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民企收购英国最大晶圆工厂会否逆

转？

中英关系近几年来明显下滑，这笔交易处在半导体行业，被收购的又

是英国最大的晶圆厂，这笔收购不幸踩中了当前所有的“敏感点”。

英国《电讯报》近日报道称，商务大臣夸西•克沃滕将在 9 月 5 日之

前完成对一宗涉及中国且备受瞩目的半导体行业并购交易的国家安

全评估，并决定是否取消这一已经完成一年多的交易。

鉴于英国将于 9 月 5 日产生新首相且两名候选人争相发表批评中国

的言论，克沃滕在 9 月 5 日前完成评估并公布决定将有助于避免外

界将并购交易个案与新首相的对华政策直接联系起来。



即便如此，中国民营企业闻泰科技的全资子公司安世半导体对英国最

大晶圆生产工厂——新港半导体生产工厂——的收购也毫无疑问成

为了英国《国家安全与投资法》1 月 4 日生效以来最受瞩目的国家安

全评估个案，外界也将从此案决定中解读英国政府对于中国投资的态

度。

位于英国南威尔士的新港工厂于 1982 年创立，主要生产车规级产品，

应用于汽车领域，产能为每月超过 3.5 万片 200mm（8 英寸）晶圆。

总部位于荷兰的安世半导体原是新港工厂的客户之一，于 2019 年成

为新港工厂的第二大股东。

从闻泰科技于 2021 年 7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披露的数字来看，

新港工厂 2020 财年实现营业收入 3091.10 万英镑，亏损 1861.10

万英镑；2020 财年末，新港工厂总资产 4470.76 万英镑，净资产负

517.73 万英镑。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安世半导体在给英国议

会下院商务、能源和产业战略（BEIS）委员会的非公开信件中称，新

港工厂此前的股东“一直未能满足客户的要求，虚报现有产能，夸大

未来潜力，并且几乎耗尽资金”。据《泰晤士报》另一则报道，威尔

士政府曾拒绝了新港工厂提出的政府通过注资以换取股份的提议，因

为新港工厂当时“杠杆和负债极高”、“客户太少、销量下降、盈利

衰退”，且威尔士政府希望新港工厂管理层“大换血”。在这一背景



下，安世半导体认为收购“将新港工厂从破产（边缘）拯救回来”。

“汝之砒霜，我之蜜糖。”2021 年 7 月，安世半导体宣布收购新港

工厂的全部股份，并表示“这项收购显著提升了安世半导体符合车规

级标准的产品供应能力，并扩大了市场份额。”安世半导体和新港工

厂高管说，安世半导体“制订了雄心勃勃的增长计划，而新港工厂的

加入将有助于满足全球对半导体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此项收购

对新港工厂的员工和整个地区更广泛的商圈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安世

半导体正在斥巨资提高产能，确保在未来能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

但英国国内对于此项交易的反对声音在收购之前就已出现，箭头人物

是英国议会保守党议员、外交委员会主席图汤姆•图根哈特。行伍出

身的图根哈特一直对华持强硬立场，并于 2021 年 3 月被中国外交部

制裁。

2021 年 5 月 20 日，图根哈特给商务大臣克沃滕写信，要求后者介

入调查安世半导体对新港工厂发起的收购。克沃滕于 5 月 28 日回信

表示“（英国）政府一直与新港工厂保持密切联系，但认为目前不适

合干预。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这一情况，如果情况发生变化，我们将

毫不犹豫地使用我们的权力。”

6 月 18 日，图根哈特再次致信克沃滕，称安世半导体已经开始就收



购展开尽职调查，再次重申他对收购的担忧。6 月 30 日，克沃滕回

信说“我想向你们保证，这个问题已经被彻底考虑过了。我们将继续

密切关注这一情况，并将在适当时使用我们的权力”，事实上再次拒

绝了图根哈特的要求。

安世半导体于 7 月 5 日宣布收购新港工厂之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

翰逊 7 月 7 日在议会表示：“我们正在了解此事。我已经要求国家

安全顾问审查此事。”

