新领域合

作；四是发挥两国地方合作的积极性。

本版编辑 刘 畅 美 编 王子萱

上图上图 位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一处公交场站位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一处公交场站。。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下图下图 20232023 年年 88 月月 2929 日日，，由河北张家口开往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由河北张家口开往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

什干的首趟中欧什干的首趟中欧（（中亚中亚））班列从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货运中心下花园铁班列从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货运中心下花园铁

路货场发出路货场发出。。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20232023 年年 1010 月月 88 日日，，等待出口至乌等待出口至乌

兹别克斯坦的国产采棉机装在拖板兹别克斯坦的国产采棉机装在拖板

车上车上。。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