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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动态

4月以来，台积电将放缓在岛内扩产计划
的传闻不断传出。继月初传出明年量产的高雄
厂建厂计划出现变化后，12日又传出南科、中
科与竹科等多个扩产计划也将放缓。台积电方
面对此表示，将在20日举行的线上记者会发布
相关消息。据岛内媒体报道，因应台湾岛内半导
体产业发展前景不明，加上已在美国与日本设
厂的压力影响，台积电在南科工厂的3纳米芯
片扩产计划，以及竹科、中科两家生产2纳米晶
片的建厂计划也将放缓。

与此同时，4月10日，台积电公布了今年3
月份业绩，当月该公司收入约为1454.08亿元
新台币，相比2月下滑了10.9%，据悉这是台积
电自2019年6月以来首次出现月度萎缩（按年
增长率为负数）。

岛内多位分析人士称，台积电一再传出警
讯，与市场需求持续疲软有关。在需求下滑的背
景下，台积电被迫赴美设厂是“自残式扩张”，这
颗“沉重的种子”恐在两年之后“生根发芽”，有
关台积电的坏消息会不断传出。

■ 赴美设厂谁的战利品？

作为国际上芯片代工领域的一大翘楚，台
积电赴美设厂的高光时间在 2022 年 12月 6
日。美国当地时间该日，美国总统拜登出席了台
积电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新厂移机典礼。面
对从台湾地区运过来的高端设备和专业人才，
拜登兴奋地表示，“美国制造彻底回来了”！

对于拜登的这一言论，美国媒体评价“拜登
总统是在欣赏自己的战利品。”对此，岛内媒体
也明察秋毫，看得清楚。台湾《中国时报》在台积
电新厂移机当日就撰文指出，全世界都知道半
导体的重要性，美日欧把原先依赖台湾生产的
尖端半导体拿去本国生产，这不叫“去台化”，什
么才是“去台化”？蔡当局对此百依百顺、配合行
事，简直是“被卖了还帮忙数钞票”！台湾《联合
报》在当日的社论中也指出，半导体业是台湾经
济的支柱，台积电也因此被看成是“护台神山”，
是前人在远见中步步经营的成果。若问今天的
执政者，为20年后的台湾做了什么筹谋，蔡当
局将何词以对？

此前也有台积电高管对外透露，台积电本
意赴美意愿不高，是在“美国政府和蔡当局的

‘敦促’下，才选择设厂。”对此，岛内分析人士则
指出，台积电之所以执意赴美开厂，一方面迫于
政治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从自身发展，考
虑到其设备、专利无法离开美国的支持，台积电
若想长期保持“行业领先”的优势，就需不惜借
美国之手遏制中国大陆芯片的快速崛起。只有
对美国“卑躬屈膝”，台积电或许才能获得更多
的订单。

但在台积电公司内部一些员工看来，公司

这项耗资400亿美元赴美设厂的项目“完全是
一个糟糕的商业决定”。据美国《纽约时报》2月
22日刊发的一篇报道，对台积电11名员工的
采访显示，这家台湾芯片制造商在美国的工厂
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内部质疑。很多员工说，该项
目可能分散在研发上的注意力，而长期以来帮
助台积电战胜竞争对手的正是研发。一些员工
还表示，由于潜在的文化冲突，他们不愿到美国
工作。

该报道还分析指出，台积电员工的担忧实
际凸显了台积电目前的尴尬处境：作为全球最
大的芯片制造商，其产品能驱动从手机、汽车到
导弹等各种物品，该公司掌握着备受各方垂涎
的技术，战略意义非常重要。但是，美国和中国
围绕技术领导地位的斗争日渐加深，身陷其中
的台积电试图两面下注，结果发现，自己的行动
制造出新的紧张关系。

