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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关系的四个特征事实①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 11 月 8 日至 10 日访华，其重要内容之一是中美经贸

合作议题。中美经贸关系备受世界瞩目。在特朗普上台后，因其在贸易政策领

域表现出来的“强硬”形象，中美经贸合作的走向更加值得关注。实际上，中

美在经贸领域竞合并存，既存在竞争带来的挑战，也有许多合作机遇。中美经

贸既是相互依存，又时常有摩擦。但无论如何，如果能认识清楚中美经贸关系

存在的四个特征事实，中美之间就不会偏得太远，双方就会在经贸交往时做到

“心中有数”，以大局为重。 

 

第一个特征事实是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对全球贸易越来越重要，对彼此越来

越重要，双方关系越来越对等。从货物贸易来看，1992 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仅

为 175 亿美元，占全球贸易额的比重仅为 0.5%左右。2016 年，中美双边贸易额

超过 5200 亿美元，增长 28 倍多，占全球贸易比重超过 3%。考虑到全球超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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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对的双边经贸关系，目前的中美经贸关系对全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中

美彼此而言，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美关系对中国的重要性明显高于美国。1993

年以来，中美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一直超过 12%，但 2000 年以前，中

美贸易额占美国外贸总额的比重尚不足 4%。中国入世后，中美贸易对美国越来

越重要。直到目前，中美贸易额占美国外贸总额的比重也达到 14%。近几年，中

美经贸关系对彼此都非常重要，双方关系越来越对等。 

第一个特征事实意味着中美发展经贸时要考虑到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

要认识到中美合则不仅两利，还有利于世界；中美不合，则不仅两损，还有损

于整个世界。中美经贸合作不仅符合双方利益，还是整个世界的期待。上述特

征事实也意味着双方都需要、也不得不高度重视双边经贸关系。上述特征事实

还意味着双方合作并不会那么顺利。双方关系越来越对等，谈判能力也在趋近，

合作之路自然也就不会那么顺利，不会是一方说了算，而只能商量着办。 

 

第二个特征事实是中国对美保持货物贸易顺差、服务贸易逆差，但货物顺

差远大于服务逆差。1993 年以来，中国开始对美保持货物贸易顺差。2005年以

来，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一直维持在千亿美元的量级水平。2016 年，中国对

美顺差 2500多亿美元。这一金额是中国总顺差的 44.23%、美国总逆差的 31.63%。

与此同时，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长期保持逆差。2006-2016年，中国从美国服务进

口额由 144 亿美元扩大到 869 亿美元，增长 5 倍。2016 年，中国对美国服务贸

易逆差达到 557 亿美元，约是 2006 年的 40 倍。但是，中国对美货物顺差远大

于服务逆差，二者无法彼此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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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特征事实意味着，美方不应仅看到自身巨大的货物逆差，还应看到

自身的服务贸易顺差，从而舒缓自身对贸易逆差不安的心态。此外，中美处理

贸易差额问题，不仅应着眼于降低货物差额，还应提升服务差额，即一方面降

低中国对美货物顺差，另一方面提升美国对中国服务顺差。这意味着，中美之

间在服务贸易领域存在巨大合作机遇。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一

直明确释放扩大服务业开放的信号。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大幅度放宽

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中美之间在服务业合作领域方面应该多磋商

并出台实际举措。这既可以发挥美国服务业比较优势，又可以通过开放倒逼中

国服务业领域改革，让中国服务业在竞争中提升水平。 

 

第三个特征事实是在货物贸易方面，美国仍在更高端产品的生产上具有优

势。近年来，随着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国制造”正在向“中国智造”、“中

国创造”、“中国设计”迈进，中国出口越来越走向高端，中美之间的竞争越来

越强、互补性越来越小。但是，美国仍然具有高端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中美贸

易之间仍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基于 HS分类二位码进行分析，2016 年，中国对美

出口超过 1 百亿美元的产品有 9 种，前两位主要是机电设备、机械器具等资本

密集型产品，然后是一些传统的制造业产品，比如家具、纺织服装、玩具、塑

料等。但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中，航天器及其零件，光学、照相、电影、计

量、检验、医疗设备，精密仪器等，都属于进口最多的种类。这些都是制造业

中的高端产品，属于技术密集型产品。 

第三个特征事实意味着中美制造业合作仍大有可为。一方面美国可通过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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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降低自身逆差；另一方面，美国的制造业复兴、让

制造业回流等战略应该定位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复兴，而不是和中国的传统制

造业进行竞争。美国还可以通过对华技术转让、对华投资等来充分发挥自身高

端产品的优势。对于部分确实需要回流的传统制造业产品，即需要和高端产品

配套的制造业，美国也需要来自中国的投资，以及最新的制造经验。中美制造

业完全可以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促进良性竞争。 

 

第四个特征事实是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不仅源自自身，还是东亚生产网

络的结果；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也是中美贸易差额的必要条件之一。中国

入世后对美贸易顺差急剧扩大，和自身充分利用加工贸易有很大关系。中国对

外贸易的经验之一就是将加工贸易模式发挥到极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加工

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在 50%左右，是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在亚

太地区，不同经济体扮演不同的角色，中国就是东亚生产网络中的终端制造者。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为中国提供中间品，向中国进口。中国对美国

出口事实上是整个东亚地区生产的产品，只是表现为中国的出口。而美国恰恰

是亚太地区的消费者。此外，如果跳出实体经济的分析范畴，美元国际货币地

位的主导性也为自身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奠定了坚实基础。如果不是美元的这

一特征，美国不可能有能力长期维持巨额贸易逆差，必然会想办法改变，而不

是一直存在的“惰性”。 

第四个特征事实意味着中美之间贸易差额不仅是双边关系，而要具备更宽

阔的视野来看待问题。中美贸易差额问题不能仅靠中美之间的行动来解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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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东亚地区其他经济体的政策协调。中美贸易差额还是东亚地区实体生产的

客观表现，是市场经济、资源配置在国际范围发挥作用的体现，是慢变量，不

会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中美双方要有耐心。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加工贸易占中

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不断下降，目前已下降到 30%左右的水平。这也说明，中美贸

易差额会慢慢得到解决。国际货币体系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必要性则说明，中美

之间的合作不仅要聚焦于经贸领域，还应拓展到国际金融领域。推动国际金融

体系改革应该是中美之间需要不断协调的议题。 

 

    总之，中美经贸合作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双方如果能认识到上述四

个特征事实，并以此分析中美经贸关系、看待中美合作，则会拨开迷雾，更具

大局观，更好把握合作的方向。中美之间的合作前景才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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