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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产业科技发展研究所主办                              2021 年 5 月 17 日 

 

美国参议员审议通过《无尽前沿法案》 

近日，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最终以 24 比 4 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了《无尽前沿法案》。该法案授权在五年内为美国基础和先进技

术研究提供超过 1100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以便实现美国在相应技术

领域的发展野心。该法案明确将中国视作劲敌与防范对象，并将出台

严苛规定限制与中方有联系的科学家参与美国科研项目。该法案尚需

美国参议两院的进一步批准，而法案的支持者正在确保相关努力顺利

进行。如若最终得到批准，中美学界的合作关系或将面临难以逆转的

致命破坏。 

中美之间科研合作广泛而深刻，但是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以

防止中国“窃取”美国科研成果和知识产权为由，对中美之间科技交

流就一直采取打压态度。拜登政府上台后，局势也没有好转的迹象。

而这次美国参议院通过这个法案，可以说是第一次在立法层面上“规

范”了美国科研人员在与中国方面交流合作上的行为准则。 

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为代

表的美国联邦政府机构，是美国大学和科研机构最主要的项目资金提

供方。美国很多重大科研成果和技术突破，均受惠于美国国家科研基

金会的支持。此次“新规”，可以说是对中国最为严格的“严防死守”。

只要美国科学家参与任何涉及中国的科研合作，就不能获得或者使用

美国联邦政府的项目资金。如 4 月，美国司法部公布一起诉讼，指控

南伊利诺伊大学（SIUC）数学系教授肖明庆未如实向美国政府汇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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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面的合作，违反了联邦法律，可能面临 20年以上的监禁。 

（产业所 朱焕焕 整理） 

“美国就业计划”助推美国交通和制造业的未来 

近日，白宫发布关于“美国就业计划”推动交通和制造业发展的

声明。当前，美国插电式电动汽车（EV）的市场份额仅占中国 EV 市

场的三分之一。到 2020 年，中国拥有大约 80万个公共充电站，而美

国只有 10 万个。“美国就业计划”将通过重振美国汽车行业和电池

制造产业、部署充电桩网络、提高下一代技术创新能力等，来加速美

国电动汽车行业发展，重新确立美国在电动汽车和电池领域的领导地

位。 

1.推动提升电动汽车市场的需求。“美国就业计划”将制定激励

措施，以继续降低电动汽车的成本并支持电动汽车的市场需求。主要

措施包括：鼓励更多的电动汽车销售点部署；通过零排放中型和重型

车辆的税收抵免，支持电动和燃料电池卡车等重型车辆的市场；250

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公交车的革命性投资；200 亿美元用于将 20％的

校车转换为电动车；提供资金支持联邦机构用车过渡到电动车，并安

装充电基础设施。 

2.制造和供应链。“美国就业计划”认识到，电动汽车对强大的

美国制造基地未来至关重要。确保电池等电动汽车零件的国内生产，

也为增强美国在不断增长的市场中的竞争力，巩固美国国内供应链并

在美国创造高薪工作提供了机会。美国就业计划将提供清洁汽车制造

的税收抵免；通过分配赠款份额鼓励新电池生产设施的启动；为先进

车辆的生产提供低成本信贷；通过布朗菲尔德基金会赠款，支持以前

关闭的设施升级和重新开放，使工厂恢复活力并提高国内制造先进车

辆和零件的能力。 

3.建立全国性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美国就业计划”将为州和

地方政府以及私营部门提供拨款和激励计划，以在 2030 年之前建立

一个由 50 万个 EV充电器组成的全国性网络。主要措施包括：15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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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用于支持建立全国性充电站网络；扩展和改进替代燃料基础设施

