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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最大芯片代工廠、總部位於上海的中芯國際10月

4日晚對外證實已受美方出口限制，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已根據美國出口管制條例向部分供

應商發出信函，向中芯國際出口的部分美國設備、配件及原物料會受限於美國出口管制規定，須

事前申請出口許可後，才能向中芯國際繼續供貨。專家表示，美方出口限制可能令部分原材料和

設備供應受影響，拖慢中芯國際先進工藝研發量產進程。

專家：7nm芯片量產目標或延後
中芯國際受美國出口限制 或損供貨華為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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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芯國際生產廠房。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澎湃新聞、觀察者網報道，
今年10月1日既是新中國成立71周年的日子，又
恰逢中秋節。8天的「十一」黃金周讓許多人有了
「過年」的感覺，國內多地掀起旅遊熱潮。據新華
社昨日報道，國慶前4天多達4.25億人次出遊，多
地景區門票售罄。在全球大多數國家仍然深受疫情
之困時，中國國慶節期間人山人海的景象吸引了不
少外媒關注。

旅遊景點人山人海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1日報道稱，此次
黃金周假期是對中國成功控制疫情的一次雄心勃勃
的檢驗，這也將加速中國經濟的復甦。中國疾控中
心在節日前發布的提示：「可正常安排國內旅
行」，顯示了中國政府在防控疫情方面的自信。
美聯社2日報道了中國民眾在國慶假期熱鬧出遊

的景象，「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可讓數百萬人在
本土自由旅行的國家，目前大多數國家還在與新冠
肺炎作鬥爭，不鼓勵不必要的旅行。」
中國多地的「旅遊熱」也引起了英國媒體的注
意。《衛報》1日報道稱，經歷隔離、封鎖和旅行
限制後，數以億計的中國人正在全國各地「報復性
旅遊」。這8天的消費情況將成為中國經濟從新冠
疫情中復甦的一個關鍵指標。《每日郵報》4日以
《國際旅行限制下，中國旅遊景點人山人海》為題
發文指出，許多國家因新冠疫情仍然採取不同形式
的封鎖措施，而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卻可以在國內出
遊。

恢復到接近正常狀態
美國《紐約時報》則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

「十一」黃金周提振遭受重創的旅遊業》的報道。
報道稱，在任何一年中，為期一周的「十一」黃金
周假期支出都是備受關注的中國經濟健康狀況晴雨
表。今年尤其如此，當人們擠進火車，擁擠在古老
的廟宇中以及做其他許多國家人民仍然只能夢想的
一切事情時，這是迄今為止表明中國從疫情中復甦
最清晰的信號。報道稱，初步跡象證實了兩種趨
勢：第一，中國已經以驚人的速度恢復到接近正常
狀態；第二，疫情帶來的連鎖反應還在繼續。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於當地時間4日發布

的新冠疫情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美國東部時間
4日16時23分（北京時間5日4時23分），全球累
計新冠確診病例超過3,500萬例，達35,011,322
例，累計死亡病例1,034,865例。據央視網10月4
日報道，中國已連續49天無本土新增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

■中芯國際對外證實已受美方出口限制，對於未來的生產經營可能會產生重要不利影響。圖為中芯國際
集成電路製造（北京）有限公司園區。 資料圖片

中芯國際H股昨挫4.636%

外媒：黃金周是中國復甦最清晰信號

中芯國際是中國最大的半導體代工廠，其用於芯片代
工的設備和材料依賴於國外廠商。中芯國際表示，

正在評估該出口限制對公司生產經營活動的影響。基於
部分自美國出口的設備、配件及原材料供貨期會延長或
有不準確性，對於未來的生產經營可能會產生重要不利
影響。
中信證券電子行業首席分析師徐濤表示，中芯國際用

於芯片代工的設備和材料離不開美國廠商。美國出口限
制，直接導致中芯購買來自美國和部分國際公司的設備
材料以及備品備件時遇到阻礙，甚至有斷貨的可能。在
設備層面，刻蝕、清洗、氧化擴散、離子注入、薄膜沉
積、檢測等環節需要的設備，應用材料（Applied Mate-
rial）等美國廠商所佔比重很大。2019年美國半導體設備
商應用材料、泛林集團分別是中芯採購額第一、第三的
供應商。同時，中芯與美國及國際客戶合作也可能受到
影響。
另外，出口限制也可能令中芯國際先進工藝的研發進程
受到阻礙。有行業專家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指出，
中芯國際目前最先進工藝製程只有14nm。截至2020年二
季度，先進製程14-28nm營收佔比僅為9.10%。從營收比
重來看，先進製程營收佔比有限，對整體業績影響不大。
但與此同時，先進製程的工具通常包含美國技術，中芯國
際此前規劃在2021年量產10nm製程，7nm製程目標是在
2023年進入量產，這個時間表可能需要重新規劃。
專家指，中芯國際受制裁，可能進一步影響向華為供