这是外界第一次被告知英国政府“已经”在审查这一收购，但却来得

颇为蹊跷。首先，以图根哈特为代表的反对者此前也不知晓此事，英

国媒体也不曾有任何报道。其次，英国政府当时审查此类交易的法律

依据是 2002 年《企业法》，而该法律将审查职责赋予了商务大臣，

而非国家安全顾问。带着这些问题，图根哈特于 7 月 13 日给约翰逊

写信，并要求首相于 7 月 20 日前回复。

7 月 22 日，克沃滕给图根哈特回信，称约翰逊要求他代予回复，表

示国家安全顾问是以首相在国家安全事务上的首席顾问的角色在审

查此事，而非基于《企业法》。

12 月 8 日，图根哈特致函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洛夫格罗夫爵士，询

问审查进展，并要求对方 16 日之前回复。17 日，洛夫格罗夫回信，



拒绝披露进展。孜孜不倦的图根哈特于 2022 年 1 月 5 日再次致信洛

夫格罗夫询问，要求对方于 1 月 14 日前回复。到了 2 月 9 日，洛夫

格罗夫才进行回复，内容还是可以用四个字代替：“无可奉告”。

到了 4 月 1 日，彭博社援引匿名消息来源报道称，洛夫格罗夫的审

查结论是英国政府无需介入收购。同日，欧洲主流媒体 Politico EU

也援引匿名消息来源报道称洛夫格罗夫认为从国家安全角度无需介

入此事，甚至进一步称英国政府事实上已经悄悄地批准了这一交易。

但仿佛是愚人节玩笑一般，英国广播公司同日很快援引匿名消息来源

说，Politico EU 所谓这一交易已被批准的说法是错误的，英国政府

并未做出最终决定，但这一报道并未否认洛夫格罗夫已经做出无需介

入此事的说法。

细察上述过程，笔者的判断是，英国政府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对于

审查阻止安世半导体收购新港工厂一事兴趣缺缺，似乎无意为此事设

置障碍；即使面临图根哈特持续制造的杂音，与图根哈特同属保守党

的执政者似乎也只是勉强应付。

图根哈特所领导的英国议会外事委员会报告对英国政府的敷衍极为

不满，甚至认为首相约翰逊安排国家安全顾问洛夫格罗夫进行的调查

根本就是在糊弄了事。这份 4 月 5 日发布的报告说：“在没有任何

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假设首相说他已经启动的国



家安全审查事实上还没有开始。”

《金融时报》5 月 18 日报道说，英国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部进

行的一项独立的、与并购本身无直接关联的评估英国“半导体供应链”

的报告，也“将支持洛夫格罗夫的评估结果，即在其南威尔士工厂生

产晶圆的新港工厂技术水平较低，即使归中国所有，也不会对英国国

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但……该报告将警告，该企业是威尔士具有战

略重要性的半导体专业技术集群的一部分，而这笔交易可能会削弱这

一集群。”

5 月 26 日，风云突变。曾多次亲自拒绝介入此事的克沃滕当日宣布，

将根据《国家安全与投资法》对这笔已经完成将近一年的交易进行评

估。《金融时报》报道时说：“此举标志着英国对待外资收购的立场

发生重大转变。”

美国政府私下介入此事可能是最重要原因。据《华尔街日报》6 月 3

日独家报道：“在华盛顿表达对收购的反对后，英国启动了可能逆转

收购的调查……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驻英国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最

近几周在幕后对英国官员说，如果该工厂重新回到英国人手中，可能

有助于英国成为生产电动汽车关键芯片的中心……这些知情人士说，

这位美国外交官没有要求英国官员撤销这一交易，但明确表示美国更

希望他们这样做。”