■ 本想赴美“摊大饼”反被“毒药法
案”坑？

3月 31日，广受各界关注的美国《芯片与
科学法》（以下简称美国芯片法）正式启用，岛内
分析人士和舆论各方的担忧，一一在这项法案
中得到佐证。

美国芯片法立法想法缘起于前总统特朗普
主政时期，其主要初衷是希望世界各国芯片大
厂都落脚美国，并扩大美国本土制造芯片的产
能。这也是美方频频向台积电施压，希望其前往
美国设厂的主因。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美国

芯片法案最受瞩目的条款之一是，禁止获得联
邦资金的公司在中国大陆大幅增产先进制程芯
片，期限为十年，也不得有意和涉及敏感技术或
产品的外国实体进行任何形式的联合研究或
（发放）技术许可。一旦违反限制，补贴的资金
将可能被全额退回。换言之，拿了美国政府补
贴的资金，就不能在中国大陆投资半导体产
业。此外还有要求来美设厂的企业与美方“超额
利润分成”以及要向美方提供新设厂区营业机
密的条款。

据韩国媒体报道，三星、SK海力士等韩国
半导体企业已在考虑放弃申请美国芯片法案补
贴。因为半导体企业都很清楚，拿出核心商业机
密，以客户资料换取美国资金补贴，企业的口
碑、订单后续必然会受到长期影响。

岛内分析人士也指出，美国芯片法案背后
实际是“胡萝卜与大棒”的逻辑。看似该法案计
划提供530亿美元的高额资金，用于协助那些
来美发展的企业，但高额补贴的背后，需要这些
企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该法案也可看
作是“毒药法案”。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日前也直言，美国芯
片法中“有些限制条件没办法接受，还要与美国
政府讨论，不能让台湾厂商营运受到负面影
响。”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中美都设有半导体厂
的企业包括台积电（南京）、三星（西安）、海力士
（大连），值得注意的是，台积电是唯一一家在中
国大陆生产28纳米以下较先进制程芯片的企
业，其中南京工厂在生产16纳米芯片，明显触

及美国芯片法底线，令人怀疑美方的这一法案
正是冲着台积电而来。

面对美国芯片法案的种种不合理要求，各
方关注，6月26日该法案开放申请时，台积电
会如何抉择？

■ 舍弃中国大陆市场，台积电会过
得更好？

作为世界芯片代工领域的一大翘楚，台积
电不管是工艺先进程度、良品率、晶体管密度，
都要领先竞争对手至少一个等级，显现在电子
产品中带来的则是更高的稳定性、更低的功耗。
因此，台积电一直是苹果、华为、AMD等世界
芯片需求顶级企业的座上宾。再加上创始人张
忠谋“贸易自由”的理念，台积电多年来可谓是
赚得盆满钵满。

但刚刚过去的3月，台积电公布的月报让
岛内不淡定了。这份月营收成绩单显示，今年3
月台积电营收1454.08亿元（新台币），创下17
个月新低，累计第一季合并营收5086.33亿元，
季减幅度达到18.7%。从历史上看，3月通常是
台积电首季营收最强的月份，但今年3月，台积
电的营收罕见仅达底标，令业界很意外。岛内业
内观察人士为此发出警示，这对台湾整个半导
体产业来说是一大坏兆头，该产业可能面临的
是L型底部，而不是典型的V型底部反弹。

对于早前，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对公司
赴美将失去中国大陆市场订单的一番言论，
岛内民众也开始持质疑态度。刘德音曾表示，

“失去华为，订单很快会补齐”“大陆订单仅占台
积电10%”。

岛内媒体也曝出台积电今年以来的业绩营
收危机。台湾中时新闻网4月12日报道，依客
户需求与市场动向而定，台积电原定1月开标
的高雄厂机电工程标案延后1年，相关无尘室
及装机作业将随之延后；此外，台积电高雄厂计
划采购的28纳米机台清单也全数取消。

