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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0年 6月,美国提出清洁网络（Clean Network）计划，包括通

过制订清洁网络名单，采取综合措施保护美国公民的隐私和公司敏感

信息免受所谓中国等恶意行为者的侵扰。该计划于 8月 5日更新，在

5G 清洁路径计划的基础上推出了五项新的计划来保护美国的关键电

信和技术基础设施。清洁网络计划基本覆盖全供应链生态闭环，是美

国在对中国网络产业长期研究和深度解剖基础上提出的精准打击策

略，可以看作是实现其数字霸权的一套工具箱。 

清洁网络计划是一个挑战全球信息产业内生规律的非理性构想，

其表现形式，是美国政府部门基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主观战略认知，

以及来源复杂且难以精准表述的混合型需求所制定的模糊的战略构

想，其本质是指向全球信息产业供应链安全与稳定的非关税壁垒，目

的在于实现具有强可复制性的基于国别和身份的歧视性市场准入控

制。清洁网络计划与 5G清洁路径(5G Clean Path)计划等其他计划一

起，构成美国维护和巩固其数字霸权（即地缘政治与金融领域霸权在

数字时代的延伸与拓展）的关键举措。 

清洁网络计划是美国数字霸权战略的最新产物，目的在于以破坏

相关领域行业基本游戏规则的方式，非对称地获取信息领域的主导权。

采取这种做法的目的是混合型的，包括：在短期内实现某种非健康态

的跃升——让一个事实上不掌握 5G 领域产业优势的国家，以重新定

制歧视性和排他性战略，在全球范围内重新获得 5G 领域的主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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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期实体层面不具备产业意义上的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依托产业

和技术之外的手段，防止中国互联网产业对美国主导的全球数字产业

形成超越，从而维护美国的数字霸权。 

美国的实践，包括制订清洁网络计划等在内，就是通过一系列非

技术性的歧视性安排，以诉诸地缘政治与政治猜忌的方式，将正常的

商业、行业竞争对手描述为国家威胁，继而采取不尊重市场游戏规则

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对客观标准进行主观的随意解释、在实践当中

突破常规和默契等，形成显著以美国为中心的扭曲的市场秩序，进而

实现对相关行业厂商而言，具有某种非对称掠夺特性的扭曲的市场秩

序。这种行为，威胁并挑战了全球范围的商业规则，具有典型的双重

标准、单边主义和自我中心等霸权主义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

步的客观规律，总会有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及其代表性的跨

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与美国竞争，甚至威胁到美国的主导地位。对于

这些竞争者，美国均通过金融、技术和法律等手段进行严厉的打压。 

因此，中国绝不是美国数字霸权的唯一受害者，美国的数字霸权对整

个国际社会和数字产业都会带来危害。 

美国在网络空间构建的是一种支配型的秩序，这种支配型的秩序

要保证美国处于压倒性的优势位置，进而追求实现以下四个方面的目

标： 

第一，客观上美国要处于绝对安全的状态，同时具备压倒性的实

力优势，能够对除美国以外的其他行为体，包括国家与非国家，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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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致命的威胁； 

第二，美国要求在网络空间，以美国及其核心盟友为核心的群体，

具备非对称的行动自由，即可以在事实上不受约束地采取任何行为，

同时不允许任何其他行为体获得这种自由； 

第三，要求美国企业和产业在全产业处于压倒性的领先位置，不

允许任何非美企业，包括来自美国盟友的非美企业，在未经美国许可

的情况下，形成对美国企业的挑战、威胁或者超越； 

第四，美国必须具备根据自身的需求，包括意识形态理念，任意

调整全球范围相关产业分工态势的能力，并实现对全球范围各类行为

体提升技术能力的实质性有效控制。 

整体而言，5G清洁路径计划是美国数字霸权的初步体现，而清洁

网络计划则显示美国为维护其数字霸权已经变得歇斯底里，其可能造

成的中长期负面影响与严重损害，已经清晰可见。 

对全球所有行为体来说，除非能够保证“永远”不构成与美国政

府或者企业的竞争关系，否则始终都面临来自美国网络霸权打压的常

态化风险。美国的此类霸权行径，违背产业发展客观规律，将损害其

他国家的数字主权，阻碍行业发展。为了应对美国网络空间霸权主义

行径给 5G 等新兴技术应用和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让技术真正

造福人类，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保持开放的市场以促进创新和竞

争，以客观的标准，和明确告知风险且高度透明的要求作为依据建立

采购惯例与准则，建立全球 ICT供应链安全规范并采取有效措施建立

信任，化解清洁网络计划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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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网络计划与美国数字霸权 

 

前言 

2020年 6月,美国提出清洁网络计划，包括通过制订清洁网络名

单，采取综合措施保护美国公民的隐私和公司敏感信息免受所谓中国

等恶意行为者的侵扰。该计划于 8 月 5 日更新，在 5G 清洁路径计划

的基础上推出了五项新的计划来保护美国的关键电信和技术基础设

施。清洁网络的五项新工作包括：清洁运营商，确保所谓不受信任的

中国运营商不与美国电信网络连接；清洁商店，从美国移动应用商店

中删除不受信任的应用；清洁应用程序，防止所谓不受信任的中国智

能手机制造商在其应用商店中预装（或以其他方式使之可供下载）受

信任的应用程序；清洁云，防止美国公民敏感个人信息和企业知识产

权在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可被外国对手访问的基于云的系统上进

行存储和处理；清洁电缆，确保连接美国与全球互联网的海底电缆不

被所谓中国大规模破坏并进行情报收集。 

美国的清洁网络计划是基于国家主观战略和需求的行业基础战

略，这种判定不是对技术本身进行客观判定，而是以技术来源方的身

份属性作为主要判定标准。这种带有主观色彩的意识形态偏见的做法

违背产业规律，将会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从本质上来说，清洁网络

计划是美国维护其数字霸权的关键举措，是在信息产业以供应链安全

为由设置的非关税壁垒，其最终目标是维护美国的数字霸权。 

需要指出的是，清洁网络计划是美国在对中国网络产业长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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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度解剖基础上提出的精准打击策略，是在中国互联网产业对美国

数字霸权形成挑战的背景下，所采取的一种非常态化的手段，其核心

特征，就是尝试颠覆性地重构规则，迫使各方以意识形态等非技术因

素进行重新站队，继而扭曲和干扰全球市场的正常秩序。 

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不是第一批受害者，在此之前，日本的东

芝、法国的阿尔斯通、空中客车等，无论其所在母国与美国的关系如

何，均因自身在相关行业取得的成功，而遭遇来自美国的霸凌和打压。 

整体来看，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

客观规律，总会有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及其代表性的跨国企

业在国际市场上与美国竞争，甚至威胁到美国的主导地位。对于这些

竞争者，美国均通过金融、技术和法律等手段进行严厉的打压。因此，

中国绝不是美国数字霸权的唯一受害者，美国的数字霸权对整个国际

社会和数字产业都会带来危害。 

美国此次制订清洁网络计划对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企业的打压

是美国霸权行径的自然延续。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今天，中国成为

了美国的针对对象。在未来，如果其他国家与美国存在类似的战略竞

争，美国很有可能对其他国家采取同样的措施；甚至在某种极端情况

下，如果此类行为模式未能得到有效的矫正继而获得了某种事实上常

态化的认可，即使没有形成战略竞争的局面，只要美国不满意自身在

相关产业所获得的收益，就可以用类似的方式，通过施压来获取额外

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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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的经济霸权与数字霸权  