美国政府的干预并非无迹可循。4 月 19 日，来自共和党和民主党的

9 名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众议员致信拜登总统，要求美国政府

通过外交渠道干预此事。

此外，交易的反对者坚持在公共舆论上“拱火”，长期占据了舆论“上

风”，持续给英国政府施加压力。相比之下，闻泰科技一直保持缄默，

安世半导体虽然在接受媒体查询时给予了清晰、专业的回复，但始终

处于被动和“下风”的态势。

从法律上说，英国政府于 2022 年介入的条件确实相比 2021 年更为

成熟。2022 年 1 月 4 日，《国家安全与投资法》生效。相比 2002

年《企业法》，新法对英国政府——具体而言，商务大臣——针对

跨境交易启动国家安全评估赋予了更大权力。

新法实施以来，已经有两宗牵涉中国企业的个案被克沃滕否决。8 月

17 日，克沃滕下令阻止一家中国企业对英国软件公司 Pulsic 的全资

收购。7 月 20 日，克沃滕下令阻止曼彻斯特大学将视觉传感技术授

权给北京无限视觉科技有限公司，而这家小型民企只不过是“承接建

筑效果图、多媒体展示、动画展示等”业务，“为住宅文化和商业项

目提供逼真的静止图像、动画和虚拟现实”。在上述两宗个案里，克

沃滕否决交易的理由均为有关技术可能被“军民两用”，换言之担心



有关技术最终被中国进行军用。

相比这两宗“小土豆”，安世半导体收购新港工厂则是“大块头”。

安世半导体 2021 年收入 21.4 亿美元，背后更站着如今市值高达 116

亿美元的闻泰科技。收购双方未公布这笔交易的金额，但英美媒体都

援引消息来源称交易金额约为 6300 万英镑（7350 万美元）。

中英关系近几年来明显下滑，两名首相候选人正争先恐后地宣誓对华

强硬政策。英国此前在美国压力下全面禁止华为参与英国的 5G 网建

设，已经采用的华为设备也需要在 2027 年前拆除。这笔交易处在具

有战略属性的半导体行业，被收购的又是英国最大的晶圆厂——除了

长于设计的 ARM，英国在半导体行业乏善可陈。而美国近来在半导

体领域步步“围”营制造中国“芯”困局，此番又被报道已经干预该

笔交易……几乎可以说，对新港工厂的收购不幸踩中了当前所有的“敏

感点”。

图根哈特创立、保守党议员组成的“中国研究小组”（China Research

Group）的研究主管 Chris Cash 对笔者说：“虽然不想猜测商业、

能源和产业战略部的审查过程，但最近对中国从曼彻斯特大学收购视

觉传感技术的干预，以及新港工厂作为创建英国半导体集群的基石的

重要性，都显示有充分的理由和先例来阻止收购行动。从安世半导体

和闻泰科技的角度看，它们对国家安全方面的反对意见保持沉默——



尽管对保持新港工厂的运行做出了模糊的承诺——只会加深英国那

些对该收购感兴趣的人的怀疑。中国推动减少对半导体进口的依赖并

不是什么秘密：安世半导体还没有令人信服地辩称其中国所有权不影

响其商业政策。”

归纳英国舆论对这笔收购的讨论，支持和反对的交锋点主要聚焦于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出售新港工厂会使得先进技术落入中国之手。图根哈特最早反

对收购的信件提到新港工厂是“英国领先的 200 毫米硅半导体技术

开发和加工设施。它是英国最先进的功率半导体芯片铸造厂，并拥有

具有战略价值的先进光子学加工能力。”但随着讨论的深入，客观的

声音对此进行了驳斥。

例如，《金融时报》一则报道提到：“它生产的低技术晶圆，同世界

上最大的和最先进的晶圆厂提供的相比差得很远……”该报道还引用

CCS Insight 的半导体分析师 Wayne Lam 的话说：“我们在这里谈

论的不是尖端技术，”鉴于类似的晶圆技术在中国“很容易得到”，

新港工厂的技术“不值得争取”，“这更像是一个民族自豪感的问题，

而不是对国家安全有潜在危险的东西。”《金融时报》另一篇评论专

栏文章也说：“这显然是低价值的东西，与主要发生在台湾的尖端制

造业相去甚远。”最近，连图根哈特也在《泰晤士报》撰文时提到新



港工厂的技术“不是引领全球、尖端领先”的。

第二，闻泰科技可能会为了中国国家的战略目标而关闭新港工厂。英

国知名智库 Policy Exchange 的产业政策负责人 Geoffrey Owen 爵

士在一份报告里写道：“有很大的可能性，当闻泰科技的上海工厂达

到满负荷生产时，闻泰科技可能会关闭新港工厂而把产能转移到中国，

从而支持中国减少半导体进口的努力。”

安世半导体多次斩钉截铁地驳斥这种揣测：“在过去的 15 个月中，

安世半导体在英国投资了 1.6 亿英镑，由新港和曼彻斯特的工厂平均

分配。这是从我们自掏腰包的投资。可以这么说，这是荷兰人的钱……

我们不打算关闭任何业务。我们在英国斯托克波特的工厂已经有 50

多年的历史。我们在汉堡已经有 50 多年的历史。我们在曼彻斯特投

了大量资金。我们在新港投了大量资金。我们创造了就业机会。我们

要留在这里。”

