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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1 日，美国对一份价值约 1,100 亿美元的
新中国进口商品清单征收15%的关稅，至此，美中贸易
争端演变为一场全面的贸易战。即将于10月进行的谈
判，如果像先前一样失败，预计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稅将
面临再次增加——从25%增至30%。此外，12月15日，中
国对美国的其余出口产品计划（价值约 1,400 亿美元）
被加征15%的关稅。由于两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截至 
2019 年年底，几乎所有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都将被
征收15%或30%的关稅。假设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没有减
少1t，按此关稅稅率计算，图 1 列出了预计的年度关稅收
入。显然，中国将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稅，并让在华经商的
美国公司增加非关稅成本。

到目前为止，两个国家都已竭尽全力；尽管谈判仍在继
续，但两国分歧巨大。为了达成协议，至少一个国家需

要妥协。我们目前没有看到任何一方愿意这样做。美国
总统在公开评论中表示，他不能接受50-50 的折中协议，
因为他认为在过去几十年的美中贸易中，无论公平与否，
中国的收益都比美国大得多。换言之，对于美国来说，中
国需要达成共识并做出更多妥协。中国政府多次通过各
种国营媒体声明，不会接受这种“不平等条约”。注意他们
使用的辞汇——这意指1840至1949年，最终以共产党在
中国内战中的胜利而告终的时期；中国教科书将这段历
史描述为“百年耻辱”。因此，我们对当前贸易战在近期终
结不抱大的期望。

尽管两国的经济增长都在放缓，但仍未见美国因关稅而
大幅上涨的消费价格，也未见中国因本币贬值而导致的
金融市场崩溃或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出现大量失业。事
实上，去年中国的工业生产增长超过4%。

1.  根据 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规定的关税。不包括基于1974 年《贸易法》第 201 条和 1962 年《贸易扩展法》第 232 条的关税。 国会研究
处：https://fas.org/sgp/crs/row/IN1094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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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进口商品的预计年度关税收入 （新的301关税）

来源：国会研究服务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和作者的计算

因此，我们要问：如果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不能在近
期达成协议，那么会对 2020 年有何影响？如果贸易战如
我们预测般将持续一段时间的话，那就要寻求改变贸易
方式。对过去贸易争端和关稅壁垒的经济分析表明，美国
将从其他国家购买更多及价格更高的商品，而且如果供
应链没有完全改变，也会变得多样化。中国将继续，甚至
是加强重心至对南亚和东南亚货物贸易，以及对欧洲企
业的外国投资。贸易战持续的时间越长，恢复以前更有效
的贸易模式的成本就越高。

中美之间的进出口
 
从图2可以看出美中贸易战的直接后果，该图显示了
2018年和2019年头六个月对美国的主要出口国。尽管美

国从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多数进口都在继续增加，但从中
国的进口却大幅下降约300亿美元。欧盟现已取代中国，
成为向美国出口的最大贸易出口方。

图3按出口列出了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尽管中国是美
国出口的第四大国家，但下降幅度最大（120亿美元），
其次是加拿大的-42亿美元，香港的-36亿美元和墨西哥
的-22亿美元。简而言之，与中国的贸易战和强势美元
损害了美国的出口。应当指出，许多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都是为了最终在美国销售的产品而进行的出口（如苹果
iPhone）。同样，至少有一些证据表明，其他国家（尤其是
柬埔寨、泰国和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含有相当多的中国制
造业产品，尽管确实存在贸易转移，但对中国经济的实际
影响可能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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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按进口计算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 （十亿，当期美元）

来源：美国统计局

图 3.  按出口计算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 （十亿，当期美元）

来源：美国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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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出口
是否存在中国失去整个美国出口市场的风险？至少基於
过去20年建立的供应链、中国现有的专业知识，以及在其
他地方找不到的基础设施，答案是否定的。然而，贸易战
将减少两国原本存在的贸易。中国的政策是通过增加与
其他亚洲、非洲和欧洲国家的贸易来取代美国市场的这
一部分，以减轻损失。这是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
早在2016年美国大选前就已提出。

短期内会实现吗？图4显示了自2000年以来，经季度调整
后的中国每月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出口情况。蓝线是出

图 4.  中国每月进出口（十亿，按季度调整，当期美元）

来源：CEIC

口值，红线是进口值。显然，过去两年中国出口增长一直
保持稳定（或停滞）。考虑到世界经济增长的放缓，尤其是
在欧洲，很难找到具有足够购买力的国家来取代购买对
美的大部分出口。

图5显示了过去四年中国对六大洲的出口额2 。中国的最
大出口市场是亚洲，佔全部出口的48％，约1.2万亿美元。
第二大市场是北美，佔所有出口的20％，价值4,960亿美
元，其次是欧洲，佔20％（4,920亿美元），拉丁美洲为6％

（1,480亿美元），非洲为4％（1,090亿美元）和大洋洲的
2％（580亿美元）。由此可见，亚洲是中国最重要的市场，
而北美在中国总出口中所佔的份额则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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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度值是从去年8月到当年7月计算的，以获取最新数据（即2019年是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的数据）。CEIC中国的数据是基于中国海关的，
由于技术原因，其值将与美国人口普查报告的有关美中进出口的值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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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按主要区域计算的中国出口值 （十亿，当期美元）

来源：CEIC

图6显示了2016至2019年中国从六大洲的进口。2019
年，亚洲是其最大进口来源，价值1.2万亿美元，其次是
欧洲的3,770亿美元、拉丁美洲的1,630亿美元、非洲的
1,570亿美元、大洋洲的1,280亿美元和北美的990亿美
元。根据进出口，我们计算出了这六个地区的中国贸易
差额（图7），结果揭示了一个惊人的情况！中国的贸易
顺差大部分来自北美（主要是美国），2019年为3,960亿
美元，佔顺差的94％。

这些数据的含义是双重的。首先，不要指望未来十二个月
内贸易格局的快速变化。中国将无法直接地用南亚替代

美国市场。同样，美国供应链和美国消费者将无法迅速转
移去其他国家的供应商。如上图所示，中国与美国的巨额
贸易带来了非常庞大和高效的配套基础设施。世界十大
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中有七个正在为中国服务。亚洲还
有另外两个港口，即新加坡和釜山，这两个港口都不是为
支持南亚和东南亚为美国生产产品而设置的。除了港口、
公路和铁路，还需要训练有素的劳动人口和政府机构，以
支持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出口。中国从1978年至今一直透
过强制产业政策在建立这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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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按主要区域计算的中国进口值 （十亿，当期美元）

来源：CEIC

图 7.  按主要区域计算的中国贸易差额 （十亿，当期美元）

来源：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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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
尽管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加剧，但防止进一步升级甚至缓
解为时还不晚。但是，除了上述问题外，两国之间的冲突
和竞争，特別是在先进技术商品的相关问题让争端解决
起来更加复杂。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华为。值得一提的
是，美国两个政党中的许多人都认为特朗普总统对华
为太过软弱，因此对中国重要的国际品牌进行贸易仍
会存在一些限制。

两国是否已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目前看来是这样。由于
美国已经采取了单独行动的政策，因此似乎没有一个具
有外交能力的第三方能奇蹟般地解决这个问题。由于中
国人将贸易战描述成是美帝国主义的伎俩，也是把这次
当成中国领导世界的机会，所以似乎没有任何制衡手段，
也没有什么创新的解决方案。我们将密切关注今年接下
来发生的事件，但如果如我们的预期那样，双方都不愿做
出重大让步，那么请预计价格会继续上涨，及贸易格局会
在2020年开始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