美国作为世界头号互联网大国，在网络空间一直致力于谋求一种

霸权。根据美国的设想，实现其数字霸权最理想的方式是联合盟友在

底层掌握对于网络的控制权，进而通过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以提供互联

网服务的方式在各国渗透，在云端进行数据控制，最后通过掌握的数

据与情报网络一起组成协同平台，实现其数字霸权并服务于自身国家

利益。美国的数字霸权建立在美国的经济霸权基础之上，两次世界大

战帮助美国实现其经济霸权，并一直保持到现在。 

1.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建立其经济霸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非参战国，美国通过售卖军火迅速积

累了大量财富。战争时期，政府暂停反托拉斯的行动、推动科学研究

进步，以及鼓励军售等举措间接地为战后新兴技术产业的脱颖而出奠

定了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已从曾经的负债累累一跃而

成为各国的债主，从资本输入国变为资本输出国，从债务国变成了债

权国。1920年，美国开始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也是美国正式取代

英国，成为世界新霸主的重大转折时期。1939至 1945年爆发的第二

次世界大战，又为美国带来了一次经济增长的良机，这次战争对于美

国财富增长的影响程度之深、影响范围之广都是史无前例的。二战结

束时，美国的 GDP 已是英国的 10 倍，其黄金储备为 200 亿美元，几

乎占当时世界总量(约 330亿美元)的三分之二。1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向盟国提供了价值 500

                                           
1
 鲍盛钢：《美国是如何和平崛起的》，《联合早报》，2010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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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亿美元的货物和劳务。黄金源源不断流入美国，美国的黄金储备从

1938年的 145.1亿美元增加到 1945年的 200.8亿美元，约占世界黄

金储备的 59％。美元的国际地位因其国际黄金储备的巨大实力而空

前稳固。这使得美国可以建立一个以美元为支柱的有利于美国对外经

济扩张的国际货币体系。 

1945 年 12 月 27 日，在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所有国家中，二

十几国代表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上签字，正式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和世界银行。从此，开始了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按 35 美元一盎

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它使美元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中心

地位，从此，美元成为了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 

二战临近结束之时，美国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建立国际机制，填补

英国霸权崩溃造成的真空，建构自己的霸权体系。在经济领域，美国

主导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关贸总协定

(GATT，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 WTO)等赖以控制和管理世界经济的国

际机制，打造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 

1945 至 1969 年，美国在这一时期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高峰。

以原子能技术、宇航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发展为标志的新科学技术

革命在美国兴起，推动美国经济高度现代化发展。此外，美国现代企

业组织、国家和国际垄断组织均实现了新的发展，同时跨国公司也迅

速崛起。得益于上述条件，美国成为高度现代化的超级大国，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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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化。以核能、计算机以及空间技术为代表

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着全球供应链的转移，使美国成为全球供应链

的核心。 

2.美国数字霸权的建立以经济霸权为基础 

    美国的经济霸权助推了其数字霸权的建立。从互联网的发展历史

看，美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既是互联网技术最主要的发源地，

也是网络根域名解析服务器最大的控制国。美国通过控制网络来控制

世界，进而巩固其霸权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三次科技革命

中，美国在资源配置、技术标准、内容生成等方面都处于垄断地位，

其对于网络资源分配以及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主导权，构成了美国数字

霸权的基础。2目前，包括操作系统、芯片设计、软件等在内，全球互

联网产业链上的每个关键环节基本都被美国所主宰。凭借其在网络产

业链关键环节的主导权，美国在网络空间拥有了绝对的优势，进而使

美国可以在全球开展不受节制的大范围窃听和监听，以实现自身的数

字霸权。此外，美国还通过制定全球通用的互联网技术标准，掌握通

信领域的控制权。最后，美国通过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使美国的

霸权政策合法化。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国不断提高网络在

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出台一系列网络空间战略，巩固其网络空间主导

地位，维护其网络霸权。清洁网络计划与美国一系列网络空间国家战

略一脉相承，是当前新时期美国为维护其全球数字霸权而利用国家力

量强制进行的努力，是美国网络霸权战略在数字行业领域的体现。 

                                           
2
 杜雁芸：《美国网络霸权实现的路径分析》，《太平洋学报》2016 年第 2 期，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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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方面凭借其超强的军事能力巩固其在政治

和安全领域的霸权；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开展，美国主要依

靠金融、技术和法律制度护持其在经济领域的霸权地位。 

 
图 1：美国经济霸权体系 

 

二、美国习惯于通过打压竞争性企业维护其经济霸权 

由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客观规律，总会有包括美国的盟友在

内（20世纪 80-90年代的日本、西欧大国）的其他国家及其代表性的

跨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与美国竞争，甚至威胁到美国的主导地位。 

对于这些竞争者，美国会通过金融、技术和法律三种手段进行严

厉的打压。金融方面主要是利用美元霸权的优势地位，实施独特的金

融制裁，将相关企业列入制裁名单，迫使其无法使用美元进行交易结

算；技术方面包括出口管制禁令，以及通过切割或重组供应链，掐断

企业生命线；法律方面，美国起初依赖以 WTO为代表的国际多边制度，

但随着其他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对 WTO 法律和程序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美国开始认为国际制度效率低下，但本质问题是伴随其他国家的

崛起，美国逐渐失去了对国际多边主义平台事实上的有效控制，因此

美国经济霸权的
护持

以美元支付主导
的全球金融体系

先进技术研发及
全球供应链

法律与国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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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开始退回双边和单边的框架，频繁使用包括 301调查在内的国内

法律程序，借助长臂管辖和实体清单等各种政策工具的不同组合，使

“合规问题武器化”，“贸易和技术问题政治化”，并最终发展出了习

惯性的“安全化”处置方式，即将上述问题全部人为建构成所谓国家

安全问题，继而采取更具主观性和随意性的方式，来护持美国的霸权

地位。 

1.利用美元支付体系为核心表征的金融霸权工具对相关企业进行制

裁和打压 

    单边金融制裁是美国最强有力的武器之一。这种制裁之所以具有

直接的强制性，主要是凭借美元在全球商品、资本交易中的核心地位，

其具体实现路径是通过以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为主的美

元跨境资金清算系统与跨境金融基础设施来进行。SWIFT成立于 1937

年，目前已经为全球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1000多家机构提供安全

讯息服务和接口软件。作为以美元主导的国际清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任何在全球广泛开展业务往来的个人、企业组织和国家等都无法

避开 SWIFT，而且美国还可以利用 SWIFT组成的金融交易网络，通过

相关金融数据精确识别制裁目标并制定制裁手段，实行动态监管以保

证制裁效果。美国利用美元支付体系对相关企业进行制裁和打压通常

出现在美国经济利益受损或市场地位受到威胁时，以美国对“北溪 2

号”项目的制裁为典型。 

“北溪 2号”是俄罗斯与欧盟的天然气合作项目，目标是通过波

罗的海和德国，每年向欧盟国家提供 55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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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却受到美国的阻挠。2019 年 1 月，美国驻德国大使格雷内尔

警告德国企业，并指出：“‘北溪 2号’将使乌克兰的安全和政治地位

下降，导致俄罗斯介入干预乌克兰冲突的风险上升。此外，欧盟也会

因此产生对俄罗斯能源安全的依赖性。所有参与相关项目的企业必须

要明白与之相关的企业声誉损失和可能受到的制裁。” 

