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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4.0时代的经济民族主义与技
术民族主义的概念与辨析

工业 4.0 概念最早由德国提出，旨在
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
应用，推动制造业的智能化、数字化和网
络化。随着工业 4.0 技术的普及，各国政
府逐渐意识到，技术创新能力将决定未来
的经济实力与国际竞争力。因此，各国在
促进技术发展的同时，开始强调技术的自
主性与经济的独立性，这直接推动了经济
民族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的兴起。经济
民族主义与技术民族主义虽然分别强调
经济和技术的自主性，但在工业 4.0 时代，
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彼此相互影
响。技术已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要
素，经济民族主义政策也越来越依赖于技
术民族主义的支持。本文将对两者的内
在关系进行辨析，并分析其对全球经济和
技术合作的影响。

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强调国家经济主权
和保护国内产业的政策理念，通常通过保护
主义、贸易壁垒和本土化政策来实现。它旨
在减少对外国经济的依赖，增强国家的经济
独立性。在工业4.0时代，经济民族主义主
要体现在本土制造业的复兴、关键技术的本
地化生产以及对跨国资本的约束上。

技术民族主义指的是国家通过政策和资
源的支持，实现对关键技术的自主研发和控
制，以此增强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和安全性。
它要求国家在技术创新上独立于外部力量，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等战略性
技术领域，避免依赖外国技术。技术民族主
义在工业4.0时代尤为突出，因为技术已经
成为影响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经济民族主义与技术民族主义的表
现及影响-基于工业4.0时代的典型经济体

（一）美国：从自由市场到保护主义
在工业4.0时代，美国通过实施多项经

济民族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努力在全
球技术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同时保护本国
的经济和技术安全。在经济民族主义方面，
美国提出了“美国优先”政策，主张通过税收
减免、关税保护和本土化政策来吸引制造业
回流，例如《减税与就业法案》将企业税率从
35%降至21%，希望吸引制造业回流美国以
减少对外国生产的依赖。同时，美国对中国
出口商品实施高额关税，以保护本土制造
业。此外，美国加强了对外国在高科技、能
源等敏感行业的投资审查，美国外国投资委
员会（CFIUS）扩大了对外资并购的审查范
围，阻止了多起涉及敏感技术的收购案，例
如 2018 年阻止了中国企业对 Lattice 半导
体的收购，保护本土科技产业免受外部控
制。同时，拜登政府在2021年进一步加强

“买美国货”政策，要求联邦政府采购更大比
例的美国制造商品，以支持国内制造业。

在技术民族主义方面，美国通过一系列
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加强对关键技术的控
制。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获得通过，
投入520亿美元用于本土半导体生产和研
发，提供税收优惠和补贴，吸引台积电和英
特尔等公司在美国设厂，以此减少对外国芯
片供应的依赖。同年，美国商务部将多家中
国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向这些
公司出口半导体设备和EDA设计软件。此
外，特朗普政府发起的“清洁网络”倡议，通
过排除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设备公司，确
保美国及其盟友的5G网络建设不使用中国
设备，提升了美方在通信领域的技术安全。
美国还于2019年发布了《国家人工智能战

略计划》，通过增加对人工智能领域的联邦
资金支持，推动AI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确
保美国在AI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同时，美
国发布了《信息与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执
行命令》，禁止受国家安全威胁的外国公司
（尤其是中国企业）向美国提供信息和通信
技术产品。

此外，美国政府加强了对网络安全和关
键基础设施的保护，将高科技和网络系统视
为国家安全的核心组成部分。美国国土安全
部和国防部在网络安全和供应链安全上进行
了大规模投资，制定了严格的网络安全标准，
要求关键基础设施避免使用来自中国和俄罗
斯的技术产品。整体来看，这些政策不仅推
动了美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通信设备等
关键技术领域的本土化发展，同时也在全球
范围内引发了供应链重组和技术脱钩，限制
了技术交流与合作，加剧了全球科技竞争和
经济分裂的风险。