税收抵免条件。 

4.研究与创新。“美国就业计划”将使美国成为创新与研发的领

导者。一方面，扩大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与开发，投资 350 亿美元用

于能源和气候相关主题的变革性研究与开发，其中 150 亿美元专门拨

给了应用清洁能源研究的领导者能源部，包括高级电池。它还将投资

400 亿美元来升级实验室和网络等研究基础设施。该计划将增加关键

领域的资金，以重新确立我们在创新领域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向

区域创新中心和社区复兴基金投资 200 亿美元，以建立支持全国创新

和生产力的社会基础设施。 

（产业所 刘如 整理） 

全球芯片产业掉“链”韩国最先发力抢占先机 

近日，据德国《商报》报道，要在未来 10 年打造全球最大规

模的半导体产业供应链，韩国政府宣布，将斥资约 4520 亿美元发展

半导体产业。另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CNBC）在 5 月

17 日的报道中也指出，韩国是最新宣布对半导体产业进行巨额投资

的国家。而就在此之前，美国总统拜登提出拟投资 500亿美元发展半

导体产业，中国政府也计划加大在高科技领域尤其是半导体领域的投

资。欧盟 3 月表示，希望到 2030 年，全球约 20%的半导体将在欧洲

生产，而 2010 年这一比例仅为 10%。 

业内人士透露，半导体可广泛应用于联网汽车、智能手机、联网

设备、高性能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产品等，是当今经济的命脉。法国《回

声报》就曾将半导体称为形势紧张下的世界经济新“石油”。据韩联

社称，到 2030 年，韩国将在半导体领域投资 510 万亿韩元（约合 4520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韩国的私营企业，总共将有 153 家企业加

入，旨在将韩国打造成“半导体强国”。韩国政府也表示，计划借助

这一“K—半导体战略”，通过减免税收、降低利率、放宽管制和加强

基础设施等措施来支持该行业的发展。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在近期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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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演讲中指出：“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大变革中，半导体正在成为所有

工业领域的一种关键基础设施。”但如今芯片短缺正从汽车产业蔓延

到智能手机和显示设备等领域。 

另 CNBC 称，全球芯片持续短缺的情况，预计将持续到 2022 年甚

至 2023 年，这就迫使多国将半导体产业发展问题列入其优先议事日

程，计划注入数十亿美元资金，开建新工厂并加大研发力度，以确保

供应链稳定，增强本国半导体自给自足的能力。 

（产业所 王罗汉 整理） 

苹果谷歌英特尔等组建联盟 敦促美国政府提供芯片生产补贴 

近日，包括苹果、微软、谷歌等科技巨头在内的全球最大芯片买

家，正加入英特尔、英伟达以及高通等顶级芯片制造商的行列，成立

新的游说联盟，以敦促美国政府为芯片制造提供补贴。 

新成立的团体名为美国半导体联盟(SIAC)。SIAC 的使命是推进

促进美国半导体制造和研究的联邦政策，以加强美国的经济、国家安

全和关键基础设施。其成员还包括亚马逊旗下云计算部门 AWS。该联

盟表示，已要求美国立法者为美国芯片法案提供资金。此前，美国总

统拜登已要求国会为该法案提供 500亿美元拨款。 

美国芯片行业组织半导体工业协会(SIA)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约

翰·诺伊弗说：“半导体是系统和技术的大脑，这些系统和技术使美

国经济增长、国家安全、数字基础设施和全球技术领先。来自美国经

济各个关键领域的领导人，以及华盛顿一个由两党组成的大型政策制

定者小组，都认识到半导体在美国当前和未来实力中的重要作用。

SIAC 期待着与国会和拜登政府合作，按照芯片法案的要求对国内半

导体制造和研究进行必要的联邦投资，这样我们国家需要的更多芯片

就会在美国本土生产。” 

汽车行业组织也正在向拜登政府施压，要求其确保汽车工厂的芯

片供应。汽车行业最早感受到芯片短缺的重创，迫使汽车制造商闲置

工厂。福特上月表示，预计芯片短缺将使第二季度的汽车产量减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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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并使该公司 2021 年的利润减少约 25 亿美元。 