为了打消乌克兰的顾虑，俄罗斯、欧盟和乌克兰三方在欧盟总部

布鲁塞尔举行了天然气问题谈判，并于 2019年 12月 19日达成一致。

然而，就在次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签署通过《2020财年国防授权

法案》，对参与“北溪 2 号”项目的施工建设方实施制裁，但美国的

这一举动遭到德国的强烈反对。 

美国此举是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考虑。因为美国希望对欧洲

出口液化天然气，如果“北溪 2号”项目顺利实施，美国在欧洲的液

化天然气市场将被俄罗斯取代，美国的经济利益将受损，美国在欧洲

事务上的话语权也会降低。 

2.通过出口管制禁令达到瘫痪乃至切断供应链的效果以实现对企业

的极限施压 

发布出口管制禁令，达到瘫痪乃至切断供应链的效果，继而实现

对目标企业的极限施压，是美国维护其经济霸权的第二种常见手段。 

美国一方面通过《出口管理法》（EAA）、《武器出口管制法》（AECA）和

《国际突发事件经济权力法》（IEEPA）等国内出口管制法律对军用产

品、军民两用产品以及技术的出口进行管制，另一方面又通过《瓦森

纳协定》联合盟友和主要西方国家对军用产品、军民两用产品和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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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产品向中国等国家的出口实行控制。 

二战后美苏冷战时期，为防止苏联阵营发展高端武器，在美国提

议下，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等 17个国家于 1949年 11

月在巴黎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限制成员国向社

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苏联解体后，巴统于 1994 年 4

月 1日正式解散。2年后，以美国为主导的《瓦森纳协定》在奥地利

维也纳签署，继承了巴统的禁运政策。该协定成为美国对异己国家高

技术产业发展进行围堵和打压的重要手段。通过出口管制禁令瘫痪乃

至切断供应链的方法常常在其他国家企业威胁到美国的技术领先优

势时被使用，典型的案例是日本“东芝事件”和欧洲“空客公司监听

案”。 

美国和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在高新技术领域竞争激烈，1987

年，东芝集团旗下的东芝机械被揭露偷偷向苏联出口降低潜艇噪音的

数控机床。随后，美国发起了对东芝机械公司的调查以及对日本的经

济制裁。如表 1所示，1985年美国半导体协会（SIA）向美国贸易代

表办公室（USTR）提起有关日本半导体企业倾销的诉讼，由此美国对

日本电子产品发起了 301 调查。1986 年美国与日本签订《美日半导

体协议》，要求约束日本的倾销行为，限制日本半导体对美国的出口，

并鼓励日本将美国半导体产品的市场份额增至 20%。1991年第一个为

期五年的《美日半导体协议》到期，美日又签订了第二个五年协议，

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半导体产品在日本的市场占有率。之后，美国半

导体企业逐渐恢复市场竞争力，于 90 年代中期超越日本半导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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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市场占有率。 

 

表 1：“东芝事件”后美国对日本的调查与制裁 

 

   

图 2.1：美日半导体产品占世界

市场份额（1970年代） 

图 2.2：美日半导体产品占世界

市场份额（1982年） 

图 2.3：美日半导体产品占世界市

场份额（1989年） 

图 2：美日半导体产品占世界市场份额变化
3
 

“东芝事件”表面上看是一起由违反巴统出口管制规则而引起的

美日贸易摩擦，但日本东芝机械公司并不是唯一的交易方，挪威国营

军工企业康斯伯格公司也牵涉其中，两家公司联手完成对苏联的数控

机床出口。双方的合作使得这一违反出口管制的问题成为多国贸易问

题，但美国却将矛头直指东芝机械公司。这表明美国的意图绝不仅仅

是为了维护巴统的禁运协议，更是为了保住自身在高新技术产业的领

                                           
3 “The U.S.-Japan Semiconductor Agreement: Keeping Up the Managed Trade Agenda”,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January 24,1991, https://www.heritage.org/asia/report/the-us-japan-semiconductor-agreement-keeping-the-
managedtrade-agenda. 

1985

• 301调查（针
对日本电子
产品）

1986

•《美日半导
体协议》
（第一个五
年协议）：
规定美国产
品在日本的
市场份额增
加到20%

1987

•对日本实施
经济制裁

（对日本出
口美国的储
存器征收

100%关税）

1988

•国会通过法
案：3年内禁
止东芝机械
公司的产品
进入美国市

场

1991

•《美日半导
体协议》
（第二个五
年协议）

60%
15%

25%

1970年代

美国 日本 其他

51%

35%

14%

1982年

美国 日本 其他

35%

51%

14%

1989年

美国 日本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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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地位。作为核心战略产业，半导体产业是衡量一国科技领导力的重

要指标。如图 2.1所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在世

界范围具有绝对统治力，在世界市场中占有 60%的份额，而当时日本

半导体产业远远落后于美国，其世界市场占有率约为 15%。进入上世

纪八十年代后，日本的半导体产业飞速发展，到 1982 年已占有 35%

的世界市场份额，威胁了美国在半导体产业的统治地位。1983年美国

商务部的报告指出，在五大高新技术领域中，美国目前只在飞机制造、

航空航天技术领域仍然保持着领先地位，而在半导体技术、光纤技术、

智能机械技术领域落后于日本。4美国自二战以来建立起的经济霸权

需要通过自身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先实力来护持。日本半导体产业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飞速发展挑战了美国在先进技术上的领导力，因而

受到美国的调查与制裁，被迫通过与美国签订半导体协议的方式，一

方面减少对美的半导体产品出口，一方面保证美国半导体企业的在日

本的市场份额。这些行为背后反映了美国对自身经济霸权的护持，尤

其是面对自身技术优势的相对衰落时，美国通过加征关税和签署协议

等方式，限制日本电子产品的出口和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美国就“东

芝事件”对日本展开贸易调查与经济制裁的时间线，正与日本半导体

产业腾飞的时间脉络重合，由此可以窥见美国在“东芝事件”背后的

真实意图。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日本半导体行业的打压方式，就是摧毁日

本半导体行业的成品制造能力（当时是内存条为代表的成品），然后

                                           
4
 侯文富：《“东芝事件”及其影响刍议》，《日本学刊》2000年第 1 期，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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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日本转向配件化的制造业上端移动，生产诸如光刻胶之类的配件。

这种移动看似伴随技术进步，但在国家层面上意味着日本以及日本相

关企业在全球产业体系中的地位被大幅度边缘化，失去了自主性，只

有在配合美国的产业链封锁或者排挤战略时，才能真正发挥实质性的

作用，否则只能在日韩之间的有限度争端中起到有限度的作用。 

更极端的实践，则是美国企业与政府联合在商业行为中表现出的

非商业化实践模式。1994-1995 年间，在沙特阿拉伯价值 60 亿美元

的飞机合同竞标中，欧洲空中客车公司输给了美国波音公司。由于怀

疑内部存在不公平竞争，空客公司随后向欧盟发起投诉，欧盟遂成立

临时委员会着手调查。结果发现波音公司为“五眼联盟”提供了一套

名为“梯队（Echelon）”的全球电子监控系统，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

该系统的电信卫星拦截功能，从一架商业通信卫星上获取了欧洲空客

公司与沙特政府、航空公司之间所有的传真和电话。美方通过分析通

讯内容，认为空客公司的代理商向沙特官员行贿，并将大量商业机密

提供给美国波音公司，从而推动了美国波音和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

司的竞标并最终成功。有趣的是，在以欧洲空客案为代表的美国监听

商业机密的案件中，所有的受害公司或个人却被美方称为“犯罪者”，

冠之以商业贿赂、非法转让、窃取专利等罪名。而且，临时委员会的

报告还发现，美国开展商业监听帮助美企获得竞争优势的类似案例还

有许多，仅公开可查的就有 20 多起，覆盖日本、法国、德国、以色

列等国的多家著名企业。但更令人震惊的是，在事情暴露之后，曾经

出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伍尔西居然在《华尔街日报》上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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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为何要监听盟友”的署名文章，将这种监听行为定义为“美国

