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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301 调查”：历史与当下①
  

 

“301 条款”是美国《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的俗称，由此延伸而

来的“301调查”，是冷战时期诞生的贸易外交工具和单边主义措施。2017

年 8 月，美国贸易代表在特朗普总统的指示下宣布开始对中国开展“301

调查”，并且在今年 4 月 4 日宣布了基于“301 调查”建议对华加征 25%关

税的 1300 余种产品的清单，中国随后公布了同等规模的反制措施。那么,

其前景如何？中美的贸易情况将会受到何种影响？对此，历史经验或许能

够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示。 

历史上，美国共五次对中国发起“301”调查（见附表），分别是 20世

纪 90年代初老布什总统执政时期的两次、克林顿执政时期的两次以及 2010

年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一次。回顾这五次美国对华发起“301 调查”的背景

及过程，总体来看，第一，美方的诉求主要是希望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以及扩大开放和取消补贴等；第二，美方在调查后，主要以基于对华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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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迫使中国满足其诉求，但也有在 WTO 框架磋商解决的案例；第三，

中国并不惧怕来自美国的制裁，每次均会出台反制措施；第四，双方最终

都能通过磋商和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中国确实也通过这些调查推进了

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建设，并在加快与国际法律体系接轨、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营造良好的营商投资环境等方面取得了极大进展。 

从前五次“301调查”时期中美间贸易的数据来看，并没有发现“301

调查”明显影响到两国的经贸关系。受制于前两次数据并不完备，笔者从

克林顿执政时期发起调查的 1994年开始分析。1994—1996年均处于“301

调查”期间。1996 年，在连续三年的调查后，中国对美出口和进口增速确

实受到了明显的影响。但笔者认为，这一影响主要是因为克林顿政府在短

时间内接连发起两起“301 调查”所致。相对而言，奥巴马政府发起调查

的 2010年，中国对美贸易和中国总体贸易则没有受到负面影响，反而逆势

上扬（见图 1、图 2）。这可能与企业为了“避险”而提前备货或出口有关。 

 

图 1  中国对美出口和进口增速 

数据来源：联合国 UN Com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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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总出口和总进口增速 

数据来源：联合国 UN Comtrade 

此次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启动“301 调查”是在 2017年 8月份， 从

那时到目前为止的数据也显示，中美贸易尚未受到重大的负面影响：在2017

年的后几个月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基本保持平稳，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

差额也没有因调查的开展而显示出明显的波动；虽然进入 2018年以后，两

国间的贸易有所下降，但对照去年同期数据，同比增长基本稳定（见图 3、

图 4）。这些表现与历史上前五次的情况大体相同。 

 

图 3  本次“301 调查”发起后中美进出口贸易和差额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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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本次“301 调查”发起后进出口贸易累计额及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网站 

 

但进入今年 4月，特朗普宣布了对中国加征 25%关税的 1300余种产品

的建议清单，中国也公布了同等规模的反制措施，中美贸易紧张关系加剧。

虽然目前尚没有数据能佐证这一紧张局势的升级会对中美贸易数据产生何

种程度的影响，但笔者认为，其前景可能与前五次“301 调查”会有所不

同。 

毕竟与前五次的情况相比，当前中美经贸关系的局面更为复杂。一是

当前中国已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国家，经济实力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

小；二是中美贸易差额规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而特朗普政府又特

别强调削减贸易逆差；三是中美之间的制裁和反制规模超过历史上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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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异常坚决，因此，短期内双方通过磋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有所降低。 

总体来看，基于历史判断，中美双方仍存在磋商解决的可能，这对于

双方而言都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历史是向前发展的，随着世界经济形

势发生变化、中美经济政治实力对比发生改变，中美两个世界大国做出的

选择可能会有所不同。虽然从数据上暂时未发现中美贸易受到此次“301

调查”的影响，但如果美国真的落实基于“301调查”对中国的制裁清单，

中国的反制措施也会确认，且双方的关系长期不能有效缓和，中美贸易将

会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 

 

