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贸易摩擦：寻求共识的四点建议1 
 

 

 

美国代表团已经回国，中美即将展开下一轮对话磋商。不过，目前双方分歧很大，甚至

对话还不在一个语境。 

 

一方面，中国的辩解侧重于全球价值链（中国对美顺差被其他国家赚走了）、外资企业

在中国的投资利益（中国对美顺差被包括美资在内的外资企业赚走了）、经常项目顺差远小

于商品贸易项目顺差（因为服务贸易有逆差）等角度。而一方面，在美国国内，美国政客要

面对的是底层广大并不具备经济学常识的选民，对这些选民而言，晦涩难懂的经济学术语他

们不甚了解，只有进口、出口、贸易顺差、就业才是最直观的经济变量。 

 

同时，中国对美国的顺差持续上升，的确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中美之间的逆差占到

美国全部逆差的一半。2009 年，中国对美顺差还是 1400 亿美元，2017 年翻了一倍，达到

2800 亿美元。因此，以这些底层选民为基础的美国政府，更多只关注双边贸易差额。2018

年 3 月，特朗普提出要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减少 1000 亿美元，后来美国代表团又要求在

2020 年之前中美贸易顺差要至少减少 2000 亿美元。 

 

因此在总体上，中美双方不在同一个对话频道，达成共识的难度较大。给定要推动中美

达成共识，需要考虑的思路是：第一，尝试从美国的角度来采取政策举措，即如何削减双边

贸易顺差的角度来进行思考。第二，采用对中国尽量减少负面冲击，尽量无害的方式。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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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前提下，尝试寻找中美可能达成的共识。以下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 中短期内可以大幅降低关税、减少海外旅游购物和代购，将部分服务贸易逆差、

误差与遗漏项逆差，转移到商品贸易项下。 

 

由于海外旅游购物、代购，中国的商品贸易顺差可能被高估了。2017 年（人民币总体

升值背景下），中国商品贸易顺差 4761 亿美元，而服务贸易项下的旅游项目逆差为 2251 亿

美元，两者合计之后经常账户顺差将比商品贸易顺差大幅下降。对美国的情况是，2016 年，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 2540 亿美元，其中旅游项目逆差为 262 亿美元，旅游项目逆差可以消除

10%以上的双边贸易失衡。 

 

由于统计存在困难，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海外旅游购物、代购行为，既没有计入到商品贸

易项下，也没有计入到服务贸易项下，从而进入到了误差与遗漏项目当中。这也是近年来误

差与遗漏项目偏大的原因之一。 

 

采取措施，使得上述服务贸易差逆转入到商品贸易项当中，这是可能的。例如，尽快大

幅调降相关种类商品的进口关税，减少进口限制，同时采取措施稍加提高境外购物、代购的

成本。服务贸易项下将会有可观的逆差，转移到商品贸易项下。 

 

这样做，不但冲击较少，而且还有正面影响。其一，2016 年，中国整体旅游项下的进口

2501 亿美元，其中从美国进口 307 亿美元，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购买力。而这些购买力，受

益者除了国外生产商之外，主要是海外代购者。而且，旅游购物和代购的批量小、成本也高。 

 

大幅降低关税、同时配合削减消费税，将上述购买需求纳入正式进口渠道，可以将海外

购买需求转移到国内，同时增加国内零售、物流等环节的就业。基于这项措施，预期可以削

减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约数百亿美元，总体贸易顺差的削减规模将更为显著；与此同时，经常

项目的余额将相对稳定、误差与遗漏项目的余额也将有所减少。 

 

第二， 中长期角度，可以通过空间布局转移贸易顺差。 

 

从中国来看，大量的贸易顺差、包括加工贸易带来的顺差，是由国际分工体系所造成的

给定结果，符合中国过去的比较优势。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中国需要以《中国制造 2025》为

方向，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在此过程中，中国应更加重视对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

对外开放，在加速国内产业升级。在推动《中国制造 2025》的同时，将部分过剩产能、过

载产能转移到越南、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等国家，同时将中国对美顺差逐步转移到这些国



家。实际上，随着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市场已经开始出现这种自发调整的趋势。要客观评

价这种趋势，中国要从贸易顺差走向利益顺差，必然要经过这样一个阶段。 

 

但是，也要统筹协调好新兴产业、传统产业两大引擎，统筹考虑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速