企业获得公平贸易环境的必要条件。” 

总之，欧洲空客公司案体现了美国“双重标准”的霸权逻辑：即

美国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因此在各类商业竞标中获胜是理所应当的；

而欧洲在技术、成本、质量、市场等方面落后于美国，若欧洲企业战

胜美国公司，那么一定是该国或该公司采取了贿赂等非法手段。换言

之，只有美国在技术、经济、社会等领域占据绝对优势的世界，才是

真正“公平合理”的世界。这条逻辑线与如今美国对华经济施压如出

一辙。 

3.利用国内法律程序、长臂管辖和实体清单等对企业进行打压 

全球化导致全球各国深度相互依赖，但这种依赖具有不对称性。

这为国际关系中复杂相互依赖中的优势一方带来了权力，即这种非对

称性可被用于逼迫对象国改变其政策行为，服从施压国意志。5作为世

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为维护其经济霸权经常采取的第三种手段是

利用其国内法律程序、长臂管辖和实体清单等对企业进行打压。自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这种打压主要面向日本和欧洲企业。 

日本计算机产业在上世纪 70 年代迅速崛起，威胁到美国原有的

主导地位，1982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线人谎称拥有 IBM计算

机最新技术，使用钓鱼执法的招数，诱使日本日立与三菱电机的员工

出钱购买。等两公司拿到相关图纸后，FBI迅速逮捕了 6名“商业间

谍”，还对 12名日本员工发出通缉令。日立和三菱电机不得不与 IBM

                                           
5
 徐飞彪：《美长臂管辖的起源、扩张及应对》，《中国外汇》2019 年第 14 期，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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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结了技术使用费的支付合同，仅 1983年，日立公司就支付了约 100

亿日元。 

近十几年来，美国司法部在反海外腐败、违反制裁的伪装下，通

过起诉欧洲高科技公司的高管，给公司开出高额罚单的手段，成功打

击甚至瓦解了欧洲多个大型跨国公司。 

作为法国的工业明珠，阿尔斯通公司（Alstom）曾在水电设备、

核电站常规岛、环境控制系统、交通运输部超高速列车和高速列车等

领域均位列世界第一，并在城市交通市场、区域列车、基础设施设备

以及所有相关服务位居世界第二。此外，阿尔斯通公司在能源相关领

域也表现强劲，它提供了占世界装机总容量 15%的设备，在运输和输

配电市场等相关领域也位列世界第二。 

2013 年的时候，阿尔斯通已被美国司法部调查 3 年多，但当时

阿尔斯通首席执行官柏珂龙决定不与美国当局合作。为了达到削弱和

制裁阿尔斯通的目的，美国联邦调查局于 2013 年在美国机场抓捕了

前阿尔斯通高管皮耶鲁齐，之后他被起诉入狱。美国司法部指控皮耶

鲁齐涉嫌商业贿赂，并对阿尔斯通处以 7.72亿美元罚款。6当看到皮

耶鲁齐被抓之后，阿尔斯通公司人心惶惶，阿尔斯通高管开始与美国

司法部全面合作。为了自保，首席执行官背着法国政府及阿尔斯通管

理层的大部分人，通过秘密协商，将包括电力在内的公司四分之三业

务卖给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尽管欧盟随后介入，但美国仍然成功收购

                                           
6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lstom Pleads Guilty and Agrees to Pay $772 Million Criminal Penalty to Resolve 
Foreign Bribery Charges”, December 22, 2014, https://www.justice.gov/opa/pr/alstom-pleads-guilty-and-agrees-
pay-772-million-criminal-penalty-resolve-foreign-brib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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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斯通，并获得维护所有法国核电站的权力，这些核电站提供法国

75%的电力。这一收购也改变了全球能源设备行业的竞争结构，美国

通用电气公司、德国西门子公司、瑞典通用电气布朗-博韦三家企业

呈现三足鼎立之势。 

 
表 2：“阿尔斯通行贿案”时间线 

据统计，在 1977至 2014年间，涉及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调

查中，30%（474项）是针对非美国企业的，但它们支付的罚款占总额

的 67%；在被美国罚款超过 1 亿美元的 26 家企业，仅有 5 家是美国

企业，21家非美国企业中 14家是欧洲企业。如图 3所示，截止目前，

在所有被处罚的前十名的企业中，没有一家是美国本土企业。 

 
图 3：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罚款排名前十的公司（单位：美元）

7
 

                                           
7 Source: Largest U.S. Monetary Sanctions by Entity Group, Stanford Law School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 Act 

2010

•美国开启对阿尔斯通
公司行贿案的调查

•阿尔斯通电力公司前
高管罗斯柴尔德接受
FBI调查与问询

2013

•阿尔斯通公司国际销
售前高管皮耶鲁齐因
商业贿赂罪于纽约肯
尼迪国际机场被FBI
逮捕

2014

•美国司法部开出7.72
亿美元罚单

•通用公司和阿尔斯通
达成协议，以123.5
亿欧元的价格收购后
者的发电与电网业务

•欧盟对该收购案进行
反垄断调查

2015

•欧盟批准该收购交易

•通用电气完成对阿尔
斯通电力与电网业务
的收购，收购价格为
97亿欧元（106亿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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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包括盟友在内，任何挑战美国经济霸权的企业甚至整

个国民经济都会受到美国严厉的打压和制裁。而近些年来，随着发展

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美国利用国内法律程序、长臂管辖

和实体清单等对相关国家和经济体企业进行打压的案例也在不断上

升。 

《特别 301报告》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关于世界各国的

知识产权保护的年度报告。自 1989年以来，美国已经发布到近 30份

《特别 301 报告》。报告涉及的国家数字逐年增多，从 1989 年的 25

个增加到 1998年 70个；针对的国家也从过去以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

中国家为主转变为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为主；所涉及的议题也

逐渐超出知识产权的范围，涵盖反腐、环境和公共卫生等内容。美国

通过发布《特别 301报告》，借助其霸权地位，采取单方面设定标准、

单方面发布报告、单方面解释、单方面调查、单方面制裁的高压方式

迫使相关国家屈从，进而巩固美国在知识产权领域以及贸易投资领域

的优势地位。此外，《特别 301 报告》还是美国在与相关国家谈判时

的重要筹码，美国通过掌握话语权，占领道德高地，迫使其他国家在

相关领域对美国作出让步。 

 

三、美国坚持使用传统金融、技术和法律手段维护其数字霸权 

从传统经济霸权到数字霸权的建立，尽管美元支付体系目前已经

受到冲击，但依然处于主导地位，美国仍然利用金融工具打压数字领

                                           
Clearinghouse, http://fcpa.stanford.edu/statistics-top-t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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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竞争企业，也防范数字支付产业对美元支付体系的进一步冲击；

