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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焦虑靠“科技冷战”治不了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  李峥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日前刊文，指出硅谷的科技巨头正在“拥抱新冷战民族主义”，

放弃与美国政治保持距离的传统立场，开始强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进而深度参与美国政府

的内外战略。 

    这一转变被认为主要因受到更大外部挑战而引发的焦虑。其中，华为、TikTok等中国科技企

业带来的压力尤为明显。如果这种趋势继续扩大，硅谷的领先地位或将因此动摇。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影响因素是本届美国政府的科技政策变化。近年来，华盛顿开始将科技议

题政治化，试图推动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脱钩，成为相互隔绝的两套科技体系。硅谷原先是中美

科技界联系最紧密的地区，但在本届美国政府干预下，中美在硅谷的技术、资金和人才流通不再

顺畅。一些美国科技公司开始重新思考中美科技合作的收益和成本，甚至基于政治压力主动向政

府靠拢。 

    除此之外，美国国内政治的极端化、民粹化也是引发硅谷深层焦虑的一个原因。在频繁的政

治纷争中，很多企业无法保持旁观或在价值观上保持中立。越来越多的事件和议题被赋予政治和

意识形态意涵，美国科技巨头内部也出现了站队现象。这种政治环境使得即便科技巨头和硅谷希

望与政治保持距离，也很难做到。 

    基于此，一些硅谷科技巨头认为能够通过接受“科技民族主义”理念来摆脱困难局面，降低

在这种环境下面临的政治成本。“科技民族主义”是美国战略界近期兴起的一种概念。该理念的

核心内容在于认为科技本身有国界，是国家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地缘政治竞争的意涵。

中美科技冷战和所谓“科技脱钩”就是这一理念最典型的诠释。受这一理念牵引，一些科技巨头

采取与华盛顿类似的“美国优先”和“大国竞争”做法。例如脸书公司频繁在美国政界游说“中

国社交媒体的威胁”；谷歌响应美国政府号召，扩大对印度的投资，推动美印两国加强科技捆绑

等。 

    这些做法事实上进一步加剧了科技冷战的态势，也在改变各国政府对于硅谷的传统认知。而

从历史看，这一药方明显是下错了，偏离了硅谷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创新中心的原因。 

    其一，硅谷的兴起得益于科技的“去安全化”。硅谷虽有百年历史，但其真正成为全球科技

和新兴企业的中心是在冷战后。克林顿政府时期推动的“国防工业民用转型”是硅谷从一个技术

研发中心转向全球科技产业中心的关键因素。此次转型放开了美国创新人才的手脚，让不少曾被

军方独占的先进技术走入千家万户。为了巩固转型效果，此后美国政府不断放宽科技产品出口管

制，消除了外界投资科技产业的顾虑。 

    但如今，美国科技企业却试图让历史开倒车，最终结果只会让更多有商业前景的技术“被锁

进保险箱”，硅谷的吸引力也可能会随之流失。 

    其二，科技企业与美国政府的捆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当今美国两党政策高度分裂。企

业与政府的捆绑不可避免要在政治上选边，需要参与一些具有党派色彩的活动。但一旦政党轮替，

这些企业就会面临比保持中立更大的清算风险。 

    另一方面，美国科技巨头与美国政府的“强强联合”，并不一定有利于降低这些企业在海外

运营的政治成本。本届政府上台执政以来，华盛顿的信誉和外部形象大不如前。美国政府并不能

够给这些企业提供价值观光环，反而可能成为这些企业海外运营的阻力。此外，“棱镜门”事件

已经展现出美国政府和科技巨头联合带来何等强烈的社会反弹，美国科技巨头拥抱“科技民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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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也会带来类似效果。这些将导致美国科技企业在国内外面临更大的反垄断调查和政策监管，

而这才是科技巨头和硅谷真正惧怕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