度，以及传统产业向外、向周边转移的速度。不能出现传统产能转移走了，但是先进产能也

没有发展起来的情况。 

 

过去 40 年，中国更多的是向发达经济体开放。在未来，要更加重视向发展中国家开放。

中国的国内经济改革，和新时期的对外开放战略，将同时在需求端、供给端重塑国际资金环

流、商品环流格局。一方面，中国国内积累了大量储蓄，在供给端通过直接投资，可以改善

推动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能力建设、改善其经济增速、增强其供给能力。另一方面，中国国内

市场前景广阔，能够作为新兴市场外需的重要来源，为其他新兴经济体提供新的大市场机会。

这些都将使得国内经济改革，与外部经济环境的塑造进一步深度契合，为中国的内、外经济

政策提供统一的战略框架。 

 

第三， 客观认识中国对外出口依存度，不能低估中国对出口的依赖。 

 

一种代表性的误解认为：根据核算，2017 年 GDP 增速当中，净出口拉动了 0.6 个百分

点。即便没有净出口的贡献，2017 年 GDP 增速也将达到 6.3%，并由此判断中国对于出口的

依存度较低——需要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首先，净出口对 GDP 的拉动是一种简单核算。无法根据这一结果，对出口依存度进行

分析和判断。假设 A、B 两国经济规模相同，其中 A 国进口、出口均为 100 亿美元，而 B 国

进口、出口均为 1 亿美元。在此情况下，两国净出口均为 0，但是不能由此做出判断，认为

两国的出口依存度是相同的。 

 

事实上，一国对国内生产商品面临的总需求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其一是自产自销部分，

即国内总需求当中，对国内商品的需求部分——这部分需求等于国内总需求减去这些需求当

中被进口所满足的部分，比如要减去的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当中对进口的购买部分。其二

是自产外销，即外国对本国需求的部分，也就是出口。具体核算过程还会涉及到更多细节，

例如中间品贸易。大致而言，中国国内生产商品面临的总需求当中，约有 19%为外部需求

（即自产外销部分）。 

 

同时还需要认识到，中美双边贸易争端对美国的冲击相对较小。其一，中国对美出口是

美国对华出口的约 3 倍。其二，美国 GDP 体量约为中国的 1.6 倍。其三，美国出口产品的可



替代性总体较小，而中国出口产品的可替代性相对较大。这意味着，双方提高相同的幅度的

进口关税，美国征收的进口关税将更多转嫁到中国的生产者身上，而中方征收的进口关税将

较多转嫁到中国消费者身上。其四，3 月 20 日至 5 月 4 日，中美两国金融市场的反应已经

有所体现，标普 500 指数下跌了 1%左右，中国沪深 300 指数下跌超过 7%。 

 

第四，对外开放政策是基本国策，不是权宜之计，即使面临较大外部压力，也要统筹安

排、有顶层设计。对外金融开放，尤其要区分金融领域直接投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两个不

同的问题。 

 

在 3 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是长期政策方向。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中国的对外

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历史成就。不过，在面临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对外开放也需要做出顶层

设计、避免将对外开放举措作为权宜之计。 

 

缺乏顶层设计的对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政策公信力、强化市场主体的短视、加

剧市场波动为代价。在经济政策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企业家将无所是从，难以建立长期、

稳定的信心。这也是外资企业、民营企业较多抱怨的问题。 

 

具体地，在中美磋商过程中，开放的原则之一是：对外金融开放，要区分金融业的长期

直接投资开放、短期资本金融账户开放两者之间的关系。前者，例如银行、证券、保险、信

用评级公司、会计事务所等的市场准入，可以以较大的力度放开。但是，在短期国际资本流

动管理方面，从国际经验尤其是日本在 1980 年代的教训来看，容易对国内宏观经济、金融

市场秩序造成较大冲击，一定要慎之又慎。 

 

综上，本文要点如下： 

 

（1） 中短期内可以大幅降低关税、减少海外旅游购物和代购，将部分服务贸易逆差、

误差与遗漏项逆差，转移到商品贸易项下。 

 

（2） 中长期角度，可以通过空间布局转移贸易顺差。 

 

 

（3） 客观认识中国对外出口依存度，不能低估中国对出口的依赖。 

 

（4） 对外开放政策是基本国策，不是权宜之计，即使面临较大外部压力，也要统筹

安排、有顶层设计。 



 

（5）对外金融开放，尤其要区分金融领域直接投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两个不同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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