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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热点解读—美国正式通过《2022芯片和科学法案》：527亿美元砸向芯片

8月9日晚，美国正式通过《2022芯片和科学法案》。这项

法案授权在10年内拨款2000亿美元，以促进美国的科学研

究。其中52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558亿元），将用于补

贴美国半导体产业。

美国芯片法案的目的

n 推动Chip 4成立。今年3月，美国提议，与韩国、日本和中
国台湾，成立半导体产业联盟“Chip 4”。Chip 4几乎占据
了半导体产业链，从设计到材料到装备到制造的全部环节大
厂，垄断了半导体供应链的各个环节

n 禁止获得美国补贴的半导体企业，在中国大陆增产先进制程
芯片，期限为10年。

n 美国30年前制造了全球40%的芯片，但现在占比只有12%。

为了降低成本和增加就业，美国需要将芯片生产回流本土。
n 在美国的压力下，台积电已经宣布将在亚利桑那州投资至少

120亿美元，生产5纳米制程的芯片，用于消费电子产品。

1.围堵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1.推动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半导体制造回流美国



一  热点解读——专家观点：美国芯片法案恐难成功

4月10日
中共中央、国务
院发布《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
加快建设全国统
一大市场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
对全国统一市场
建设进行了顶层
设计。

n 527亿美元放在个人面前是天量财富，但扔在半导体产业，真不算什么大钱。
• 公开资料显示，去年，台积电固定资产投资是280亿美元，中国大陆进口芯片花了4400亿美元。更别提，这527亿美元还是分五年发的，

摊到每年、每个厂商头上，可能只剩零头了。

n 芯片产业属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需要持续资本投入、人才研发投入，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打造出完善成熟的产业。
• 如果搬到美国，需要重新投入，重新运营，这个过程不仅耗费巨额资金，而且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并不是简单的事情。

同时，很多芯片巨头选择在其它地区建厂，也会考虑到成本的因素，回到美国需要支付更高的人工成本、研发成本，长期下来非常
耗费资金，未必划算。

• 中国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项立刚近期发表文章认为，同样一座晶圆厂，在美国的建设时间要比中国大陆多一年半以上，建设成本至
少增加1/3，以后每年的运营和生产成本也要增加30%。

n 半导体制造属于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支柱性产业，搬回美国概率不大
• 即便佩洛西亲自去到中国台湾，也没有拿到相关人员加入Chip 4的承诺。
• 韩国更是决定在会晤上，向美方提出“芯片四方联盟”要以“参与国应尊重中国强调的一个中国原则”，和“不提及对华进行出口

限制”为前提。

n 法案一出，美股半导体先崩了
• 美国虽然在半导体制造上处于弱势，但设计方面依然占据全球68%的总产值。以至于拜登签署这份法案的当天，美股半导体先崩了。
• 费城半导体指数最深跌超170点或跌5.7%，接连跌破3000和2900点两道整数位。三大芯片巨头高通、英伟达、博通市值合计蒸发约

300亿美元（2010亿人民币）。



二  宏观数据——7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恢复态势

消费：修复趋缓

消费增速再度回落。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较
6月回落0.4个百分点；限额以上社零总额同比增长6.8%，较6月
回落1.3个百分点。分行业来看。消费升级类产品消费较好，其
中金银珠宝表现最佳，文化办公、烟酒等消费也较前月有所改善。
汽车、石油及其制品消费虽然同比增速仍高，但较前月放缓，受
地产基本面下行影响，地产相关消费低迷。

投资：地产拖累较大

投资修复也在放缓。7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5.7%，较6
月小幅回落0.4个百分点，当月同比增速为3.5%，结束连续两个
月的上行，回落2.3个百分点，从季调环比来看，7月增速仅为
0.16%，为历年同期最低水平，投资修复较前月趋缓。从分项上
看，制造业贡献减弱，地产投资拖累进一步加剧。企业家预期进
一步转弱，扩产投资意愿受限。地产销售再度回落。