在技术和供应链层面，虽然新兴国家不断崛起，个别国家逐步实现产

业升级，爬升到产业链的顶端，但美国及其技术已经完全渗透融合到

全球供应链各个角落，使得美国采取绝对的禁令对相关企业进行打压

成为可能；最后是法律和国际制度，目前围绕数字经济的国际规则缺

失，大国在跨境数据流动和技术贸易领域争端频频，WTO几乎处于失

灵状态，美国频繁使用国内法律和行政命令，以国家安全为由制裁打

压竞争者，并试图塑造美国主导的全球数字产业和生态。 

1.通过将合规武器化压制他国企业发展 

作为第一款真正意义上成功赢得国外用户青睐的中国社交产品，

TikTok自 2018年起在全球每月活跃用户达 5亿，成为苹果 App Store

上下载量最多的应用程序。然而自 2019年以来，美国大肆渲染 TikTok

的安全威胁，使其在全球范围内面临困境。美国先是指控 TikTok 母

公司字节跳动与中国政府共享数据，随后又称 TikTok 通过内容审查

压制言论。此外，美国一直寻求将合规问题武器化，以应对 TikTok在

全球范围内的崛起。这里的武器化，就是首先从技术层面入手，就所

谓个人隐私信息收集、跨境数据传输、内容审查机制、与中国政府关

系等看似技术化、程序化的细节问题，对 TikTok 进行审查；在发现

TikTok逐一在形式、程序以及操作层面化解这些技术性的议题之后，

直接使用“疑似威胁国家安全”的“口袋”，以不容 TikTok回应和辩

护的方式，开展极限施压行动： 

先是对 TikTok 进行安全审查，随后又在联邦机构中发布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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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Tok的下载禁令。最近，美国更是直接通过行政令的方式要求美国

资本对 TikTok 进行强制收购。美国的这种做法打破了公平竞争的格

局，使得美国传统社交巨头得以以非正常方式获得市场，也会引起外

界对于美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质疑。 

2.以技术管控、出口禁令等方式对企业实施精准打压 

以技术管控、出口禁令等方式对企业实施精准打压，以大疆和华

为案为典型。世界上最大的民用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是中国一家

以生产、研发民用无人飞行载具及航空摄影系统为主的科技公司。该

公司生产的无人机产品获得了全世界航拍、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占有

全球 70％的市场。然而自 2017年起，美国政府便寻找各种理由对其

无人机产品进行打压。美国海关官员在一份报告中称，官员们有“适

度的信心”认为，大疆的商用无人机和软件“正在向中国政府提供美

国主要基础设施和执法机构的数据”。2019 年 5 月 20 日，美国国土

安全部以用户信息安全问题为由将大疆作为打击目标。10月，一部分

议员提出立法，要求禁止所有联邦机构使用在中国制造或组装的无人

机。11月，美国内政部宣布，停飞其机队中所有中国制造、或含有中

国制造零部件的无人机。就市场地位和产品质量而言，由于目前尚无

无人机厂商能够完全取代大疆，因此美国政府反复寻找技术管控措施

遏制大疆发展。尽管作出诸多改变，大疆仍面临美国压力。美国方面

仍可能突破目前技术管控措施，采取行政手段打击大疆，例如进一步

将大疆列入实体清单从而禁止美国公司与其直接往来。 

2018年 8月，特朗普签署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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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第 889条要求，禁止所有美国政府机构从华为购买设备和服务。随

后，美国对华为的打压不断升级，美国将华为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

禁止美国企业向华为出售芯片。2020年 5月 15日，美国商务部宣布

将通过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在国外设计和制造其半导体的

能力，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此次出口规则改变后，使用美国芯片

制造设备的外国公司在向华为或海思等附属公司供应某些芯片之前，

都将被要求获得美国许可证。2020年 8月 17日，美国进一步收紧对

华为的限制，禁止供应商在未取得特别许可的情形下贩售使用美国技

术制造的芯片给华为，把 5月出台的制裁措施的潜在漏洞给堵住，这

些漏洞让华为可以通过第三方取得相关技术。美国一方面希望通过对

华为实施断供，阻止其技术发展；另一方面又试图阻止其他国家采购

华为的 5G设备。 

美国滥用国家力量，对华为进行无底线的封锁和打压的行为是典

型的霸权主义行为。而且，从产业角度看，根据 BCG相关报告，中美

贸易紧张局势或将造成两国半导体技术产业脱钩，美国半导体收入将

下降 37%；如果按 2018 年收入计算，相当于减少 830 亿美元。其中

约四分之三的影响将是由于中国客户因美国技术出口禁令而不得不

更换美国半导体产生的直接后果。可见，美国此举违背了产业客观规

律，将给全球产业发展造成严重伤害。 

3.利用重新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优势挤压盟友的合理利益 

2019年 12月 10日，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签署了修订后的《美

墨加协议》（USMCA），取代已有 25 年历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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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FTA），并于 2020年 7月 1日正式生效。 

自 2017 年起，美国政府多次批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造成美

国制造业流失，并以退出协议为由要求重新谈判。因此，修订后的《美

墨加协议》被视为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的主要政绩之一，甚至被美国

政府标榜为“21世纪最高标准的贸易协定”。然而，《美墨加协议》中

的许多条款却再一次体现了美国的数字霸权。因为该协议不仅扩大了

数据跨境流动的范围，增加了禁止个人数据本地化的强制性和约束力，

还将这一限制延伸至金融领域，可以方便美国金融监管机构通过履行

监管职责获取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金融数据。 

谷歌、脸书、苹果、亚马逊在多国从事经营、获取巨额收入，却

选择低税率地区注册总部以求“合法”避税，使所在国传统产业和中

小型技术企业遭受不公平竞争，使用户所在国政府蒙受损失，这让法

国、意大利等欧盟成员国不满。2018年 3月，欧盟委员会公布立法提

案，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均可对发生在其境内的互联网业务所产生的

利润征税。实现互联网企业公平缴税是全球性的议题，任何单个国家

都无法自行解决。在法国提出征收数字税后，美国立马宣布将对法国

加征关税作为反制。而在 2020 年 6 月，美国又以疫情为由退出在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框架下就征收跨国技术企业数字税协议开展的谈

判。以上案例都反映出美国在国际谈判中凭借强势地位，利用国际规

则漏洞获取不公平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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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洁网络计划是新形势下美国实现其数字霸权的重要尝试 

2020年 4月 29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国务院将开始

要求为所有进出美国外交设施的 5G 网络流量实行 5G 清洁路径计划，

要求禁用一切被认为“不可信”的 IT 供应商（包括中兴和华为）通

过包括传输、控制、计算或存储设备在内的方式接入任何国家和运营

商的 5G网络。该计划被纳入 2020年 6月推出的清洁网络计划（Clean 

Network）当中。随后，美国又在 2020 年 8 月 5 日更新清洁网络计

划，在 5G 清洁路径计划的基础上推出了五项新的计划来保护美国的

关键电信和技术基础设施。至此，“清洁网络”计划基本覆盖全供应

链生态闭环，旨在为了防止所谓中国互联网企业对美国主导的互联网

世界形成颠覆，最终维护美国的数字霸权，这是第一次美国在实体层

面不具备产业意义上的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主要依托产业和技术之

外的手段，践行网络霸权的重要尝试。 

1.清洁网络计划本质上是一种以供应链安全为由设置的非关税壁垒 

    随着中国在以 5G 为代表的先进网络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方

面取得领先，美国国内开始盛行所谓“红色技术威胁”或是“数字东

方主义”的论调。其本质是以一种二元对立的视角来叙述凡是中国的

信息技术一定是用于监控和国家安全目的，凡是中国的数字经济应用

一定存在隐私泄露的问题，凡是中国在技术研发或经济发展中取得的

成就一定是靠包括网络窃密和违法市场经济规则等不正当手段获得

的。这套政治说辞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凝聚美国民众乃至整个西方世界

对古老东方神秘国度的忧惧，激发民族主义情绪，而且能够为西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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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衰落和经济上的凋敝开脱责任，并重新凝聚西

