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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中美经贸关系新航程①
  

 

近日，商务部发布《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

告》全面系统梳理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全貌，以详实的数据和例证揭示了中美经

贸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明确阐明了中国对双方经贸合作的立场，提出推动中

美经贸合作不断发展的政策主张。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官方首次发布的关于中

美经贸关系的重要研究报告。在全球贸易投资低迷、经济全球化中扰动增加，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风险加大的背景下，《报告》以平实但有力的分析

来澄清事实，探讨解决方法，力求双方加深理解，表明了中国积极解决中美双

边贸易问题的诚意，对推进中美经贸发展稳步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 准确把握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历史逻辑 

《报告》第一部分分析了中美两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市场发育程度差

别，指出中美经贸关系是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双方目

前已经形成的经贸关系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分工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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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应继续遵循历史逻辑，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以世贸

组织规则和多边协定为法律保障。 

二战后全球贸易发展的进程显示，全球贸易格局顺应各国产业结构调整和

竞争优势变化趋势而不断演进，中美双边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及日益紧密的合

作关系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双边贸易关系的协调应遵循多边贸易协定的规定。

在双边经贸发展中，应注重双方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性，如世贸组织规则考虑

充分考虑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某些领域对发展

中国家给予差别和更加优惠的待遇。总体来看，公平贸易并非绝对公平，而是

应注重相对公平，推进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二、 深入剖析中美经贸的互利共赢本质 

《报告》第二部分给出了中美贸易利益的全景图，通过丰富的数据和案例，

较为全面的分析了美国在中美经贸关系取得的直接利益与间接利益，直接收益

来源于美国对华的大宗农产品、高端制成品出口收益，美国掌握 IPHONE等商品

高附加值环节，美国服务贸易顺差，美国对华投资收益，中国对美投资创造的

双向就业机会等，间接利益包括促进美国经济增长，提高消费者福利，增加就

业岗位，促进产业升级等。《报告》第二部分语言平实，事实清晰，观点有力度，

这与美国的相关报告中仅仅强调美国某些特定行业的失业等损失不同。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对参与贸易的各方都是有利的，贸易会带来

一国总体福利的增加。国际贸易对不同的经济主体的影响有差异，贸易通常会

促进消费者福利增加，出口商收益增加，短期中某些国内企业会受到外国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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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冲击，但是长期来看，贸易开放会促进总体经济效率提升，促进经济增

长。在分析一国的贸易损益时，如果仅强调本国某些部门的损失，避而不谈本

国其他部门在贸易中的收益，并将原因简单的归咎到贸易伙伴，而忽视本国在

贸易利益再分配中的政策缺失，这些是不全面、不客观的。贸易的本质是通过

互通有无来提高整体效率，贸易发展中需要重视中各部门的利益分配问题，但

利益分配不是简单的通过向贸易伙伴国施加压力来减缓自身国内调整的压力，

而是需要进一步调整本国的经济结构和完善贸易调整援助制度等相关制度来化

解。 

 

三、 客观认识中美双方的利益诉求 

《报告》第三部分详细分析了中美双方经贸领域关注的重点问题。对美方

关注的美对华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产能过剩、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等

领域清晰的表明了中国的看法，特别是对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

析，提出贸易顺差在中国，利益差在美国让主张。 

贸易失衡问题具有长期性和综合性。1997 年中国政府曾发布《关于中美贸

易平衡问题》的白皮书，二十年后，这一问题仍旧成为讨论的热点。历史发展

经验也表明，在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大国间经济实力相对变化进程中，容易出

现贸易摩擦增加的情况，日本和美国的贸易摩擦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美

贸易失衡的问题是累积性的，是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演进、双方经济发展政

策、产业调整和转型升级等因素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的。在开放进程中，中美

经贸合作的模式所带来的不平衡等矛盾逐步累积，这对中美经贸发展都带来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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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其已经进入调整和解决的阶段。需要协商确定解决的方式，路径和力度。 

 

四、 积极探寻中美经贸发展的新方向 

《报告》第四部分提出了中国推动中美经贸合作不断发展所做的积极努力。

总体看，双方应把握合作发展的大趋势、避免激进式冲突、推进渐进式调整、

建立短期缓冲措施，构建长期发展潜力。 

避免激进式冲突。激进式冲突可能引发实际收入下降，产业价值链分割，

并引发效率损失。保护性关税通常用于发展中国家保护正在发展中的幼稚产业

形成竞争优势。发达国家采取保护性措施的目的和效果则明显不同，其保护的

是已经丧失的产业的竞争优势，并降低这些行业的国内就业岗位流失， 这些收

益是短期的，当其他经济体采取针锋相对的报复措施时这些收益就消失或被削

弱了。 

推进渐进式调整。以开放为导向解决经济增长和平衡问题。全球化发展需

要有效的，可控制的贸易政策，双方根据经济发展的形式，产业竞争力，国内

经济政策和外部压力来确定贸易开放水平。修墙断路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只能进

一步抑制了全球贸易增长，增加经济发展的风险。 

建立短期缓冲措施。短期内，建立促进双方走向渐进式调整的缓冲机制， 

“百日计划”，可以看作是避免中美双方发生激进式冲突，促进双方走向渐进式

调整的缓冲机制。通过在重点敏感领域的合作，来缓解冲突爆发的风险。中美

通过“百日计划” “早期收获”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5 / 5 
 

构建长期发展潜力。中国结合国内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进一步提升中

国市场的开放度，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促进创新成为

中国经贸发展的新驱动力，促进贸易转型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加强双边投

资协定谈判，促进中国对美投资；在中美 BIT 的基础上，探讨中美双边自由贸

易协定谈判的可行性；进一步提升市场多元化战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加强对外投资，促进服务贸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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