（二）中国：自主创新与本土替代
在工业4.0时代，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

和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强调自主创新与本土替
代，致力于实现对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减少
对外国技术和供应链的依赖。“中国制造
2025”国家级战略，旨在推动制造业的升级转
型，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
变。该战略重点涵盖十大领域，包括新一代
信息技术、航空航天、高端数控机床和机器
人、新能源汽车、医疗器械等，明确要求在这
些领域中实现核心技术自主掌握，并提出
2025年核心材料和零部件的本地化率需达
到70%。在政策支持上，中国政府通过专项
财政补贴、低息贷款、税收减免等措施，鼓励
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建立本土供应链，尤其在
芯片和高端设备制造领域中对企业给予资金
和政策倾斜。

在技术民族主义方面，中国推出《集成电
路产业发展纲要》和“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
资基金”，推动半导体国产化，减少对海外芯
片的依赖；为此，中国设立了国家级半导体
基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俗称

“大基金”），一期和二期总规模超过3400亿
元人民币，主要用于扶持国内半导体设计、
制造、封装和测试等环节，减少对美国、日本
等国外供应商的依赖。同时，各省市也纷纷
设立地方性半导体基金，比如上海、深圳、北
京等地设立的地方集成电路基金，形成中央
和地方联合支持的多层次资金体系。2020
年，中国正式将“新基建”纳入国家战略，其
中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数据中
心被视为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华
为、中兴等公司获得大量政策支持，快速铺
设全国性的5G网络。各地政府纷纷提供土
地、资金和配套设施支持，确保5G基站的建
设进度，并在设备采购上优先选择本土供应
商。此外，中国还实施了《网络安全法》，要
求关键基础设施运营者优先采购安全、可控
的本土技术和设备，减少对外国供应商的依
赖。为了保护数据安全和国家信息主权，中
国还通过了《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
法》，限制敏感数据的出境，要求企业对数据
的本土化存储与管理，从而加强在数据和通
信领域的自主可控。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
在2017年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该规划明确要求，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
资金支持，建立人工智能技术基础研究、产
业应用和人才培养的全链条支持体系。北
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出台了地方性政策，比
如北京市发布《北京市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0-2022 年）》，提出

通过政府资金支持AI初创企业，提供办公
用地补贴和高科技企业税收减免，推动本地
AI技术和人才的积累。在新能源领域，中国
通过《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
2035年）》，大力发展电动汽车产业，支持比
亚迪、宁德时代等本土企业在动力电池、车
载芯片等关键技术上实现突破。

工业4.0背景下，中国这些政策不仅从
经济上加强了国内高技术产业的竞争力，还
通过技术主权的建立，防范外部科技依赖带
来的潜在风险，形成了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
经济和技术双重保障体系。

（三）欧洲：在开放与保护之间的平衡
在工业4.0时代，欧洲的经济民族主义

和技术民族主义表现出“开发与保守的平衡”
这一特点，既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
又高度重视技术自主和国家安全，这一政策
取向源于多重原因。首先，欧洲国家普遍高
度依赖出口和国际市场，而全球化使欧洲在
工业4.0核心技术领域与美国和中国的竞争
加剧，为了在全球化中占据一席之地，欧洲需
要积极参与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因此在政
策上鼓励创新和开放。然而，随着人工智能、
5G、物联网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欧洲逐渐认识
到在这些关键领域对美中技术的依赖构成了
潜在的风险，特别是在国家安全、数据主权和
产业自主方面，这推动了欧洲政策的保守化，
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限制外资进入敏感技术
行业，保护本土关键技术免受外国控制，以减
少技术依赖和潜在的安全风险。

欧盟在2018年发布了《人工智能欧洲
战略》，提出要加大对人工智能研究和应用
的投入，2021年进一步提出《欧洲人工智能
法案》，力图在确保道德与安全的基础上推
动AI创新，设立400亿欧元的基金支持成员
国在AI、5G和数据领域的研发，以此构建一
个与美中抗衡的科技创新体系。同年，欧盟
还推出了《数字欧洲计划》（Digital Europe
Programme），专注于支持关键技术的开发，
特别是在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
算等领域，意图加强欧洲在数字科技方面的
全球竞争力，同时推动各成员国进行工业
4.0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然而，在开放推动
创新的同时，欧洲的技术民族主义政策也逐
步加强，特别是在数据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
方面表现出高度保守。欧盟通过了《通用数
据保护条例》（GDPR），这是全球范围内最严
格的数据保护法，要求所有在欧洲处理数据
的企业都必须遵循严格的隐私保护和数据
安全标准，限制数据跨境传输，确保欧盟内
部的数据主权不受外部力量干扰。

