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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利共赢是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总体基调 

有的放矢应对“301调查”1 

 

“301条款”的影响 

“301 条款”赋予美国总统甚至贸易代表以特权，使其可以直接越过国会对

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采取制裁。一旦“301调查”结果成立，中国可能面临

多产品、高额度的关税惩罚。美国曾对日本发起“301 调查”，美日贸易摩擦终

以 1985年广场协议后美元大幅度贬值，日本经济陷入长达 20余年的停滞收尾，

贸易制裁的危害性可见一斑。 

8月 1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声明，将根据贸易保护法第 301条款启

动对中国的调查，判断中国有关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法律或政策是否存

在歧视性，以及是否对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美方采取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

义的做法，对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具有破坏作用。 

盲目的贸易战只会导致双输 

事实上，中美贸易问题特别是双边的贸易失衡问题，具有累积性和长期性，

是国际生产分工、全球和区域价值链演进、中美经贸发展政策、宏观经济形势、

产业周期、要素条件变化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强势而盲目的贸易战只会

带来双输的结果。 

                                                             
1
原文发表于《北京日报》，2017年 8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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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美贸易结构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根据中美的要素禀赋，中国在出口

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美国则在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具有优势。

在过去 30 多年中，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主体也明显表现出了从以劳动密集型

产品为主向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变的趋势。 

其次，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较低，对美国实际顺差并没有那么高。传统的

贸易统计法以关境为基础，无法反映中国的真实贸易贡献。事实上，中国对美国

的贸易顺差很大一部分为美国或其同盟国企业所得。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约有一

半以上的贸易品为机电产品，同时 2015年机电行业的加工贸易比重高达 48%。

因而传统分析方法可能大大高估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规模。 

最后，美国对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上存在较大限制。根据美国《武器出口管

制法》《出口管理法》和《出口管理条例》，诸如航空发动机、先进导航系统、激

光器等中国具有巨大需求的高科技产品被限制出口。供给和需求的不匹配也是引

发中美贸易逆差持续累积的重要原因。 

美国并没有打贸易战的经济基础 

中美产业关系的紧密性意味着，贸易战一旦爆发，美国不可能独善其身，而

是可能落入“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但这并不代表特朗普政府启动“301

调查”只是虚张声势。 

当前，特朗普政府不顾中美产业的紧密关联而发起贸易调查，旨在兑现其竞

选诺言，对中国政府施压，迫使其在贸易和国际政治等多个领域做出让步。事实

上，中美贸易战将使部分美国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考虑到美国是一个

利益集团和政治决策休戚相关的多党派国家，特朗普政府或将面临国内多个利益

集团的相互冲突和权势制衡，其贸易制裁的可持续性将受到冲击。 

中国应继续推进中美经贸互利共赢发展 

互利共赢是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总体基调，当前中国应该积极应对可能发生

的贸易冲突，并做到未雨绸缪、有的放矢，并探索中美经贸新平衡的路径。 

首先，对于双边贸易争端，中国可上诉WTO，对“301调查”的合法性提出

质疑，争取在WTO机制框架下解决中美贸易争端。 

其次，中国应继续推进对外开放，进一步提升市场开放程度，构建良好的营

商环境，促进国际市场多元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3 
 

声明：本报告仅供内部讨论，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报告内容仅代表

作者个人学术观点。 

 

最后，打铁还需自身硬，练好内功依然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立足点。我们

应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并配合以适度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

策，实现经济资源合理布局，引导企业研发创新，进而实现产业从低附加值和低

质量向高附加值和高质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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