因实在是难以找到任何事实来支持上述揣测，只能将这种揣测归结于

英国一些人对于中国产业政策、民营企业和中国政商关系的根本性误

解上：他们似乎认为，中国避免“卡脖子”的产业政策就意味着半导

体产能一定要在地理上积聚于中国本土，而这就意味着要积极地削减

境外产能；在他们所理解的中国政治体制下，为了执行他们所理解的

中国产业政策，中国的民营企业就会不顾自身利益而弃置真金白银买



来的海外产能。

第三，新港工厂从此“沦为”安世半导体和闻泰科技的“打工仔”而

无暇为其他客户服务，而这不利于英国芯片产业发展。这种观点认为，

英国缺乏晶圆制造产能，新港工厂此前为多个客户服务，而被中资收

购之后，英国就失去了“开放式”的晶圆制造产能，其他客户就不再

可能使用新港工厂。安世半导体的英国负责人回应说，厂区内还有未

被利用的设施可以开放给其他用途，且新港工厂也早就提出了这一选

项，但是这是一个需要资金支持和商业计划的商业决定，但并没有人

真正提出怎么做下去。

第四，新港工厂“是威尔士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半导体专业技术集群的

一部分，而这笔交易可能会削弱这一集群”，因为落入中国企业手中

后，该厂可能就不愿意或者无法融入当地产业生态。安世半导体的回

应是，新港工厂原本濒临倒闭，在被收购后保住了员工的工作机会、

全力投入生产本身就是对当地半导体行业的最实质性的贡献，“我们

希望在当地的（半导体）生态系统中运转，使当地的生态系统和英国

的半导体行业能够成功。”

第五，来自美国的反对。就这一点而言，安世半导体和闻泰科技客观

上确实无从下手，而美国究竟动用多少外交资源、下多大力气“搅黄”

这笔交易，目前也不得而知。



笔者以为，克沃滕要否决收购最大的政治障碍其实恰恰是他本人及英

国政府此前的决定——倘若如今才发现收购威胁了英国国家安全，那

之前为何迟迟不愿介入并且国家安全顾问也得出了收购无碍国家安

全的结论？得如何解释才能避免自己被自己“打脸”？此外，在收购

完成后这近一年时间里，安世半导体已经进行的投资如何收场？新港

工厂一度濒临破产，倘若把安世半导体赶走，又有谁再来“接盘”？

安世半导体英国负责人 Toni Versluijs 在向英国议会一个委员会作证

时已经就此施压：“我们的客户和我们的一些员工都变得不耐烦，希

望得到明确的答案。上周，星期五，一位新港工厂的年轻女士走进我

们总经理的办公室，她说：‘我刚刚买了一套新房子。这次审查之后，

我还会有工作吗？’如果不是为了安世半导体，而是为了像这位年轻

女士这样的人，（政府对收购）给予澄清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这一

故事也引起了《金融时报》等媒体的报道。

Policy Exchange 智库的 Geoffrey Owen 爵士在报告里写道：“商

务大臣的决定将基于——也应该基于——这一特定案件的事实……

但是，安世半导体对新港工厂的收购也给了（英国）政府一个机会，

它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来阐明其对中国参与英国经济这一更广泛问题

的立场。”



专注中英关系的媒体“从北京到不列颠”创始人 Sam Hogg 对笔者

说：“商务大臣干预的结果很难说。批准收购的决定将在议会中引起

很大的愤怒，许多人会问为什么收购会得到批准。然而，从理论上讲，

克 沃 滕 和 将 帮 助 他 作 出 决 定 的 投 资 安 全 审 查 部 门 (Investment

Security Unit)是在议会压力之外运作的——这应是一个由事实驱动

的决定，而不是政治性决定。”

此前，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就英方对安世半导体收购新港工厂进行

国家安全评估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英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双

赢。两国企业间相互投资属于正常商业行为，应当由企业依法按市场

原则处理，而不应被政治化或受人为干扰。”随着《电讯报》独家报

道的 9 月 5 日“大限”临近，此案的国家安全评估决定究竟会基于

事实还是政治做出、已完成将近一年的收购会否被商务大臣克沃滕逆

转，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