附表： 

历史上美国五次对华发起“301调查”的基本情况 

时间 历

时 

在

任

总

统 

301 类

型 

针 对

领域 

美方诉求 美方行动 最 终

结果 

中方行动 

1991.04 —

1992.01 

9

个

月 

老

布

什 

特别 

（PFC） 

中 国

知 识

产 权

领域 

一是不给予药品

和其他化合物专

利保护；二是不

给予美国的作品

版权保护；三是

商标被授予在中

国 的 首 位 注 册

人，而不考虑其

原始拥有者；四

是商业秘密在中

国没有被充分保

护 

公布对来自

中国 15 亿

美元进口品

征 收 100%

关税的制裁

清单，同日

中 国 公 布

12 亿美元

的报复清单 

1992

年 1月

签 订

有 关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的 协

议 

中国全面修改

完善专利、商

标、著作权和商

业秘密保护等

知识产权方面

的法律法规 

1991.10-1992.10 12

个

老

布

一般 中 国

市 场

要求中国进一步

开放市场 

公布惩罚性

关税商品清

1992

年 10

中国承诺取消

进口调节税 , 



 
 

 6 / 7 
 

 

月 什 准 入

问题 

单，覆盖鞋

类、丝绸服

装、批货、

矿物、工业

设备和电子

产品，总价

值约 39 亿

美元 

月 签

署《中

美 关

于 市

场 准

入 的

谅 解

备 忘

录》 

降低 225 种商

品关税，并在五

年内逐步取消

对诸多美国商

品进口的许可

证、配额、管制

和限制等 

1994.06 —

1995.02 

8

个

月 

克

林

顿 

特别 

（PFC） 

中 国

知 识

产 权

领

域。 

一是要求中国建

立执法队伍，打

击 知 识 产 权 侵

权；二是要求建

立一个真正起作

用的法院系统；

三是要求对其知

识产权产品开放

市场 

美方宣布将

对 电 子 产

品、玩具、

鞋类等总值

28 亿美元

的中国进口

品关税制裁

清单，同日

中国宣布对

美国出口盒

带、唱片、

香烟等消费

品征收惩罚

性关税等措

施 

随后对总值

10.8 亿 美

元中国进口

品 征 收

100%关税，

中国再次宣

布报复清单 

1995

年 2月

达 成

中 美

知 识

产 权

的 第

二 个

协议 

（1）在打击盗

版方面，将实施

为期 9 个月的

特别执法计划，

集中打击版权

和商标侵权；

（2）建立新的

执法体系；（3）

建立音像制品

版权认证制度；

（4）授予合法

的视听设备和

计算机软件产

品以市场准入 

1996.04 —

1996.06 

2

个

月 

克

林

顿 

特别 

（PFC） 

中 国

知 识

产 权

领域 

认为中国盗版仍

然猖獗，对美国

产业的损害持续

增加，尽管中国

在零售贸易中打

击侵权产品方面

做 出 了 一 些 努

力，但是并未能

阻止非法 CD、视

美方公布了

价值 30 亿

美元纺织品

服装和电子

产品征税清

单，同日中

国外经贸部

公布了反击

报复清单 

1996

年 6月

中 美

双 方

达 成

知 识

产 权

的 第

三 个

（1）关闭和清

理生产侵权产

品的 CD 工厂；

（2）实施有效

的边境执法措

施，包括查获大

宗物品；（3）采

取具体措施允

许美国的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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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和 CD-ROM产品

在一些工厂生产

制造及大规模出

口，也未遵守承

诺给予合法的视

听设备以市场准

入 

协议 制品、计算机软

件产品和公司

进入中国市场；

（4）在侵权最

严重的广东地

区加强特别执

法行动。 

2010.10 —

2010.12 

2

个

月 

奥

巴

马 

一般 中 国

清 洁

能 源

补 贴

问题 

（1）限制稀土等

重 要 原 料 的 出

口；（2）提供禁

止 性 的 出 口 补

贴，使中国绿色

技术领域生产商

和出口商受益；

（3）歧视进口货

物和外国企业；

（4）要求外国投

资者转让技术；

（5）导致贸易扭

曲的国内补贴 

美方宣布调

查 最 终 决

定，称中国

《风力发电

设备产业化

专项资金管

理 暂 行 办

法》中补贴

内容涉嫌违

反 WTO 规定

的禁止性补

贴，并提起

WTO 争端解

决机制项下

的磋商请求 

2010

年 12

月 双

方 在

WTO 争

端 解

决 机

制 项

下 的

磋 商

解决 

中国在 WTO 磋

商中同意取消

受挑战的补贴

项目，终止了

WTO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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