方民众对自身文明和制度的认同。 

“清洁网络”计划声称要从电信服务、程序商店、应用软件、云

服务、电缆以及 5G 等方面全方位排斥中国信息产业产品及服务。该

计划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其对“清洁”的定义充斥着意识形态偏见，

即只要不是中国供应商就是“清洁”的，只要是美国看不惯的就是“不

清洁”的。但是，美国对于所谓“清洁”的判定不是对技术进行客观

判定，而是以技术来源方的身份属性作为主要判定标准。因此，清洁

网络计划可被视为美国从全供应链角度对中国网络产业精准打压，本

质上是一种以供应链安全为由设置的非关税壁垒。 

2.清洁网络计划构成美国实现其数字霸权的一整套政策工具箱 

2020年 6月,美国提出清洁网络计划，包括通过制订清洁网络名

单，采取综合措施保护美国公民的隐私和公司敏感信息免受所谓中国

等恶意行为者的侵扰。如图 4 所示，该计划于 8 月 5 日更新，在 5G

清洁路径计划的基础上推出了五项新的计划来保护美国的关键电信

和技术基础设施。清洁网络的五项新工作包括：清洁运营商，确保所

谓不受信任的中国运营商不与美国电信网络连接；清洁商店，从美国

移动应用商店中删除不受信任的应用；清洁应用程序，防止所谓不受

信任的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在其应用商店中预装（或以其他方式使之

可供下载）受信任的应用程序；清洁云，防止美国公民敏感个人信息

和企业知识产权在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可被外国对手访问的基于

云的系统上进行存储和处理；清洁电缆，确保连接美国与全球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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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底电缆不被所谓中国大规模破坏并进行情报收集。“清洁网络”

计划基本覆盖全供应链生态闭环，是美国在对中国网络产业长期研究

和深度解剖基础上提出的精准打击策略，可以看作是实现其数字霸权

的一套工具箱。美国动用国家力量采取单边行动对中国企业进行围堵，

目的是为了防止中国互联网企业对美国主导的互联网世界形成颠覆，

最终目标仍是维护美国的数字霸权。 

 
图 4：清洁网络计划 

3.清洁网络计划将损害其他国家的数字主权，阻碍行业发展 

清洁网络计划在实现美国数字霸权的过程中，将损害其他国家的

数字主权。首先，每个国家都有自主选择自己的可信供应商和可信服

务的自由，而清洁网络计划将剥夺相关国家的这一自由。其次，美国

通过清洁网络计划，将电信运营商、移动应用程序、移动应用商店、

云服务、电缆和 5G 供应商均纳入其管控之中，这种管制泛化将侵犯

各国网络运营和监管的自主权。最后，数据作为重要的国家资产，有

必要加强本地储存和业务本地监管，而美国出台《云法案》对数据等

进行长臂管辖将严重损害相关国家的数据自主权。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的这种实践网络霸权的尝试，在传统上支持

和赞同美国以非对称方式治理全球网络空间的社群以及持经典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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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立场的学者那里，也引发了强烈的反对： 

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互联网治理项目的创始人弥尔顿·穆勒

（Milton Muller）认为，“美国推行清洁网络计划的目标是使中美之

间的互联网和全球信息社会分离，并使中国脱离信息经济。但是这种

做法可能伤及美国自身，因为世界其他国家可能会效仿美国，对苹果、

谷歌、脸书和推特等美国互联网公司采取类似的措施。而且，特朗普

以泛化的国家安全为理由对中国公司采取措施，认为这样就可以阻止

中国的发展，这是不现实，也极其不明智的。”8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

会副总裁丹尼尔·卡斯特罗（Daniel Castro）认为，“美国在声称使

用外国公司的技术有内在的国家安全风险时应该谨慎，因为如果其他

国家依据同样的逻辑，美国技术公司也将被排除在外国市场之外，这

种做法将带来互联网碎片化的严重风险。”9 

 

五、化解清洁网络计划风险的建议 

美国在网络空间构建的是一种支配型的秩序，这种支配型的秩序

要保证美国处于压倒性的优势位置。这种压倒性的优势位置具体体现

在四个方面：第一，客观上美国要处于安全状态；第二，美国要求在

网络空间具备非对称的行动自由；第三，要求美国企业和产业在全产

业处于压倒性的领先位置，不允许看不惯的任何企业占据这个位置，

即使是盟友的企业也不例外；第四，它在战略上基本不考虑全球化以

                                           
8 Rob Lever, “Trump moves on China apps may create new internet 'firewall'”, Tech Xplore, August 7, 2020, 
https://techxplore.com/news/2020-08-trump-china-apps-internet-firewall.html 
9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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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具体的、内生的产业分工的合理需求，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和主观

色彩。这样一种支配型的秩序会严重扰乱全球市场，给产业和世界各

国利益造成严重损害。而清洁网络计划作为一种以供应链安全为由设

置的非关税壁垒，违背产业发展客观规律，将损害其他国家的数字主

权，阻碍行业发展。因此，国际社会应该团结起来，为行业营造公平

的竞争环境、制定客观公正的标准并采取有效措施建立信任，化解清

洁网络计划带来的风险。 

1.保持开放的市场，为 ICT供应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避免设置贸

易壁垒 

针对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将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的做法，

2019年 5月 31日,中国商务部宣布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对美国企业、协会等实体进行反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

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盟，拥有广泛的经济往来。自 1975 年 5 月中国

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式建立关系，中国与欧盟先后建立了合作伙伴关

系、全面伙伴关系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目前，欧盟已经连续 16 年

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因此，欧洲国

家应该保持开放的市场，为中国 ICT供应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避

免以国家安全为由设置非关税壁垒。只有这样，才能在与中国的经济

来往中实现共赢，不会因对中国企业的歧视性对待遭遇中国反制。 

2.根据国际标准和方法建立采购惯例和准则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准全球 ICT 认证和测试合规项目可以提

高 ICT的安全性和可信度。建立一套合规项目，并由现有或新的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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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运行和实施，为客户和利益相关者提供遵守标准和最佳实践准则

的客观依据，将极大地降低相关技术安全检测和应用成本。国际社会

应该共同努力，制定基于技术的中立且无歧视的国际标准，以客观的

标准，和明确告知风险且高度透明的要求作为依据，建立采购惯例与

准则，反对基于主观判断、以自我为中心的歧视性标准，在以 5G 建

设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发展中为本国获取最具性价比的全球化资源，实

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3.建立全球 ICT供应链安全规范，并采取有效措施建立信任  

欧盟网络和信息安全局（ENISA）于 2012年发布《供应链完整性

—ICT供应链风险和挑战概览，以及未来的愿景》报告，并于 2015年

更新。除提供可供 ICT供应链相关参与者借鉴的实践做法外，该报告

还建议公私合作设立国际评估框架，以有效评估 ICT 供应链风险管

理。中、俄等国在 2011年和 2015年两度向联合国提交的《信息安全

国际行为准则》中，也就确保 ICT供应链安全提出了具体倡议，强调

应“努力确保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供应链的安全，防止他国利用自身

资源、关键设施、核心技术、信息通讯技术产品和服务、信息通讯网

络及其他优势，削弱接受上述行为准则国家对信息通讯技术产品和服

务的自主控制权，或威胁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10这些都是比较

好的做法，有助于在各国之间以及企业和客户之间建立信任，促进行

业的良性发展。 

  

