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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阻止

拜登在3日的声明中说，日铁
收购美钢将“使美国最大的钢铁
生产商之一置于外国控制之下，
给美国国家安全和关键供应链
带来风险”。他表示，美国“需要
大型美国企业作为美国主要钢
铁产能的代表”。

在此之前，该收购案已延宕
一年有余。2023年12月，日铁宣布
计划以149亿美元收购美钢。美钢
的管理层、员工以及股东都赞成
收购，该公司于2024年4月召集临
时股东大会通过了日铁的收购
方案，但此举遭到美国钢铁工人
联合会及民主、共和两党强烈反
对。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主持的
主管外资审查的“美国外国投资
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收
购案进行了持续数月的审查。该
委员会表示，相关交易会导致美
国钢铁产量下降，对“国家安全”
构成威胁。日铁和美钢则认为，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所谓
担忧缺乏依据。

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也是
此收购案的强力反对者。美国钢
铁工人联合会虽然冠以“钢铁”
之名，但涵盖钢铁、造纸和机械
等多个产业，总计有85万会员，其
中美钢的员工有1万人左右。美国
民主和共和两党都不敢贸然得
罪该组织，失去这一大票仓。

几经谈判，日铁曾于去年12
月30日向美国政府提交了新的提
案，内容包括在未来10年内不削
减美钢的生产能力，并保证若存
在削减产能的风险，美方可以行
使否决权。但新的提案最终仍未
能说服拜登。

日本“怒”了

日铁4日在官网发布与美钢
的联合声明，称拜登的决定是出
于政治考虑，日铁和美钢对此感
到失望，将采取一切措施保护自
身合法权利。日铁6日晚宣布，已
向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裁定收购禁令无效。《日本
经济新闻》指出，争议点将集中
在美国政府程序的合法性等问
题上。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起
诉方为日铁、日铁的美国子公司
和美钢共3家企业，“美国外国投
资委员会”、拜登、“美国外国投
资委员会”主席兼美国财政部长
耶伦、美国司法部长加兰为被
告。日铁认为，审查违反了美国
宪法规定的正确程序，存在违法
的政治干预。

此外，日铁还以妨碍收购行
为为由，针对美国钢铁企业克利
夫兰·克里夫斯公司和该公司首
席执行官贡萨尔维斯、美国钢铁
工人联合会主席麦考尔，向宾夕
法尼亚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在美钢决定“卖身”

之后，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曾推
荐克利夫兰·克里夫斯公司成为
收购方。

据共同社报道，就拜登阻止
日铁收购美钢一事，日本政府罕
见地支持日铁起诉美国政府。报
道说，尽管日美关系可能会因此
发生动摇，日本政府仍计划支持
日铁提起的诉讼。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武藤容
治3日深夜表示，美方此举令人遗
憾，美国“以国家安全保障方面
的担忧”为由作出这样的决定令
人难以理解，并强调“日本政府
不得不严肃对待此事”。日本自
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木原诚二
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强调，日本政
府应该把“该说的话说出来”。

日本首相石破茂6日召开新
年记者会，谈到拜登阻止日铁收
购美钢一事时表示，“必须严肃
看待日本产业界出现的对于日
美间投资的担忧”，“必须（让美
方）好好讲明为何存在安全保障
方面的担忧”，否则“日美很难谈
论未来”。武藤容治6日透露，日方
已要求美方做出详细说明。

日本最大的经济团体“经济
团体联合会”也于6日发表声明，
称美方决定“令人遗憾”，“担心
对今后的对美投资以及日美经
济关系产生影响”。

标杆企业

美钢曾是“美国工业实力的
象征”，甚至说它曾经是“美国经
济的命脉”都不夸张。

美钢成立于1901年，前身是
1864年建立的卡内基钢铁公司，
总部设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
美钢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先后吞
并了50多家企业，并一度控制美
国65%的钢产量，在美国20世纪工
业化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但近年来，由于一直受到美
国钢铁高关税政策的保护，疏于
对炼铁设备进行投资，导致企业
失去竞争力，其钢铁产量和股票
市值都远远落后于美国其他钢
铁公司，全球排名也跌至20名开
外。