这个新联盟不包括任何汽车制造商，对于政府应该如何鼓励国内

半导体制造，这些制造商都有自己的想法。在上周致国会领导人的一

封信中，代表汽车制造商、汽车供应商和汽车工人的团体表达了对拜

登 500 亿美元提议的支持，但强调有必要增加汽车用芯片的产能。这

封信来自美国汽车政策委员会、汽车与设备制造商协会以及全美汽车

工人联合会，信中建议“为致力于将部分产能用于机动车芯片生产的

半导体设施提供更多资金”。 

目前的芯片短缺已影响到从 iPhone 到皮卡等各种产品的出货量，

这是由于部分经济领域从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复苏导致需求激增所致。

美国拥有主导芯片行业收入的公司，而关键电子元件的大部分制造都

在亚洲完成。科技公司希望政府为阻止美国芯片产量下滑提供支持。

根据 SIA的数据，美国芯片生产市场份额已从 1990年的 37%降至 12%，

但他们不希望政府介入更直接的芯片供应渠道。 

（产业所 陈健 整理） 

台积电或将在美国建设 3nm芯片制造工厂 

路透社报道，台积电在美国已开工建设 5nm 芯片制造工厂，另外，

近日台积电计划进一步在美国投资 230 亿到 250 亿美元。在 2020 年

9 月 15 日台积电停止为华为代工芯片之前，华为是台积电的第二大

客户，加上其他中国大陆芯片企业在台积电的投单，中国大陆为台积

电贡献了 22%的营收，而美国则为台积电贡献了大约六成的营收。在

台积电失去华为这个第二大客户之后，中国大陆的芯片企业也减少了

对台积电的投单量，导致 2021 年一季度中国大陆仅为台积电贡献了

6%的营收，而苹果、高通以及其他美国汽车芯片企业则增加对台积电

的投单量，美国对台积电的营收贡献进一步提升至七成以上。 

台积电的一些关键技术、关键材料都来自美国，本来就非常依赖

美国的台积电如今再失去华为的订单，自然对美国的依赖进一步增强。

早在川普担任总统时，台积电已制定计划在美国建设芯片制造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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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出于种种考虑台积电还是希望将芯片制造厂建在中国台湾，因此迟

迟没有在美国正式开工。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上任后延续了之前的芯片

发展策略，催促台积电尽快在美国建厂。2021 年一季度台积电的业

绩创下季度营收新高，表明失去华为的订单并没有给它的业绩造成大

量损失。反而因为美国芯片企业给它更多订单而取得业绩的逆势增长，

于是 2021 年初台积电终于在美国动工建设 5nm 工厂。一季度的业绩

也说明台积电无法承受失去美国芯片企业的支持可能出现的后果，再

加上主要竞争对手三星也已同意在美国建芯片制造厂，因此台积电迅

速在美国开建 5nm工厂。 

据路透社报道，台积电计划在美国建设更先进的 3nm工厂，猜测

是台积电认识到美国市场的重要性，毕竟如今美国芯片企业为它贡献

的收入可能已超过七成，如果在美建设更先进的 3nm工厂，将有助于

争取美国芯片企业的支持。目前美国依然占有全球芯片市场超半数的

市场份额，对全球芯片市场有决定性影响，对于台积电这些芯片代工

企业来说，美国市场是不可缺少的，现实迫使它不得不按照美国的要

求在美设立制造厂。 

（产业所 张志昌 整理） 

大众汽车集团一季度业绩表现出色 

近日，大众汽车集团公布的财务数据显示，一季度该集团实现营

收 624 亿欧元，同比增长 13.3%；实现营业利润达 48 亿欧元，同比

增长 433%；税前利润则从 2020 年同期 7 亿欧元增长至 45 亿欧元。

新车销量方面，2021 年 1-3 月，大众汽车集团的新车交付量同比增

长 21.2%，至 240 万辆，占全球汽车销量的 12.4%。考虑到全球半导

体芯片供应短缺问题，大众汽车集团显然取得了一个不错的开端。 

大众汽车集团成功的电气化攻势正为集团的业绩增长继续提供

动力。通过导入新车型，大众汽车集团正致力于扩大其电动产品的影

响力。另一方面，大众汽车集团还在数字化领域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在电气化方面，大众汽车集团一季度在全球范围内交付了 13.33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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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同比增长 122%，在总销量中占比达到 5.56%。其中插电