                                           
10
 吕晶华:《ICT 供应链安全国际治理制度体系分析》，《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20 年第 4期，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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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欧洲“梯队”系统临时委员会公开案例 

案件 机构 时间 内容 手段 目标 后果 

法国航空（Air 

France） 
DGSE 到 1994年 

出差商人之间

的对话 

在法航飞机

的头等舱中

发现了漏

洞，该公司

随后向公众

道歉 

获取信息 不详 

空客

（Airbus） 
NSA 1994年 

空客与沙特阿

拉伯国家航空

公司之间签订

的飞机订单信

息 

拦截谈判双

方之间的传

真和电话 

将信息转发

给空中客车

公司的美国

竞争对手波

音和麦克唐

纳-道格拉斯 

美国人赢得

了合同（60

亿美元） 

空客

（Airbus） 
NSA 1994年 

与沙特阿拉伯

价值 60 亿美

元的合同 

通过电信卫

星拦截空客

公司与沙特

阿拉伯国家

政府、航空

公司之间的

传真和电话 

揭发贿赂 

空客公司的

美国竞争对

手麦克唐纳-

道格拉斯赢

得了合同 

巴斯夫

（BASF） 

Marketing 

manager 
不详 

巴斯夫化妆品

部门生产护肤

霜原料的方法 

不详 不详 
由于被发现

而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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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联邦经济

事务部

（Federal 

German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CIA 1997年 

联邦经济事务

部持有的有关

高科技产品的

信息 

通过代理人 获取信息 
特工暴露并

被驱逐出境 

德国联邦经济

事务部

（Federal 

German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CIA 1997年 

通过爱马仕对

伊朗的出口贷

款，建立了向

伊朗供应高科

技产品的德国

公司 

中情局特工

伪装成美国

大使与负责

阿拉伯地区

的联邦经济

事务部部长

对话 

获取信息 

政府人员与

德国安全部

门取得联

系，后者通

知美国反对

中情局的行

动。中情局

特工随后撤

回 

达沙（Dasa） 

Russian 

Intelligence 

Service 

1996年– 

1999年 

购买和递交慕

尼黑军火公司

草拟的有关军

备的文件 

2名德国人为

俄罗斯政府

工作 

获取有关制

导导弹、反

坦克和防空

导弹武器系

统的信息 

没有造成严

重的军事后

果，但导致

了一定的经

济损失 

禁运

（Embargo） 
FIS 1990年左右 

恢复西门子对

利比亚的技术

出口禁运 

监听电话 

发现非法武

器和技术转

让 

没有特别后

果，没有阻

止交货 

爱纳康

（Enercon） 

Oldenburg 风

力发电专家和

Kennetech 员

工 

不详 

爱纳康公司在

Auirch 开发

的风力发电厂 

不详 不详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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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纳康

（Enercon） 
NSA 不详 

东弗里西亚的

工程师 Aloys 

Wobben 开发

的发电风轮 

不详 

将 Wobben风

轮的技术细

节转发给一

家美国公司 

美国公司在

Wobben 之前

获得了风轮

专利，侵犯

专利权 

爱纳康

（Enercon） 

美国公司

Kenetech 

Windpower 

1994年 

高科技风力发

电厂从开关装

置到风帆设计

等重要细节 

拍照 
在美国成功

申请专利 

爱纳康放弃

了进军美国

市场的计划 

爱纳康

（Enercon） 

Oldenburg 工

程师 W.和美

国公司

Kenetech 

1994年 3月 

爱纳康开发的

E-40型风力

发电机 

工程师 W.传

递细节，

Kenetech员

工为工厂和

电气组件拍

照 

NSA 员工表

示，

Kenetech以

爱纳康公司

非法获取商

业机密为

由，对爱纳

康侵犯专利

权发起法律

诉讼并搜集

证据。据 NSA

员工称，有

关信息已通

过“梯队”

系统传递给

Kenetech。 

不详 

爱纳康

（Enercon） 

美国公司

Kenetech 

Windpower 

1996年前 

爱纳康风力发

电厂的相关数

据 

Kenetech工

程师为工厂

拍照 

Kenetech复

制工厂 

证明爱纳康

无罪；针对

间谍采取法

律行动；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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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几亿马

克 

日本贸易省

（Japanese 

Trade 

Ministry） 

CIA 1996年 

关于日本市场

上美国汽车进

口配额的谈判 

入侵日本贸

易省的计算

机系统 

让美国谈判

代表 Mickey 

Kantor 接受

降低报价 

Kantor 接受

最低报价 

日本车

（Japanese 

cars） 

US 

Government 
1995年 

关于日本豪华

车进口的谈

判；日本汽车

排放标准信息 

通讯情报，

暂无详细信

息 

获取信息 不详 

洛佩斯

（López） 
NSA 不详 

大众公司和洛

佩斯的视频会

议 

以不良行为

拦截 

将信息转发

给通用汽车

公司

（General 

Motors）和

欧宝公司

（Opel） 

据称，拦截

行动为国家

检察署提供

了“非常详

细的证据”

以进行调查 

洛佩斯

（López） 

洛佩斯及其三

位员工 

1992年-1993

年 

计划、制造和

购买的文件和

信息，特别是

西班牙工厂的

相关文件，包

括各种型号的

成本信息、项

目研究、购买

和保存策略 

收集资料 

大众公司使

用通用汽车

文件 

庭外和解：

1996 年，洛

佩斯辞去大

众汽车公司

总经理的职

务，向通用

汽车和欧宝

公司汽车支

付了 1 亿美

元律师费，

并在 7 年中

里共购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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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的备

件。 

洛佩斯

（López） 
NSA 1993年 

JoséIgnacio 

López 与大

众汽车老板

Ferdinand 

Piëch 之间的

电视会议 

录制视频会

议并将其转

发给通用汽

车公司 

保护通用汽

车公司在美

国持有的商

业秘密，洛

佩斯希望将

价格表、新

车工厂和新

小型车的秘

密计划发送

给大众公司 

洛佩斯的身

份暴露，

1998 年停止

刑事诉讼以

交换罚款；

对 NSA 没有

影响 

洛斯阿拉莫斯

（Los 

Alamos） 

Israel 1988年 

以色列核研究

计划的两名雇

员入侵洛斯阿

拉莫斯核武器

实验室的核心

计算机 

黑客 

获取有关美

国原子武器

起爆装置的

信息 

黑客逃到以

色列，一人

在以色列被

短暂拘留，

与以色列特

勤局的联系

尚未得到正

式确认 

走私

（Smuggling） 
FIS 

二十世纪 70

年代 

将计算机走私

到 GDR 中 
不详 

发现向

Eastern 

Bloc 的技术

转让 

没有特别的

后果，没有

阻止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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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高速列车