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数据库研究员暨总监
刘佩真认为，台积电今年首季业绩疲软是台湾
半导体业的不祥之兆。后续除了要关注台积电
在岛内及海外的扩产是否有递延外，其今年资
本支出是否维持在320亿至360亿美元规模，
也是判断其今年营收状况的重要指标。她表示，
终端需求变化、库存去化情况、各制程产能利用
率变化以及下半年订单能见度，都是接下来预
判台积电未来营收情况的重要方面。

在美中地缘政治角力中，台积电屡屡被推
上风口浪尖，现在这家被称为台湾“护岛神山”
的知名企业陷入两难。中国大陆是全球最大的
半导体市场。该公司去年在大陆市场的营收占
比约10.82%，仅次于美国。因此，若被迫放弃大
陆市场将是台积电难以承受之重。

台积电被裹挟赴美，如今处境尴尬
本报记者 修菁

八面来风

本报讯 （记者 照宁） 19日由厦
门港开出的首条对台出口跨境电商“大
三通”海运快线对外运行，该航线由
厦门港务物流有限公司携手厦门集装
箱码头集团、厦门外代、华荣海运共
同打造。

据悉，该航线首班搭载60个标准
集装箱、1.7万票、价值2290万元的跨
境电商出口货物，预计将于次日早上9
时抵达台北，清关后可直接派送到台湾
同胞买家手中。

为保障航线顺利开通，厦门海关等
有关部门通力配合，对运营船舶备案、
进出境申报进行全程指导。

据厦门港务物流有关负责人介绍，
该航线是港务物流持续发挥“场站+码
头+航线”资源优势开辟的对台物流新
通道，实现了厦门直挂台北电商快线北
向通道零运力的突破，将和现有“小三
通”厦金航线南向通道运力形成班次互
补，进一步拓宽和提升厦门港对台海运
通道的市场服务能力。

航线目前每周开航两个班次，未来
将提升至每周三班，今后将视业务发
展需要，持续拓展台湾其他港口的直
航航线。

继2022年6月开通“丝路海运”电
商快线、2023年2月开通“小三通”厦
（门）金（门）航线以来，厦门港务物
流着力打造第三条跨境电商出海通道。

配套的厦门港务跨境电商监管中心
作为厦门自贸片区构建的线下跨境电商
生态圈“一区多园”的其中一园，根据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
区“十四五”发展规划》，立足厦门港
对台航线优势，针对跨境电商业务对航
线“快、准、密”的市场需求，联合相
关力量，织密厦门出口跨境电商航线网
络布局，为吸引更多跨境电商货物从厦
门港出海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以此次对台跨境电商直航新航线
开通为契机，发挥厦门港务跨境电商全
链条综合物流服务优势和集聚效应，持
续提升厦门港对台物流服务水平，助力
跨境电商产业和厦门港高质量发展。

厦门港开通首条跨境电商
“大三通”海运快线直航台北

4月17日，在老家福州连江探亲半个多月
后，台胞李清和母亲在福州黄岐客运码头登上

“安麒2号”客轮，将经由福州连江黄岐—马祖
航线到马祖，再搭乘飞机回台湾本岛。

“我和妈妈三年多没回连江，想念家乡很久
了。这次特意安排了假期，回来看看姑姑、兄弟
姐妹，跟朋友见面，吃鱼丸、鱼面，尝尝家乡味。”
李清说，她和家人都希望回乡探亲的路越走越
顺畅。

截至当日，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复航已
满百日。今年1月7日以来，厦（门）金（门）、“两
马”（福州马尾—马祖）、泉（州）金（门）、福州连
江黄岐—马祖4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相继
复航，截至4月17日0时累计验放客轮近600
艘次，查验出入境旅客4.95万余人次，开通“两
岸生命救助绿色通道”5次。

据福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披露，复航以来
至4月17日0时，该站累计验放“小三通”客轮
136艘次，查验出入境旅客3866人次。

