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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第一任期政府科技政策包括，对内“自强”，发展未来产业；对外“弱它”，扩大出口管

制等。维持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是美国政府科学政策的发展逻辑，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特朗

普政府思路，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或将加强对中国科技发展的阻碍。全面提升科技竞争力，保

障供应链安全等或是我国的应对策略，建议关注基础硬件、基础软件、应用软件、网络安全等

领域的细分市场自主可控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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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大盘走势  

  
 

相关报告  
1、《计算机：第三季度盈利增速同比转正，

政策支持下业绩有望持续改善》2024.11.03 

2、《计算机：中央层面首次对公共数据资源

开发利用进行系统部署，将形成政策规则体

系》2024.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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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内“自强”，发展未来产业 

2017 年 1 月，特朗普就任美国第 45 任总统，一改往届政府面向全球发展的导向，

回归国内，提出“使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科技政策强调国家安全，聚焦面向未

来产业发展的新兴技术和国内需求。特朗普政府关注对美国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

都至关重要的两用技术，如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先进网络通信等。未来产业

是特朗普政府科技政策的核心和亮点，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签署《保持美国人

工智能领先地位》总统行政令，通过《国家量子倡议法案》制定长期发展战略， 

➢ 对外“弱它”，扩大出口管制 

在外部竞争方面，特朗普政府高举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的大旗，在“美国优先”

理念与原则的指引下，对外（主要表现为对华）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减缓、削弱中 

国科技进步势头的举措。2018年 8 月，特朗普政府力推国会通过了《出口管制改

革法案》，此后不断扩大出口管制的技术清单，将中国企业、科研实体列入所谓的

“实体清单”与“涉军清单”。此外，特朗普政府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中国企业

的科技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严格管控中资企业对美国关键行业的投资。 

➢ 或将加强对中国科技发展的阻碍 

维持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具有突出的重要性，是美国政府

科学政策的历史发展逻辑。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科技战略的整体思路，

围绕“自强”与“弱它”并重的战略逻辑，还进行了强化与完善，加大科技资助力度，

继续增强对华科技竞争的强度。综合特朗普第一任期政府施政及竞选周期发言，

中美科技竞争已成为美国社会共识，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或将加强对中国科技发

展的阻碍，供应链安全等风险增加。 

➢ 投资建议：关注自主可控产业链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中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特朗普赢得 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其第二任期政府或将加强对中国科技发展的阻碍。全面提升科

技竞争力，保障供应链安全等或是我国的应对策略。党政、行业信创有望逐步深

入，国产 IT 硬件、软件、服务等迎来渗透率提升等发展机遇。财政增量政策等落

地也将有望改善下游 IT 需求。建议关注基础硬件、基础软件、应用软件、网络安

全等领域的细分市场自主可控龙头，如中科曙光、紫光股份、纳思达、中国软件、

金山办公、中控技术、用友网络等。   
风险提示：新一任总统政策超预期变化，历史经验不代表未来，下游需求不及预期，供应链

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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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朗普政府科技政策回顾 

1.1 对内“自强”，发展未来产业 

美国科技政策发展逻辑为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

引擎，是应对许多全球性挑战的有力武器，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而科技政策是

政府支持科学技术发展以及利用科学技术发展为国家目标服务采取的所有措施的总

和。维持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具有突出的重要性，美国将其视

为维持经济安全、军事安全，进而以实力维护美国霸权的关键。因此美国科技政策发

展的逻辑是保持世界的领先地位，战胜竞争对手。 

特朗普科技政策强调国家安全，聚焦面向未来产业发展的新兴技术和国内需求。

2017年 1月，特朗普就任美国第 45任总统，美国进入一个新的变动时期。面对不断

增强的国际竞争压力、国家竞争力的下滑(以制造业为代表)和不断激化的国内矛盾，

特朗普政府一改往届政府面向全球发展的导向，回归国内，提出“使美国再次伟大”的

口号。相比于其他政策领域的明显变化，特朗普政府的科技政策看起来变化平稳，但

在“使美国再次伟大”的国家战略转向之下，其变化和转型的倾向也十分明显:强调国

家安全，聚焦面向未来产业发展的新兴技术和国内需求。 

特朗普政府首先确定了军事领先、国家安全等 5个优先发展领域。2017年 8月，

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与预算管理办公室(OMB)联合出台了《2019财年联邦政府研发