貨，還可能影響到中芯國際的美國客戶，如高通，進而影
響到全球部分芯片產品的供應。截至二季度，美國客戶向
中芯國際貢獻21.6%的收入，較去年同期下降約六個百分

點，高通被認為是其主要的美國客戶。

已儲備關鍵設備及零部件
業內普遍預計，此次美國制裁令中芯業務受到影響，但

不會讓中芯停擺。中芯作為一家運營20年、擁有成建制
幾十萬片月產能的成套設備、成熟工藝、多種技術和多元
化的供應商，在華為事件後，中芯憂患意識更加強烈，早
已強化底線思維，對包括設備、備件、原材料、國際客戶
等上下游產業鏈都做了兩手準備。比如，原材料上儲備充
分，北美客戶營收佔比大幅降低，國內客戶營收比例提
升。現在中芯已在國內科創板上市，目前擁有超過千億人
民幣的現金，為過冬和持久戰作好了全面的後勤保障。
在確認美國出口管制之前，有媒體報道稱，中芯國際已

經儲備大量關鍵生產設備和重要替換零部件。《日經亞洲
評論》援引知情人士報道稱，中芯國際從美國、歐洲和日
本供應商那裏購買的產品超過了該公司2020年的需求。
採購的產品包括用於關鍵生產工藝的機械，例如蝕刻、光
刻、晶圓清潔和測試，以及價值超過一年的易損件，必須
定期更換這些易耗件，以確保機器正常運轉和日常運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甘肅省定西市岷
縣昨日發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一輛重型自卸貨車
失控後衝進農貿市場，目前已導致6人死亡、14人
受傷，其中5人重傷。
當地公安等相關部門介紹，昨日5時45分許，
定西市岷縣西江鎮一村民駕駛同村村民的重型自卸
貨車，沿國道316線由東向西行駛至岷縣茶埠鎮陽
坡村路段時，車輛失控，衝進茶埠鎮陽坡村農貿市

場，當場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傷，後又有1人搶
救無效死亡。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14
人受傷，其中5人重傷。
事故發生後，當地應急、公安交警等部門趕往
現場救援處置，肇事者被公安部門當場控制。目前
受傷人員已在醫院接受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調查
中。甘肅省應急管理廳已派出工作組趕赴事故發生
地調查處理。

甘肅一貨車失控闖農貿市場6亡14傷

■10月3日，大批遊客在三亞遊艇旅遊中心，準備
乘坐遊艇出海遊玩。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中芯國際（0981.
HK）周日晚發公告確認受到美國商務部的制裁，
其H股股價昨天最多曾跌7.6%，收市前反覆下
挫，全日收報17.28港元，跌4.636%，A股則因假
期休市而避過跌市。市場分析認為，有關制裁對中
芯國際的影響最快在3個至6個月內浮現，整個中
國半導體產業也將隨之受到衝擊。

負面影響或最多6個月浮現
寶鉅證券董事及首席投資總監黃敏碩認為，供

貨受到限制，加上訂單或轉向其他客戶，生產等各
方面都會受到影響，以之前公布的原材料庫存，影
響最快在3個至6個月會浮現。不過他相信事件未
至於令中芯停擺，但先進技術發展就可能受影響，
若之後再有利淡消息，股價或會再跌。不過，投行
高盛則指目前不考慮改變看法，給予中芯國際目標

價28.7港元，買入評級。
路透社引述研究機構集邦科技（TrendForce）

報告稱，雖然中芯短期內仍能依靠現有產線持續
運作，但未來將面臨無法新購機台進行擴產的窘
境，其28nm以上成熟製程的擴產，以及14nm以
下先進製程發展計劃恐怕都將被迫放緩。據其統
計，中芯在全球晶圓代工市佔率約為4%，全球排
名第五，在中國位列第一，也是中國目前唯一在
14nm以下先進製程發展藍圖較為明確的晶圓製造
商。
至於中芯國際受制裁，與其有最直接供應關係

的美系半導體設備供應商包含應材、科林研發、科
磊（KLA）將首當其衝。荷蘭艾司摩爾（ASML）
也因其零件主要源自於美國而在限制範圍內。相較
之下，矽晶圓及半導體化學原物料主要由日系及歐
洲供應商為主，初步判斷衝擊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