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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4月中美贸易形势：摩擦影响显现
①
 

 

中美贸易摩擦是市场一直关注的话题。对 2019 年 1—4 月中美贸

易情况进行梳理，可以为当前及未来对中美贸易形势的研究及判断提

供参考。 

从 2019 年前四个月的数据看，中美双边贸易出现较大幅度的下

降。根据海关统计，2019 年 1—4 月，中美双边进出口贸易额为

1612.3 亿美元，同比下降 15.7%（见表 1）。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

额为 1224.4 亿美元，同比下降 9.7%，降幅在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居

                   
①
 东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室主任，研究员。马盈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所博士后。许婷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本科生。本文已发表于《中国外汇》2019年第 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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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中国自美国的进口额为 387.8 亿美元，同比下降 30.4%。其中一

个重要的背景是，2018 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国对美出口商

纷纷抢先发单，以规避可能生效的关税，但该效应在 2018 年年末便

逐步消退。 

而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的背景下，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并未像美国

预想的那样收窄。2019 年 1—4 月，中国对美进口降幅远大于出口降

幅，使得前四个月中美贸易顺差扩大了 10.5%。 

整体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双方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中国而言，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全球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对

中国整体外贸形势产生了压力。 

一季度，中国出口总体增速仅为 1.4%，除了对美出口大幅萎缩，

对欧盟、东盟、日韩等主要出口市场的出口增速也多为负值，最高不

超过 2%；进口的总体增速则为-4.8%，不仅自美国的进口萎缩了 30%

以上，自日、韩、台、东盟这些产业链上游地区的进口也有较大萎缩，

只有自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资源和能源大国

的进口有所增长（见图 1、图 2）。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部分行业的出口受到影响。2019 年第一季

度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除艺术品、特殊交易商品之外的其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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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商品都呈现大幅度下滑，同比减少均在 30%以上。其中，机电设备、

车辆等运输设备、贱金属、矿物及玻璃陶瓷制品、食品和木材制品等，

受冲击更大，在总出口中占比份额有所减少。 

对美国而言，中美贸易摩擦对美国外贸及经济也产生许多负面影

响。 

首先，贸易转移效应在逐步发生。美国对欧盟、北美的出口市场

份额增加，而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占

美国出口总额的比重，由 2018 年一季度的 8.02%降至 2019 年一季度

的 6.50%；美国自中国进口的比重，则由 2018 年一季度的 21.92%降

至 2019 年一季度的 18.90%。2019 年一季度，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家具、

冰箱、轮胎分别减少了 13.5%、24.1%、28.6%，而主要转向从越南、

中国台湾、韩国和墨西哥等市场（见图 3、图 4）。 

其次，关税带来的不确定性对美国相关行业带来了较大冲击。从

商品结构看，美国对中国出口下滑的品类主要为原材料与食品，约占

总量的三分之一。美国 3 月份对中国出口减少主要来自于农产品，2

月份美国向中国出口了 210 万吨大豆，而 3 月份有近 151 万吨的大豆

出口至中国，但仅为去年同期的一半。从整个一季度看，美国出口到

中国的商品中，植物产品、矿产品、珠宝贵金属等受冲击较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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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均在 85%以上。 

此外，中美经贸摩擦也造成美国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价格的大幅

上涨，供应链网络也发生了急剧变化。如 Mary Amiti, Stephen J. 

Redding 和 David Weinstein
①
认为，美国关税和他国报复性关税，使

美国制造业的平均价格（PPI）提高了一个百分点。鉴于与当前供应

链相关的固定成本，全球价值链的重组可能会给在美国和中国投资的

公司带来巨大成本。 

从当前形势看，中美经贸摩擦将会长期持续，中国应做好应对的

准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应稳步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经贸关系。一季度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

7.8%，高出我国外贸整体增速 4.1 个百分点，比重提升 1.1 个百分点。

中国应借此机会促进市场的进一步多元化。 

 

表 1：2019 年 1—4 月中国进出口情况（累计，亿美元） 

                   
①
 Mary Amiti, Stephen J. Redding and David Weinstein. The Impact of the 2018 Trade War on U.S. Prices and 

Welfare. NBER Working Paper 25672, March 2019. http://www.nber.org/papers/w25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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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海关总署，经作者整理 

 

 

图 1  2019 年一季度中国大陆对主要市场出口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海关月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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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占中国总进口的份额变化（%）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经作者整理 

 

 

图 3 美国主要出口对象占市场份额的份额变化（%）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经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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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美国主要进口对象占美国总进口的份额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经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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