但美钢在美国人心目中的
地位极具象征意义。作为曾经的
世界最大钢铁企业，直至上世纪
60年代，美钢一直支撑着美国制
造业。它曾为美国的桥梁、建筑
以及二战中的美国海军舰队提
供钢铁，像著名的纽约世界贸易
中心、帝国大厦等建筑都由美钢

“支撑”。即便在今天，美钢依旧
在摩天大楼结构钢、航母飞行甲
板、坦克装甲、航空发动机涡扇
叶片、航天飞行器、核反应堆耐
辐射部件、航母传动轴、高端医
疗器械、石油钻头、输油管线等
特种钢材方面拥有专利和制造
能力。

日铁则是全球最大的钢铁
制造商之一，粗钢产量全球排名
第四。2023年12月，日铁计划以每
股55美元的价格，溢价约四成收
购美钢全部股份。如果收购完
成，新公司的产能将排名世界第

三。
拜登在任内推出投资过万

亿美元的三大法案。不管是鼓励
基建投资的《两党基础设施法》、
被称为新基建的《芯片与科学
法》，还是为可再生能源项目提
供税收抵免和其他激励措施的

《通胀削减法》，都要求“购买美
国货”。法案的实施刺激美国钢
材需求，特别是在特种钢方面，
美钢是电子特种封装材料、风力
涡轮机等设备的钢材提供商，而
日铁在新能源领域有先发优势，
在日本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
进入美国市场无疑是日铁的“天
赐良机”。

美钢首席执行官戴维·伯里
特去年9月表示，如果收购交易失
败，美钢可能关闭位于匹兹堡的
总部和工厂，恐危及数千个工作
岗位，还可能将总部迁出美国。

前景不妙

尽管日铁和日本政府反应
强烈，但外界分析认为，在拜登

政府权衡利弊打出“国家安全”
牌的情况下，此案要想翻盘绝非
易事。而历史上这类收购案中外
国企业在美胜诉只有一例：2014
年7月，中国三一重工集团在美国
的关联公司罗尔斯公司起诉时
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美国外国
投资委员会”胜诉。2012年9月，罗
尔斯公司欲收购位于美国俄勒
冈州海军基地附近的4座风力发
电厂项目，被奥巴马政府以“威
胁国家安全”为由阻止。

拜登政府的禁令要求日铁
原则上在30天内放弃收购计划，2
月2日将是最后期限。美国当选总
统特朗普将于1月20日入主白宫。
共同社报道称，日铁和日本政府
希望此事在特朗普上台后能有
所转圜。但外界同样认为并不乐
观。特朗普此前曾一再表示，反
对美钢被外国企业收购。

去年1月31日，特朗普针对该
收购案表示，“如果我是总统，将
立即阻止。”8月19日，特朗普在宾
夕法尼亚州发表演讲时重申，

“将阻止（美钢）被日本买下”，

“将夺回制造业。”12月2日，特朗
普再次表示，“作为总统，我将阻
止这一交易的发生。”分析认为，
即使特朗普修改拜登的决定，他
也可能会要求日本在其他领域
做出让步。

对日铁而言，收购案被阻止
不仅要向美钢支付5 . 65亿美元违
约金，更重要的是对其全球经营
战略调整打击巨大，并将失去美
国这一对高级钢材需求极具潜
力的市场。

该收购案自宣布后就受到
美国大选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去
年9月，拜登政府延长审查期，把
最终决策推迟至大选之后，曾让
相关企业看到一线希望。日本各
界认为，该收购案在美国已成为

“政治问题”，美国两党和政客都
遵循“选票优先”，而所谓“国家
安全”不过是借口而已。

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说，以
“安全忧虑”为由阻止盟友的公
司进行收购实属罕见，将对日美
关系及日本企业对美投资产生
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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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宫当地时间3日发表声明说，总统拜登以国家
安全为由正式阻止日本制铁公司（日铁）收购美国钢铁公
司（美钢）。这是美国总统首次针对日本企业的并购交易
下达中止命令。日铁和美钢6日正式对美国政府提起诉
讼，指控拜登及其他政府高级官员“非法干涉”收购案，侵
犯企业正当权利。对此，日本政府也罕见地表示支持日铁
采取的法律行动。

这是2024年5月13日在白宫拍摄的美国总统拜登。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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