生产：结构分化

生产增速基本持平。7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为3.8%，较6月
小幅回落0.1个百分点，基本持平。从季调环比来看，7月增速
为0.38%，较前一月趋缓。国内外需求旺盛的行业表现较好。
7月汽车行业生产增速为22.5%，为所有行业中最高。除汽车
外，机电产品等海外需求也较旺盛，这对电气机械等行业生产
形成支撑。高温天气下，电力需求高企，煤炭、电热产供生产
增速也较高

7月经济再走弱

7月经济修复再度趋缓。从经济的表现可以看出，6月经济的修复主
要是由于4、5月积压需求的集中释放。时至7月，一方面，局部疫
情再起，受疫情影响的城市数据从6月的20多个升至7月中旬的60
多个；另一方面，中长期因素中的地产基本面下行，给经济带来的
压力较大，而政策发力更侧重稳就业、保稳定。这均使得7月经济
修复趋缓。
下一阶段，经济运行仍面临向下的压力，政策或将更侧重落实。

8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1-7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1-7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319812亿元，同比增长5.7%；1-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6302亿元，同比下降0.2%



2021.4-2022.7 经济数据一览表（同比增速）

二  宏观数据——7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恢复态势



三  国资国企——经济数据：营业总收入同比保持增长，但利润总额仍同比下降

浙江省属
企业经营情况
（1-7月）

营业收入

9397.9亿元
同比增
6.9%

利润总额

286.0亿元 同比降
10.7%

来源：浙江省国资委

杭州市属
企业经营情况
（1-7月）

营业收入

2220.18亿元
同比增
13.62%

利润总额

168.38亿元 同比
基本持平 来源：杭州市国资委

全国国有企业经济运行情况（1-7月）



三  国资国企——本月国资国企新闻关键词：数字化改革、共富



四  政策法规——八月政策关键词：碳达峰碳中和、AI、科技创新

8月重要政策一览



四  重大会议——八月会议关键词：稳经济、稳工业、经济大省

8月重要会议一览



五  资本市场——A股行业表现：能源领涨，建筑材料领跌

截止8月29日：
n本月沪深300跌1.93%、创业板指跌1.50%、科创50跌3.18%。申万一级行业13

涨18跌，18个申万一级行业跑赢沪深300。
n煤炭、石油板块领涨。煤炭开采、燃气、油服、炼化及贸易、等能源相关产业涨势

较好，电力相关板块次之。
n建筑材料、汽车板块领跌。装修材料、金属新材料等建筑相关板块跌幅较大。



五  资本市场——PE/VC数据

n本月投资金额与案例数连续两月均出现下滑趋势。本月（8.1~8.29）国
内共发生155起融资事件，较7月的220起同比减少30%；近一月交易总
额132.82亿人民币，较7月169.5亿人民币同比减少22%。
n本月融资规模最大一笔为泰邦生物，亦是中国血液制品领域迄今为止最大

单笔金额私募股权融资。泰邦生物（曾以股票代码“CBPO”在纳斯达克
上市）本轮融资总额为3亿美元，由阿布扎比投资局（ADIA）旗下全资子
公司Platinum Orchid、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领投，国寿股权、
信达鲲鹏参与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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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资本市场——参股企业及行业对标企业

集团参股及行业对标的上市公司情况

 

  
  

代表监事：洪艺女士、王晓明先生、程欣先生

n 0825 杭叉集团:关于董事会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
提示性公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赵礼敏先生、
卢洪波女士、仇建平先生、徐利达先生、徐筝女
士、徐征宇先生等 6 人，独立董事候选人：朱亚
尔女士、蔡云峰先生、寿健先生等 3 人，非职工

。

 

 

1234.76万元，本次交易已完成交割，公司不再
持有凯恒电子股权。

n 0809 西子洁能: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
公告。拟与马建军（自然人）共同出资设立新疆
智慧西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
元，其中马建军出资1600万元，占注册资本
80%；公司出资400万元，占注册资本20%

n 0823 杭叉集团: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计划增持
公司股份的公告。陈赛民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
之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
司股份，共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
不超过人民币200万元。

n 0809 格林达: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近日，公司已与凯圣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
并收到凯圣氟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

参股企业公司公告



六  财经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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