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5 
 

Policy Brief No. 201723                                            September 11, 2017  

马涛：matao@cass.org.cn 

东艳：dongyan@cass.org.cn 

 

 

美国需要理性看待中美经贸关系①
  

 

近段时间，中美经贸合作呈现“忽冷忽热”的发展态势。自四月份双方领

导人在海湖庄园会晤后，中美经贸合作经历了短暂的美好并融洽的“蜜月期”。

两国经贸合作取得较多进展，实现了一些早期收获，七月，首轮中美全面经济

对话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但是，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态度犹如“小孩子

的脸说变就变”。八月，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授权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就启动

301条款进行贸易调查，使得中美经贸关系重现紧张。 

一、中美贸易失衡的调整需要循序渐进推进 

贸易失衡是美方关注的核心问题，特朗普自总统选举之时，就对中美大幅

贸易顺差耿耿于怀，扬言当选总统后即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2017 年已过半，

现实情况是美方重点关注的双边贸易失衡问题有所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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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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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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贡献的增加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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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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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美贸易失衡的产生原因，从本质上分析，是伴随着中国参与全球价

值链而产生的，或者说是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在发生变迁的同时，贸易余额顺差

开始不断扩大的。20世纪 90年代初期以前，中美贸易盈余还曾表现为逆差，但

是随着中国深入参与亚太国际生产网络，中国成为美国跨国公司的主要生产加

工基地，而美国则是最终品的出口市场。这种上下游的生产与贸易关系，使得

中国对美国贸易净值在 1993年出现逆转，并且贸易顺差越来越大。此外，还存

在一些形成中美贸易顺差的其他影响因素，如汇率波动性、贸易体制和政策、

外商直接投资形成的加工贸易结构以及两国储蓄率的变化等方面；从贸易核算

口径的误差看，规模较大的转口贸易以及外资企业在华投资所产生的大量贸易

等也扩大了中美贸易顺差。无论是对贸易顺差产生原因的分析，还是对统计口

径的剖析，中美贸易顺差的真实程度在增加值贸易核算下都会得到体现，也会

使得人们对于两国贸易利得产生本质的认识和深层次的理解。 

全球价值链下的增加值贸易核算有利于廓清中国在全球贸易失衡中的责任。

全球经常账户失衡，尤其是全球关注的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双顺差”的现实也使得其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承受着较大的国际压力。

中美贸易失衡一直受到关注，但这种失衡的真实结构如何，值得进一步解析。

WTO和 IDE-JETRO的一组详细数据显示，同总值贸易核算较大的顺差额相比，中

美增加值贸易顺差在 2000年、2005年和 2008年低了 20%～27%，如果考虑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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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贸易因素，贸易失衡更会减少 40%以上，其中 2005 年缩减了 53%。这是中美

之间真实贸易失衡的程度，在剥离出从外国进口的中间投入品之后，尤其是考

虑到中国加工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独特性，这样才能还原出两国贸易的真实结

构。 

二、互利共赢是中美经贸发展的基调 

中美双方学术界的多项研究均表明，中美经贸发展对两国经济发展都产生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如果先采用单边惩罚手段，将使自己将

处于孤立状态，贸易战的结果将是两败俱伤。美国应该理性考虑中美贸易失衡

的本质原因，不应把责任归咎于中国。美国国内的消费习惯、就业倾向、出口

管制和经济结构等，是造成中美贸易严重失衡的关键所在。即使把在中国生产

的产品放到美国本土，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未必会吸引美国民众的就业。美

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联合牛津经济研究院 2017年 1月发布的《理解美中贸易关系》

报告中明确指出：中美贸易支撑了美国 260 万人的就业，美国在中美贸易中取

得了诸多商业利益。中国商务部于 2017年 5月发布《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

报告》，对中美两国分别从中美经贸中获得的利益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全景分析，

指出中美经贸合作中，贸易顺差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在美国。 

笔者以一年期为例分三种情景（6%、10%和 15%进口关税），基于 2009年 17

个部门的贸易数据进行了美国制裁中国贸易的模拟。中美存在贸易顺差的部门

不仅有劳动密集型产品，也有技术密集型产品。我们通过模拟计算发现，随着

进口关税征收水平的提高，中国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额减少的最多。当关税提

升至 15%时，存在顺差部门的出口减少占到全部制造业部门出口的 12.85%。美

国若对中国实施如此严苛的进口限制，根据全球价值链原理，其不仅限制了中



 

 4 / 5 
 

国的出口，同时也限制了中国出口中包含其他国家中间品的出口。当然，对于

美国在华公司也必然会遭受搬起“保护主义的石头”砸自己脚的后果。 

特朗普政府之所以为美国贸易逆差忧心忡忡，核心还是涉及美国就业背后

的选票和支持率问题。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的承诺几乎无一兑现，

国内各派施压迫使特朗普政府不得不有所举动。 

美国对中国实施 301 调查需要时间，要按法律程序进行。这段时间内，中

美经贸关系可能还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中国非常坦诚地想改善中美经

贸关系，这在前几个月的早期收获中已经充分体现。然而，中美经贸关系的改

善仅靠一方努力是不够的，需要双方砥砺前行。美国对华采取的单边行动违背

了多边贸易体制原则，对中国经贸发展制造了极大障碍，基于此，我们应该继

续把握中美经贸互利共赢的基调，采取各种措施敦促美方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让特朗普认识到其贸易政策主张片面性，这需要一个过程。最近，美国自

行车企业的案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美国企业响应特朗普的号召，重新在美

国国内生产自行车，却发现美国已经基本丧失了自行车生产能力。要想重新生

产，所用到的零件都需要进口，因此生产商希望美国政府要维护“自由贸易”

的基本原则，希望不要对进口中国的自行车中间产品征收高关税。事实胜于雄

辩，我们需要给特朗普点时间，让他从这些事实中认清中美经贸关系的互利共

赢本质。 

虽然中美之间爆发全面贸易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双方的矛盾也难以在短

期内解决，而是需要循序渐进的调整。毕竟中美经贸关系错综复杂，大中小企

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中美经贸合

则两利，斗则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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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警惕美国对中国个别产业或产品采取单边行动，局部摩擦增多可

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贸易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此外，还要警惕美方将贸

易作为政治工具的倾向。国际贸易应该秉承自由和公平的原则，面对美国采取

的单方面贸易制裁，中国完全有理由利用 WTO仲裁机制对美国进行反制。 

    IGI 简介：国际问题研究系列（Inside Global Issues）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

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组织和发布的。该系列涉及的研究领域主要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主要成

员包括余永定研究员、宋泓研究员、姚枝仲研究员、倪月菊研究员、田丰研究员、东艳研究员、

李春顶副研究员、高凌云副研究员、马涛副研究员、张琳博士和苏庆义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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