混合动力车型的交付量达到 7.34 万辆，同比增长 178%，占总销量的

3.05%。纯电动车型的销量则达到 5.99万台，同比增长 78.4%，在总

销量中的占比达到 2.5%。 

2020年，大众汽车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共售出 42.2 万台插电混

合动力车型。从纯电动汽车的销量分布来看，欧洲是大众汽车集团纯

电动销售最好的市场，其销量（4.24 万台）在总量中的占比达到了

71%，北美（7588 台）占 13%，中国市场（6244）的占比为 10%，位

列第三。 

在大众汽车集团旗下的品牌中，纯电动车型销量排名依次是大众

汽车（51%）、奥迪（24%）、保时捷（15%）、斯柯达（4%）、西雅特（4%）

和大众商用车（1%）。另外，大众 e-up!依然是大众汽车集团旗下最

畅销的纯电动车型，大众 ID.3 和 ID.4 则紧随其后。此后分别是奥迪

e-tron、奥迪 e-tron Sportback 和保时捷 Taycan。 

大众汽车集团的软件业务仍处于早期投资阶段，但随着时间的流

逝，有望通过许可产生一些收入。 

（产业所 徐海龙 整理） 

人工智能助力 T细胞标靶预测 

特异性免疫(specific immunity)又称获得性免疫或适应性免疫,

它是由人体经后天感染(病愈或无症状的感染)或人工预防接种(菌苗、

疫苗、类毒素、免疫球蛋白等)之后,而使机体获得的一种抵抗感染的

能力。 

一般而言,其要在微生物等抗原物质刺激下才能形成免疫球蛋白

或免疫淋巴细胞,才与抗原产生某种特异性反应。在人体的特异性免

疫系统中,B 细胞产生针对病原体的抗体,T 细胞在受到抗原刺激后,

转化为致敏淋巴细胞,表现出特异性免疫应答,从而杀伤入侵的病原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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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过程有感应、反应、效应三个阶段。在反应阶段,致敏淋巴

细胞会与抗原接触,释放出多种淋巴因子与巨噬细胞。与此同时,杀伤

性 T细胞会协同发挥免疫功能,其中,每个 T细胞都依靠 T细胞抗原受

体来辨别外来抗原并与之结合,以此识别特定的病原体, 

新型人工智能模型实现 T 细胞标靶确认。T细胞识别标靶的原理

类似于钥匙开锁,T细胞中的 T细胞抗原受体就像一把钥匙,而人体细

胞上的“抗原肽-MHC 复合物”就像一把锁,只有当两者匹配时,T细胞

才能精准地杀伤病原体。然而,每个人体内的 T 细胞抗原受体分子种

类众多,要确认它们各自针对的病原体比较困难。这就导致 T 细胞虽

在对抗病毒感染和癌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 T 细胞标靶的确认往往

不是件易事。 

为解决这一问题,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型人工智能模型,其能

根据 T 细胞抗原受体分子关键区域的氨基酸序列,预测识别特定的抗

原。这种模型跟现有的预测方法相比,准确性更高。该模型可以研究

人体内哪些 T 细胞可以识别流感病毒、乙型肝炎病毒等常见病毒,还

可以分析杀伤乙肝病毒的 T 细胞在疾病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因此,在

理解免疫系统如何对抗感染、自免疫疾病、癌症等方面,其具有较大

的发展潜力。 

目前,相关论文已发表在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计算生物学》

杂志上。未来,该模型有助于揭示人体免疫应答在各种自免疫疾病中

发挥的作用,还有助于对比新的抗癌靶向药物对于不同癌症患者的效

果差异。 

（产业所 冉美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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