厦门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披露，截至4月17

日0时，该总站百日来全力保障两岸民众通关安全，
累计验放客轮近600艘次，查验出入境旅客4.95万
余人次，开通“两岸生命救助绿色通道”5次。

中断近三年的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自复航
以来，平稳有序运行，客流持续增长。特别在今年
清明节前后，“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台胞返乡祭
祖客流高峰，4月1日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突破
2000人次，创下复航以来单日客流峰值。

今年6月即将大学毕业的台湾青年郑雨杭，
清明假期搭乘福州连江黄岐—马祖航线回连江祭
祖，17日又搭乘该航线回马祖。“马祖到台北的航
班只要50分钟，晚上我就可以到台北。现在往来
台北和福州的直航航班还没恢复，走‘小三通’省
时省钱。”他说。

郑雨杭告诉记者，他的父亲是福州人、母亲是
台湾人，初中毕业后他从福州去台湾读书、生活，
计划今年来大陆攻读研究生。他说，相信随着交通
成本降低和越来越便利，两岸的交流也会更密切。

和郑雨杭持同样期许的，还有台胞陈雨来。
“现在感觉非常方便，时间也更自由了，我这三个

月来来回回走了七八趟，希望今后可以继续加密
班次。”陈雨来告诉记者，他经常搭乘厦金航线往
返两岸，对大陆相关部门推动两岸“小三通”复航
也赞不绝口，并对后续全面恢复两岸“小三通”便
捷两岸民众更加便捷地往来充满期待。

100天来，在“小三通”这一“亲情航线”上，
“两岸同胞一家亲”的故事每天都在书写。

据福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副队长林
沛介绍，“两马”、福州连江黄岐—马祖航线旅客多
讲福州话、闽南话，再加上很多人近三年没有搭乘

“小三通”航线，对通关环境不熟悉，边检站专门开
通福州话和闽南话方言服务，让旅客出行更加温
馨和亲切。同时，针对团队或有老人、孩童的家庭，
开通专属服务通道。

为便利两岸旅客往来，厦门出入境边防检查
总站针对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增长的
实际，通过增加警力投入、优化勤务组织高效应对
航班增班加密，并对需帮扶的群体提供人性化通
关服务，进一步提升口岸通关体验，让台胞回家的
路越走越宽、更有温度。

两岸“小三通”复航百日 台湾民众乐见回家路越走越畅
本报记者 修菁

从2020年来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建
设兰花科研组培基地，素有“兰花大
王”之称的台商景文德，三年多来还没
有回过台湾。他把时间和精力主要放在
迁西，在这里投资置业，幸福快乐地生
活，想长久待在这个美丽的地方。

景文德结缘河北与迁西县政协直接
相关。当时，景文德看好首都大市场，
要在北京周边寻求合作伙伴。得到这一
信息，迁西县政协鼓励有一定专业基础
的县政协委员刘金凤迅速与他取得联
系。景文德认可刘金凤热忱、质朴、实
干的性格，刘金凤对景文德充分信赖，
精心服务、友好让利。两只手紧紧握在
一起携手创业。景文德认可刘金凤的能
力，不仅很快落实项目资金，而且将自
己研究的兰花组培关键技术全部无偿传
授给刘金凤，从而使这个基地从无到
有，迅速成长为全国规模较大、技术先
进的研发地，年培养高档兰花苗近亿
株。自此，迁西有了一个崭新的观光农
业、智慧产业，带动当地百名姐妹实现
幸福就业、发家致富。

县政协牵线搭桥将景文德引到迁西
投资置业，更关心关爱他在当地的发
展。经过县政协沟通协商，县委、县政
府相关部门将原来一处闲置资产以比较
优惠的价格，租赁给景文德在迁西的公
司使用。在疫情形势严峻的时刻，县政
协主要领导深入企业，解决食品供应、物
资运输、职工住宿等难题，企业甚至出现
生产高峰，让景文德备受感动。三年来，
景文德多次想以多种形式致谢县政协领
导，都被婉言谢绝。“两岸一家亲，我在
这里有了切身体会。”景文德说，台湾好
多朋友都知道他在迁西过得很好，都想
来到祖国大陆的怀抱享受温暖。