优先领域备忘录》。文件初步廓清了联邦政府在国家科技发展中的角色定位，确定了

军事领先、国家安全、经济繁荣、能源优势和医疗健康 5个优先发展领域;确立了联

邦政府支持研发活动的实践原则。之后，每一年的优先领域调整、丰富，构成特朗普

政府科技政策的框架。特朗普执政 4年，政府科技资助的重点领域是国家安全，促进

未来产业发展的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新兴技术，健康科技、能源科技、空间和海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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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特朗普政府 2019—2022 财年预算备忘录要点 

 
资料来源：樊春良《变动时期美国科技政策发展的辑和走向——从特朗普到拜登》，国联证券研究所 

 

特朗普政府关注对美国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都至关重要的两用技术。综合白宫

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发布的科技亮点报告、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发布的研发预算

优先事项以及美国政府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发布的预算分析报告等文件，可以梳理出

特朗普政府关注的六大主要技术领域。在涉及六个领域的众多技术种类当中，特朗普

政府反复强调与大力支持的正是对美国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都至关重要的两用技术，

即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先进网络通信、先进计算、半导体与微电子、自主系统、

生物技术。 

图表2：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科技战略的重点领域 

 
资料来源：黄钊龙《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科技战略解析》，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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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产业(Industries of the Future，IotF)是特朗普政府科技政策的一个核

心和亮点。按照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的解释，未来产业包括人工智能(AI)、量子

信息科学(QIS)、先进的通信/5G、先进制造和生物技术等，这些产业将给教育和医疗

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改变交通和通信方式，提供新的工具和技术来解决以前难以解决

的问题，并确保国家能够在快速变化的全球环境中竞争和获胜。 

特朗普政府着力推动人工智能。2019 年 2 月，特朗普签署《保持美国人工智能

领先地位》总统行政令，即美国的 AI国家战略。同年 6月推出更新版的《美国人工

智能研发战略计划:2019 更新版》，该计划为投资人工智能研发的联邦机构确定了 8

个重点优先领域，并将重点放在推动未来技术突破的长期投资上。2019 年，特朗普

承诺在两年内将非国防人工智能和量子信息科学研发经费翻一番，包括总统的 2021

财年人工智能预算 15 亿美元，比总统的 2020 财年预算增加 54%。2020 年 8 月，白

宫、NSF和其他联邦合作伙伴宣布用 1.4 亿美元在 5 年建立 7 个 NSF领导的 AI 研究

所。 

特朗普签署国家量子法案。2018年 12月，国会两党通过《国家量子倡议法案》，

并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根据法案，美国将制定量子科技长期发展战略，实施为期 10

年的“国家量子计划”。政府 2019—2023 财年将斥资 12.75 亿美元开展量子信息科

技研究，其中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获资 4亿美元，制定量子科技发展标准；国

家科学基金会获资 2.5 亿美元，支持量子科技人才建设；能源部获资 6.25 亿美元，

成立量子信息科研中心，加速科技攻关。此外，美国将成立国家量子协调办公室，协

调政府机构、学术和产业界，形成发展合力。 

 

1.2 对外“弱它”，扩大出口管制 

在外部竞争方面，特朗普政府高举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的大旗，在“美国优

先”理念与原则的指引下，对外（主要表现为对华）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减缓、削弱中

国科技进步势头的举措。 

对华关键技术出口进行管制与封锁。2018 年 8 月，特朗普政府力推国会通过了

《出口管制改革法案》。此后，特朗普政府一方面不断扩大出口管制的技术清单，另

一方面，不断将中国企业、科研实体列入所谓的“实体清单”与“涉军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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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企业情况 

 
资料来源：杨超、李伟、贺俊《美对华半导体管制的趋势、实施要点与中国因应》，国联证券研究所 

 

阻止中国部分高科技产品进入美国乃至西方市场。特朗普政府不断以国家安全

为由，阻止中国企业的科技产品进入美国市场。2018年特朗普政府宣布不允许华为、

中兴进入美国电信市场，2020年 3月，特朗普签署《2019年安全可信通信网络法案》，

为进一步封锁华为奠定了法律依据。特朗普政府以美国所提供的安全保障要求欧洲

盟友切断与华为的合作。 

严格管控中资企业对美国关键行业的投资。中美战略竞争凸显后，美国越来越担

心中国对美国高科技企业的投资会导致美国先进技术流向中国。为严格管控中企投

资，2018年 3月，美国国会正式审议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现代化审查法案》，新法

