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6	
	
	

Policy Brief No. 201859                                            August 10, 2018,  

苏庆义：mathe_sqy@163.com 

 

 

 

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限并可控① 	

 

    近期美国对华挑起中美贸易摩擦，暂时表现为关税战，目前没有

缓和的迹象。7 日美国又宣布对中国 160 亿美元产品加征 25%关税的决

定，而中方旋即作出了对等回应。此前，一意孤行的美国还威胁将中

国 2000 亿美元产品的加征关税幅度从 10%提升到 25%，甚至对中国

5000 亿美元产品全部加征关税。 

  面对美方威胁和施压，中国的态度没有变：我们不愿打，也不怕

打，必要时不得不打，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中

方的底气源自对本国经济实力的自信、对国际规则和道义的坚守、对

反制贸易霸凌的充分准备，还建立在对贸易摩擦影响的理性分析基础

上。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体现在三个层面：对外贸易，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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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6	
	
	

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以及宏观经济。总体来看，这三个层面所受的影

响均是有限和可控的。 

  对外贸易层面。根据笔者所在研究团队的测算，美国对中国 500

亿美元产品加征 25%关税，虽然会使中国对美出口增速下降 3.39 个百

分点，但中国总出口增速将仅下降 0.75 个百分点。如果美国再对中国

2000 亿美元产品加征 10%关税，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将下降 9.26 个百分

点，总出口增速将下降 2.06 个百分点。如果美国如其威胁的那样加征

25%关税，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则将下降 18.07 个百分点，总出口增速将

下降 4.02 个百分点。最极端的情形，如果美国对中国所有输美产品加

征 25%关税，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将下降 37 个百分点，中国总出口增速

将下降 8.24 个百分点。从中国进口的角度来看，中国针对 500 亿美元

美国进口产品的反制措施将使自身从美国的进口增速下降 9.84 个百

分点，但中国总进口增速下降仅 0.7 个百分点。进一步讲，如果中国

进行反制，对所有美国进口产品加征 25%的关税，中国从美国进口增

速将下降 25.75 个百分点，总进口增速下降 1.82 个百分点。 

  可以看出，中美贸易摩擦虽然会对中美双边贸易造成较大的影响，

但对中国外贸的总体格局影响有限。中美双边贸易仅是中国外贸总量

的一部分。尤其对于进口来说，中国从美国进口仅占自身进口总额的

7.08%，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总进口的影响非常小。当然，中美贸易摩擦

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相比进口要大一些，毕竟中国对美出口占自身总出



	
	

 3 / 6	
	
	

口的比重达 22.27%。但是，即使在极端的情形下，美国对中国所有出

口产品加征 25%的关税，中国出口增速下降达 8.24 个百分点，中国出

口的负增长速度也只不过是 0.34%。中国完全可以承受这一出口的负

增长速度。经过与历史数据的对比，可以对此有更直观的感受。全球

金融危机最严重的年份，也就是 2009 年，中国出口负增速达 16.01%；

2015 年和 2016 年，中国出口的负增速也曾达到 2.94%和 7.73%。此次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其严峻程度尚不及中国前些年经

历过的外贸下滑，中国显然有能力承受。 

  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层面。中国出口中，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就占

了 43.19%。中国对美出口百强企业中，外资企业就占了 70%。因此，

中美贸易战会波及在华外资企业经营，从而可能影响外资来华的信心。

但截至目前，中国利用外资并未受到负面影响。2017 年，中国实际使

用外资增长 3.99%。今年上半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增速达 4.07%，反

而比去年的增速还高。2017 年，中国批准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企业）

数同比增长 27.8%，今年上半年的增速则达到 96.6%。当然，从对外投

资的角度来讲，中国对美投资会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美国在发布对

华 301 调查报告时已经讲明，除利用加征关税的措施外，还会增强中

国企业对美投资限制。 

  事实上，这一局面显然不利于特朗普政府促使美国企业对外投资

回流、吸引外资计划的实施，自然也会冲击其吸引制造业回流、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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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的目标。美国政府正在推动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改革可能

对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施加更多限制，这将极大影响中国企业对美投资

的信心。实际上，这一趋势自 2017 年特朗普上台的第一年就已经显现

出来。美国商务部报告显示，2017 年中国对美投资明显下降。美国荣

鼎公司最新公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公司完成的并购和绿

地投资仅 18 亿美元，与 2017 年上半年相比下降超过 90%。 

  宏观经济层面。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外贸和投资的影响，自然也

会扩散到宏观经济领域，影响国内生产总值（GDP）、就业、物价水平、

汇率等宏观经济指标。根据笔者所在研究团队的估计，中美目前的 500

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行动对中国GDP的影响也不过是0.028个百分点，

显然影响微小。即便中美双方对彼此所有产品加征关税，甚至加征幅

度达到 40%，对中国 GDP 的负面影响也不过是 0.398 个百分点。在 GDP

受影响较小的情况下，中国就业受到的冲击自然也不大。 

  另一方面，中国对来自美国的产品如大豆加征关税确实会影响自

身的物价水平尤其是居民消费价格。但各种估计显示，中美贸易摩擦

对中国物价上涨的影响非常有限。而且上半年统计数据显示，居民消

费价格同比上涨 2%，中国物价水平还有较强的调整空间。宏观经济的

另一个关键指标是汇率，目前人民币汇率已经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

响，近段时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贬值态势，但人民币并不具备持续

贬值的基础。在国际横向对比中，人们对中国经济仍然充满信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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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资本大规模外逃的现象，而且汇率本身还受到两国货币政策的

影响，双向波动仍将是人民币汇率未来的态势。 

  综上所述，尽管中美贸易摩擦确实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一定的负面

影响，但总体影响在可控范围内，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通过采取针对

性措施进行应对。 

  首先，推出稳出口举措，致力于扩大进口。在此次中美贸易摩擦

之前，中国曾多次面临严峻的出口形势，中国政府在稳定出口形势方

面也积累了很多经验。中国各级政府将密切监测企业出口情况，更加

注重市场化手段，从优化出口结构、做强做优出口的角度稳定出口。

比如，引导企业开拓更多元化的出口市场，更好利用贸易新业态等。

对于进口而言，中国政府一再承诺将致力于扩大进口。上半年已经推

出不少降关税的举措，相信下半年会发挥效果。11 月份，中国还将在

上海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必将在促进进口方面发挥很大效

果。 

  其次，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对外投资多元化。尽管外资可能会受

到宏观经济形势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但外资更看重的是中国的大

市场以及营商环境。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优化营商环境。对于外资关

心的技术转让、行政许可、知识产权等问题，中国近年来已取得长足

进步，并将持续完善。在对外投资方面，中国企业不一定非得投向美

国市场，其他发达国家同样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方向。“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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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国家也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会继续保持前瞻性、灵活性和有效性。对于

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国务院以及财政部、中国人民

银行等部门会提前研判，并部署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总之，中美贸易

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控，中国政府有能力采取相应措施来化解中

美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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