迁西是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县和生
态建设示范区，全县森林湖泊面积占比
高，是著名的康养休闲胜地。景文德在
工作之余，对迁西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丰
富的美食文化情有独钟。特别重要的
是，这里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喜峰口长城抗战遗址，是1933年国民革
命军第29军抗战立功的铁血战场，每年
都有大批台湾人士、29军将士后裔前来
祭奠。景文德说，可以作为“东道主”
来迎接他们。这里还有烟波百里的龙凤
湖，景文德说，看到龙凤湖，就像看到
了日月潭。他计划在龙凤湖两岸建设中
国最大、媲美荷兰的兰花基地，为这个
京东旅游胜地、燕山生态明珠、宜居宜
业新城再添风采。

“在这里感受两岸一家亲”
本报记者 高新国 通讯员 吴祥

第一批在台湾过冬的
3 只黑脸琵鹭日前顺利抵
达辽宁庄河，开始了近 8
个月的繁殖地生活。

黑脸琵鹭是全球濒危
珍稀鸟类，被誉为鸟中的
大熊猫，被列为国家一级
保护野生动物，每年3-5
月份，黑脸琵鹭从主要越
冬地台南市的曾文溪口，
飞抵大连庄河市觅食、繁
殖。据了解，庄河市王家
岛、石城乡形人坨是大陆
唯一被确认的黑脸琵鹭繁
殖地。2006 年，大连市
在黑脸琵鹭繁殖地成立黑
脸琵鹭市级自然保护区。

据悉，今年，大连市
台办将举办第八届海峡两
岸黑脸琵鹭交流保护论
坛，组织连台两地专家学
者开展交流考察活动。
（文／图 大连市台办）

黑脸琵鹭黑脸琵鹭，，欢迎回家欢迎回家！！

本报讯 （记者 照宁） 4月 13日至
15日，首届海峡两岸乡村振兴与共同富
裕论坛暨两岸乡村振兴与“三茶”成果
展在厦门举行。两岸专家学者、业内人
士共600多人参会参展，其中来自台湾
的专家学者和展商超150位。

本次活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
展研究所、福建省乡村振兴促进会等单
位共同主办，活动以“论坛+展会”形
式，通过对“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
对话研讨，搭建两岸学术交流互动平
台，促进两岸学术与产业融合，推动两
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现在的农业需要不断地跨界融合，
我希望两岸能结合各自优势，交流合
作，把各方的资源都调动起来，一起发
展经济，实现多方共赢、乡村振兴。”台
湾鹿谷观光农园经营者张裕源表示，打
造“产学研”三位一体的观光农业是未
来两岸乡村振兴合作的一个模式。

“闽台两地，山水相依，同根同源，
血脉相连。两岸在农业发展合作上有很
大的合作空间，我认为台湾高优精致农
业，将来的主力市场应该在大陆。”来自
台湾南投的李桂香说。

台胞李明淳致力于探索茶产业全产
业链的融合发展。李明淳介绍，参加这
次活动收获颇丰。不仅了解了福建农
业、茶产业的发展，还对惠台利民政策
落实情况有了更真切的体会，希望持续
开展两岸参访交流活动，让两岸的农业
发展合作更为密切。

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赵奇希望，
海峡两岸专家学者与各界人士通过深入
交流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农业发展、有
效推进乡村振兴；抓住合作契机，为两
岸相关领域合作探索新模式、开辟新空
间，推进两岸农业合作走深走实；深化
学术交流，为两岸融合发展提供智力支
持，促进两岸乡村振兴、农业农村发展
领域的务实合作。

两岸共谋厦门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