总体而言，欧洲在工业4.0时代的经济
民族主义与技术民族主义政策显示出开发与
保守的平衡，通过一系列政策支持科技创新，
推动数据主权、5G网络安全和半导体供应链
的自主化建设，从而在全球化与国家安全之
间取得平衡。这种政策既促进了本土高科技
产业的发展，提升了欧洲在全球科技竞争中
的地位，又有效减少了对美中科技供应链的
依赖，强化了自身的技术主权与经济安全。

三、工业4.0背景下经济民族主义与技
术民族主义的关联分析

（一）经济民族主义的技术依赖性增强
工业4.0的核心在于高度依赖数字技术

和智能制造技术，技术创新直接决定了经济
发展和产业竞争力。在这种背景下，经济民
族主义试图通过保护本国市场、支持本土产
业的政策措施，推动关键产业的自主发展，但
这要求在核心技术上实现自主可控。经济民
族主义的目标是减少对外部经济的依赖，而

工业4.0背景下，这种经济独立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技术独立。因此，国家通过经济民族
主义政策支持本土企业在核心技术领域的发
展，从而推动技术自主，避免关键技术受制于
外部力量。

（二）技术民族主义为经济民族主义提供
支撑

技术民族主义在工业4.0时代的兴起，
是各国为确保在新技术革命中的全球地位，
通过政策手段推动技术自给。国家通过限制
外资对本土高科技企业的控制、加强技术出
口管制、加大对本土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等
手段，强化本国在关键技术上的自主性。这
种技术自主性反过来为经济民族主义政策提
供支撑，确保本土经济不依赖外部关键技术，
避免因外部技术限制而陷入被动。这种技术
自主性不仅能提升国家在经济上的独立性，
还能为经济民族主义提供底气，使国家能够
在国际市场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和谈判力。

（三）供应链本土化与产业链安全需求
在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大背景下，经济民

族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共同推动供应链本土
化和产业链的安全性建设。工业4.0时代的
生产高度依赖复杂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但外
部冲突和疫情等因素引发了供应链的不确定
性。各国纷纷通过经济民族主义政策推动关
键产业和核心零部件的本土生产，同时通过
技术民族主义确保核心技术不依赖外国技术
供应，从而构建更加稳固和安全的产业链。
例如，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推动半导体
产业链的本土化，而欧洲的《欧洲芯片法案》
则力图减少对亚洲芯片的依赖，这种政策组
合通过技术与经济手段共同保障了供应链的
安全。

（四）经济民族主义与技术民族主义的双
刃剑效应

经济民族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
推行，有助于提高本国的技术自主性和经济
独立性，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例如，中国
通过技术自主创新和本土替代策略，不仅在
高科技领域取得进展，也带动了国内经济的
发展。然而，过度的经济民族主义和技术民
族主义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分裂。随着各国
对技术和资源的保护主义措施增加，全球化
的进程可能受到冲击，国际技术合作将被削
弱，全球供应链的效率也将降低。这种趋势
可能导致世界经济更加碎片化，甚至可能带
来新的国际冲突。

四、结论与未来展望
在工业4.0时代，经济民族主义与技术

民族主义相辅相成。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基
础，技术的自主性直接影响经济的独立性。
因此，技术民族主义为经济民族主义提供支
持，而经济民族主义为技术民族主义提供政
策保障。这两者的相互作用，塑造了国家在
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

经济民族主义与技术民族主义的关
联机理体现在经济自主性对技术自主性
的依赖，以及技术自主性对经济独立的支
撑。经济民族主义推动供应链本土化和
核心产业自主，而技术民族主义则通过保
障技术安全，为经济发展提供底层支持。
这种关联机理在全球技术竞争加剧、供应
链重构的环境中尤为明显，形成了以经济
和技术为双核心的国家安全策略。在未
来的发展中，各国如何在技术独立和经济
全球化之间取得平衡，将是经济民族主义
和技术民族主义政策演变的关键。

经济民族主义与技术民族主义的关联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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