案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管辖权且延长了审查期限。 

对中国留学生、学者赴美正常求学与科研交流实施限制。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

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运用多种行政手段限制中国专家学者、学生等科研人员的正常

流动。2018 年 6 月，特朗普政府正式修改了此前对中国学生与学者的签证规定，将

部分自然科学和技术专业学生的签证从 5年改为 1年。 

 

2. 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科技政策展望 

2.1 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科技政策整体思路 

拜登政府加大科技资助力度。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科技战略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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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围绕“自强”与“弱它”并重的战略逻辑，拜登政府还对特朗普政府的科技战略举

措进行了强化与完善。拜登政府首次将总统科技顾问提升至内阁级，并加大科技资助

力度，美国 2024财年联邦研发（R&D）预算达 2030亿美元，创有史以来最大的联邦

研发投资。此外，美国国会在拜登政府任期内密集通过了《2021 年美国创新与竞争

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等多部与科技直接相关的立法。 

图表4：美国联邦研发经费（1955-2024 财年） 

 

资料来源：美国国家科学与工程学院统计中心《Federal R&D Funding, by Budget Function: FYs 2022–24》，国

联证券研究所 

 

继续增强对华科技竞争的强度。2021 年 6 月，拜登签署行政命令，进一步加强

和升级了 2020年特朗普签署的关于中国军工联合体的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和个

人投资所谓的中国军工综合体，并进一步将 59个中国实体列入“涉军清单”。2021 年

11 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再将 12 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的“涉军清单”。相较特朗普政府

在对华科技打压方面更加倾向单边行动，拜登政府则更加强调“多边行动”的重要性，

为此大力推进“科技联盟”建设。2021年 3月，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机制领导人

线上峰会上，美国推动四国成立“四方关键和新兴技术工作组”。 

 

2.2 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科技政策展望 

或将加强对中国科技发展的阻碍。在 2017-2020 年的任期内，特朗普实施出口

管制等措施，阻碍中国高科技发展。而在本次总统竞选中，特朗普称将对中国商品全

面加征关税。美国对于中国科技进步的焦虑不断加深，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或将加强

对中国科技发展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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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将放松 AI 监管。在 2017-2020 年的任期内，特朗普政府大力推动 AI 发展，

签署《保持美国人工智能领先地位》总统行政令。2024 年 6 月，美国共和党全国委

员会发布《2024 年共和党政纲》提出欲废除拜登签署的关于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

在本次竞选中，特朗普未就 AI监管表达详细观点，但其副手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

斯一直在推动放松人工智能监管，并公开支持人工智能开源。特朗普政府或将放松 AI

监管。 

或将废除芯片法案。美国国会于 2022年 8月通过的芯片法，旨在通过巨额产业

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推动芯片制造回流美国本土，并加强在前沿科技领域的研发投

入。近日，特朗普在接受采访中称，“芯片法案”是一项糟糕的计划，而共和党籍的美

国国会众议院院长约翰逊也表态需要对该法案进行改进和优化。 

 

3. 投资建议：关注自主可控产业链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中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特朗普赢得 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其第二任期政府或将加强对中国科技发展的阻碍。全面提升科技竞

争力，保障供应链安全等或是我国的应对策略。2024 年 7 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推进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党政、行业信创

有望逐步深入，国产 IT硬件、软件、服务等迎来渗透率提升等发展机遇。财政增量

政策等落地也将有望改善下游 IT 需求。 

建议关注基础硬件、基础软件、应用软件、网络安全等领域的细分市场自主可控

龙头，如中科曙光、紫光股份、纳思达、中国软件、金山办公、中控技术、用友网络

等。 

 

4. 风险提示 

新一任总统政策超预期变化：如果新一任总统上台后政策态度改变或主张未能

完全落地，其当选所带来的经济和资产影响可能发生变化；  

历史经验不代表未来：当前宏观环境及地缘政治等因素与历史上美国大选和特

朗普第一任期发生了较大变化，历史经验不完全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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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需求不及预期：宏观经济增长承压，可能对下游客户 IT投资产生负面影响，

需求不及预期； 

供应链安全风险：贸易摩擦、实体清单等导致国内企业供应链恶化可能对行业产

生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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