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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关系尚需砥砺前行①
  

 

近日，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自中美两国元首 4 月份

在海湖庄园会晤以来，中美经贸合作经历了一个美好并融洽的“蜜月期”，两国

经贸合作取得显著成果，也实现了一些早期收获。此次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是海

湖庄园会晤达成的两国对话机制的升级版，对话涉及的议题不仅包括两国间具

体的经贸问题，还聚焦长期战略挑战，双方就中美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百日计

划和一年计划、全球经济和治理、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业、农业等议题进行了

深入讨论，并达成广泛共识。当然，中美经贸合作也将是一个砥砺前行的过程，

双方合作需要在磨合中不断推进。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我们有一千条理

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一、 中美经贸合作在百日计划中取得显著成果 

中美两国元首海湖庄园会晤以及首轮全面经济对话确立了中美经济合作的

正确方向。中美双方坚持把合作共赢作为发展双边经贸关系的基本原则，把对

话磋商作为解决分歧的基本方法，把保持重大经济政策沟通作为对话合作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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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式，这为中美未来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伴随着双边经贸关系的不断演

进，中美经贸关系由贸易主导转向全面发展，中美经济的互补性为双边建立全

面对话和合作关系提供了无限动力，也为两国实现互利共赢打下坚实基础。 

中美经贸合作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百日计划取得了若干

早期收获。中美重点关注的双边贸易失衡问题已逐步调整，2017 年上半年，中

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速为 11.4%，美国对华出口同比增速为 18.8%，中美贸易向

着既定方向发展。美国与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一方面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和

亚太地区的国际分工地位所致，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中包含着大量其他国家乃

至美国贡献的附加值，这在贸易统计中并没有准确拆分核算；另一方面，美国

对华一些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也使得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加大。这种贸易结

构问题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解决，努力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而不是刻意

缩小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正如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所指出的，对话不一定能

当即解决所有分歧，但对抗肯定当即损害彼此利益，合作才是两国唯一正确的

选择。 

中美百日计划取得的早期收获涵盖农产品贸易、金融服务、能源和投资等

领域。美国牛肉时隔 13年后重返中国市场、美国欢迎中国等贸易伙伴进口其液

化天然气、美国发布中国自产熟制禽肉输美的拟议规则、中国完成美农业生物

技术产品行政审批、中国允许在华外资全资金融服务公司提供信用评级服务、

美国商品期货委员会延长上海清算所无行动豁免期限、中国允许美国电子支付

服务供应商在华市场准入、推进中国银行业机构在美开设分支机构、中国颁发

美资金融机构债券市场承销牌照和结算代理人业务资格、美国派代表参加“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十项内容。这充分表明，中美两国有智慧也有能

力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各自关切的问题，实现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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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经济行动计划所取得的显著成果，彰显了中美两国促进双边经贸合作

的诚意。中美两国政府不仅为实现双边经贸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做出不懈努力，

两国工商企业界也就双方关切的问题为两国政府提供建设性意见，共同应对双

边经贸合作面临的挑战。 

二、 中美经贸关系面临的挑战和应因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初步确立了中美经贸关系新航程的合作方向和合作机制。

双方确定了以合作共赢为基本原则，以对话磋商为基本方法，以政策沟通为合

作方式的合作构架。从实施机制看，双方讨论的问题的针对性和指向性更强，

行动的时间计划更紧凑，行动的执行更高效，合作的规划时间表和路线图更细

致。在中美经贸合作取得初步成果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中美贸易

问题，特别是双边的贸易失衡问题是具有累积性和长期性，国际生产分工、全

球和区域价值链演进、中美各自的经贸发展政策、宏观经济形势、产业周期、

要素条件变化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形成了当前的中美经贸格局，解决中美经贸关

系中的矛盾不能一蹴而就。从历史发展经验来看，在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大国

间经济实力相对变化进程中，容易引发贸易摩擦升级，日本和美国的贸易摩擦

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显现，此后近三十年的时间中，经历了长期的协调过程。

中美贸易摩擦同样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双方需要逐步磨合。 

在中美合作中，中国应把握好节奏，确定短期、中期和长期发展目标。百

日计划建立了避免爆发双边贸易冲突的短期缓冲机制，百日计划的顺利实施有

助于促进双方走向渐进式调整。双方目前确定的一年计划包括宏观经济和金融、

贸易合作、投资合作，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等领域，这些领域的合作有利于稳定

双边经贸关系，为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建立良好的基础。与百日计划比，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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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涉及的领域多，谈判难度加大。中国应注重构筑中长期发展潜力，探索走

向新平衡的合作路径。在中美全面经济合作中，中国应不单纯通过单方面的让

步而缓解双方矛盾，而需以此为契机，促进中国经贸结构的转型升级，寻求互

利共赢。例如，对于美国关注的服务贸易问题，中国服务业开放水平提高有助

于为中国服务业发展注入新动力，在解决钢铁等行业过剩产能问题上，应与中

国经济结构调整等政策相结合。 

中美全面经济合作不仅有助于双方经贸合作持续健康的发展，也为全球未

来经贸合作的平稳进行奠定了基础。和美国与欧盟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不同，

中美合作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合作，更具有代表性。如在贸易争端方面，

墨西哥也面临美国的诸多指责，中国与美国进行经贸协调的模式将为其他国家

提供借鉴经验。中美合作构建了全球平衡各方利益诉求的合作范式。双方在区

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合作对世界其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也有

助于形成亚太和全球稳定的经济环境。亚太区域间的排他性竞争不仅使双方受

损，也对其他国家处于选择困境，如 TPP和 RCEP的双线谈判在一定程度上为亚

太经济发展带来效率损失。从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到中美自由贸易协定，再到

亚太自由贸易区，双方需逐步探寻区域经济合作的有效路径。 

 

中美在发展双边经贸关系和全球经济治理上，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情形将长

期存在，但只要秉持实现互利共赢的信念，任何困难都会迎刃而解。中美首轮

全面经济对话的举行标志着中美经贸关系新航程已经开启，中美双方需砥砺前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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