（TGV） 
DGSE 1993年 

西门子成本计

算；向韩国提

供的高速列车

合同 

不详 较低的报价 

ICE 的制造商

将合转让给

Alcatel-

Alsthom 

法国高速列车

（TGV） 
未知 1993年 

AEG 和西门子

就政府向韩国

提供高速列车

的合同计算成

本 

西门子声称

正在窃听其

首尔办事处

的电话和传

真 

英法竞争对

手 GEC 

Alsthom获得

谈判优势 

韩国决定支

持 GEC 

Alsthom，尽

管最初认为

德国出价更

优 

汤姆森-阿尔卡

特 v（Thomson-

Alcatel v）；

雷神

（Raytheon） 

CIA/NSA 1994年 

向法国汤姆森

-阿尔卡特公

司授予巴西亚

马逊河流域卫

星监测合同，

价值 14 亿美

元 

拦截中标者

的往来通信 
揭露腐败 

克林顿向巴

西政府表达

不满；在美

国政府的压

力下，合同

被授予美国

雷神公司 

汤姆森-阿尔卡

特 v（Thomson-

Alcatel v）；

雷神

（Raytheon）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94年 

有关巴西雨林

雷达监测的项

目的谈判，价

值数十亿美元 

不详 获取合同 

法国公司

Thomson CSF 

Alcatel在竞

标中输给了

美国雷神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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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森-阿尔卡

特 v（Thomson-

Alcatel v）；

雷神

（Raytheon） 

NSA； 

Department 

of Commerce 

 

一项有关亚马

逊盆地

（SIVA）的监

控项目，价值

14亿美元项

目的谈判；发

现巴西竞标小

组接受了贿

赂。 

监视 Thomson 

CSF和巴西之

间的谈判，

并将调查结

果转发给雷

神公司。 

揭露贿赂；

合同中标 

雷神公司赢

得合同 

蒂森

（Thyssen） 
BP 1990年 

北海天然气和

石油钻探合

同，价值数百

万美元 

拦截中标者

（蒂森）发

送的传真 

发现腐败 

BP 提起针对

蒂森的损害

赔偿诉讼 

大众 未知 近几年 不详 

通过无线电

传输图像的

红外摄像机 

获取有关新

发展的信息 

大众公司承

认利润损失

总计数亿德

克 

大众 未知 1996年 

大众汽车测试

的 Ehra-

Lessien电路 

隐藏相机 
有关新大众

车型的信息 
不详 

表格来源：Temporary Committee on the ECHELON Interception System. REPORT on the 

existence of a global system for the interception of private and commercial 

communications (ECHELON interception system) (2001/2098(INI)).20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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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美国制裁和打压他国重点企业案例 

案件 美方制裁机构 时间 内容及制裁方式 美方目标 后果 

日立（HITACHI）； 

三菱电机（Mitsubishi 

Electric 

Corporation） 

联邦调查局

（FBI） 
1982-1983 年 

FBI 线人谎称拥有

IBM 计算机最新技

术，使用钓鱼执

法的招数，诱使

日本日立与三菱

电机的员工出钱

购买。 

保护美国

在计算机

领域的主

导地位 

FBI迅速逮捕

了 6名“商业

间谍”，还对

12名日本员工

发出通缉令，

日立和三菱电

机不得不与

IBM缔结了技

术使用费的支

付合同。仅

1983 年，日立

公司就支付了

约 100 亿日元 

东芝（Toshiba） 

美国半导体协

会（SIA）；

美国贸易代表

办公室

（USTR） 

1981-1985 年 

认为东芝机械公

司存在对苏联的

违规出口，发起

对东芝机械公司

的调查以及对日

本的经济制裁 

维护美国

在高新技

术产业的

领先地位 

东芝机械公司

社长饭村和

雄、董事长佐

波正一和总经

理杉一郎先后

辞职，东芝公

司承担美国取

消相应合同订

单的损失 

阿尔斯通(Alstom SA) 

美国司法部

（DOJ）；联

邦调查局

（FBI） 

2013 年 

FBI 逮捕前阿尔斯

通高管皮耶鲁齐，

美国司法部指控皮

耶鲁齐涉嫌商业贿

赂，并对阿尔斯通

美国获得

维护所有

法国核电

站的权力 

阿尔斯通高管

开始与美国司

法部全面合

作，将包括电

力在内的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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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以 7.72亿美元

罚款 

之三业务卖给

美国通用电气

公司 

抖音（TikTok） 美国政府 2019-2020 年 

渲染 TikTok 的安

全威胁，以行政令

要求美国资本对

TikTok 进行强制

收购 

打压中国

企业的海

外市场，

尤其是美

国市场 

待定 

大疆创新（DJ-

Innovations） 
美国政府 2017-2019 年 

美国陆军禁止使用

大疆无人机及相关

软件系统；在“10

项全能无人机项

目”中排除大疆 

打压中国

无人机技

术产业 

美国、加拿大

等国仍在大量

使用大疆公司

生产的无人

机，具体结果

待定 

华为（Huawei） 

美国司法部

（DOJ）；美

国商务部

（BIS） 

2018-2020 年 

美国将华为列入商

务部“实体清

单”，限制华为使

用美国技术和软

件，禁止使用美国

的芯片 

打压中国

高新技术

产业 

待定 

北溪 2号（Nord Stream 

2） 
美国政府 2019-2020 年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

署通过《2020 财

年国防授权法

案》，对参与“北

溪 2 号”项目的施

工建设方实施制裁 

保护美国

在欧洲的

液化天然

气市场不

被俄罗斯

取代 

遭到以德国为

代表的欧洲国

家的强烈反

对，但美国持

续发起阻扰并

不断威胁，北

溪 2号项目的

走向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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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汤科技（SenseTime） 
美国司法部

（DOJ） 
2019 年 

美国政府将商汤科

技列入“实体管制

清单” 

与中国争

夺 AI技术

的领先优

势 

短期未受到明

显影响 

卡巴斯基（Kaspersky） 
美国国土安全

部（DHS） 
2017-2018 年 

美国国土安全部要

求政府机构在 3个

月内替换卡巴斯基

软件 

怀疑卡巴

斯基与俄

方情报机

构有关，

同时计划

把该公司

挤出世界

IT市场 

由于卡巴斯基

代码深入美国

政府的计算机

基础设施，实

施难度大；该

公司计划斥

1200 万美元将

机构服务器和

软件开发业务

由莫斯科迁移

到瑞士 

西门子（Siemens AG） 美国政府 2018 年 

美国政府以“两国

关系”作为威胁，

要求伊拉克总理阿

巴迪放弃与西门子

合作 

加强美国

在伊拉克

的影响力 

西门子将价值

150亿美元的

伊拉克电力系

统重建工程让

给美国通用电

气公司 

土耳其溪（TürkAkım） 美国政府 2019-2020 年 

美国总统批准

《2020 财年国防

授权法案》，要求

对土耳其溪项目实

施制裁 

美国企图

扩大在欧

洲的天然

气市场，

限制俄罗

斯在欧洲

的天然气

市场份额 

无明显影响，

该工程于 2020

年 1月顺利投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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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立信

（Telefonaktiebolaget 

LM Ericsson） 

美国司法部

（DOJ）；美

国证券交易委

员会（SEC） 

2019 年 

美国政府根据《反

海外腐败法》，通

过监听、间谍、搜

查等手段开展对爱

立信公司的调查 

打压爱立

信进军美

国 5G市场

的举措 

爱立信对行贿

行为认罪，并

同意支付超过

10亿美元的罚

款 

三星（Samsung Group） 美国政府 2012-2016 年 

美国法院列列出三

星智能手机的永久

性禁售机型：

dmire、Galaxy 

Nexus、Galaxy 

Note、Galaxy 

Note 2、Galaxy 

S2、Galaxy S2 

Epic 4G Touch、

Galaxy S2 

Skyrocket、

Galaxy S3 和

Stratosphere 

保护美国

苹果公司

专利 

三星向苹果赔

偿 5.48 亿美

元；美国地方

法官同意苹果

提出的永久性

禁售 9款三星

智能手机 

表格来源：课题组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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