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经贸关系：
合作、摩擦及课题

徐　梅

　　摘　要：中国加入 ＷＴＯ以后，与美国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双边经贸摩擦逐渐增

多。２０１８年中美两个世界大国之间出现贸易摩擦并一度呈升级态势，给各自经济发展

造成下行压力，也给相关国家及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据媒体报道，目前中

美两国围绕此次摩擦展开的贸易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即使此次贸易摩擦得以平

息，但遏制中国崛起已成为美国的一大战略诉求。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未来对

美经贸合作仍将面临贸易收支、人民币汇率、“市场经济地位”、高新技术、结构性改革等

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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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９年中美 两 国 建 交 后，双 边 经 贸 关 系 迅 速 发 展。２０００年 中 国 对

美货物贸易额增加到７４４．６亿美元，相当于建交时的约３０倍，到２０１３年

首次突破５０００亿美元，对美贸易顺差超过２０００亿美元，随之中美间的经

贸摩擦趋增。进入２０１８年，特朗普政府继续推行“美国优先”和贸易保护

政策，中国成为其一大目标对象。２０１８年７月６日，美 国 对 华 约３４０亿

美元进口商品开始加征２５％的关税，中国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中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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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正式启动。随着摩擦升级及其负面影响逐步显现，中美两国首脑于

同年底达成一致，双方力争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无论此次谈判结果如何，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美国已将中国视

为主要竞争对手和战略威胁，未来中国对美经贸合作仍将面临一些课题。

　　一、中美经贸合作现状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中国加入 ＷＴＯ以后，与美国在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合

作迅速发展。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中美 货 物 贸 易 额 增 长

近５倍，达到４４６５．８亿美元，对美贸易顺差扩大到２０２３．２亿美元，增长

了５．８倍。此后，除个别年份外，中美贸易规模基本平稳增长。

（一）货物贸易

２０１７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额５８３６．９亿美元，贸易顺差额２７５８．１亿

美元，再创新高。其中，对美出口额在中国总出口中占１９．０％，对美进口

额在中国总进口中占８．４％，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货物出口地、仅次于欧盟

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７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额６３５９．７亿美元，其中

对华出口额１３０３．７亿美元，在美国总出口中占８．４％，上升０．５个百分点；

对华进口额５０５６．０亿美元，在美国总进口中占２１．６％，增加０．４个百分

点。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货物进口来源地、北美以外的主要出口市场。

从贸易商品结 构 来 看，美 国 对 华 出 口 以 机 电、植 物、化 工 类 产 品 为

主，在其对华出口商品中占６０％多。中国是美国飞 机、大 豆、汽 车、集 成

电路、棉花等产品 的 重 要 出 口 地，近 几 年 中 国 也 成 为 美 国 能 源 的 一 个 主

要买家。

从贸易 收 支 来 看，据 美 方 统 计，２０１７年 对 华 贸 易 逆 差３７５２．３亿 美

元，同比增长８．１％，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的比重为４７．１％。① 据中

方统计，美国 对 华 贸 易 逆 差２７５８．１亿 美 元，与 美 方 统 计 的 数 据 相 差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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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亿美元（以上中方统计数据参见表１），这主要源于统计标准不同，双

方有必要调研协商，形成统一口径，以客观、准确地把握实际情况。

表１　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对美货物贸易统计

（亿美元、％）

年 对美出口额（占比） 对美进口额（占比） 对美进出口贸易额 对美贸易收支

２０００　 ５２１．０（２０．９） ２２３．６（９．９） ７４４．６　 ２９７．４

２００５　 １６２９．０（２１．４） ４８７．３（７．４） ２１１６．３　 １１４１．７

２０１０　 ２８３２．９（１８．０） １０２１．０（７．３） ３８５３．９　 １８１１．９

２０１１　 ３２４４．５（１７．１） １２２１．３（７．０） ４４６５．８　 ２０２３．２

２０１２　 ３５１７．８（１７．２） １３２９．０（７．３） ４８４６．８　 ２１８８．８

２０１３　 ３６８４．３（１６．７） １５２５．８（７．８） ５２１０．１　 ２１５８．５

２０１４　 ３９６０．９（１６．９） １５９０．１（８．１） ５５５１．０　 ２３７０．８

２０１５　 ４０９５．４（１８．０） １４８７．４（８．８） ５５８２．８　 ２６０８．０

２０１６　 ３８５０．８（１８．４） １３４４．０（８．５） ５１９４．８　 ２５０６．８

２０１７　 ４２９７．５（１９．０） １５３９．４（８．４） ５８３６．９　 ２７５８．１

２０１８
１－９月

３４８８．２（１９．１） １２３０．３（７．７） ４７１８．５　 ２２５７．９

　　资料来源：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数据 参 见 中 国 商 务 部 国 际 贸 易 经 济 合 作 研 究 院：《中 国 对 外

贸易形势报告》，２００７年春季，第３２－３３页。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 数 据 参 见 中 国 商 务 部 国 际 贸 易

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２０１８年秋季，第４５－４６页。

　　（二）服务贸易

２０１７年美国对华服务出口额５７６．３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９％，相当于

２０１１年的两倍，对 华 服 务 贸 易 顺 差４０２．１亿 美 元，比２０１２年 增 长 一 倍

多，相当于２００１年的２０多倍。① 美国是中国第二大服务贸易伙伴、最大

的逆差来源地，占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１／５左右。

中国对美服务贸 易 逆 差 主 要 集 中 于 旅 游、运 输、知 识 产 权 使 用 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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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７年中国赴美旅游 人 次 约３００万，在 美 相

关支出高达３３０亿美元，其中部分消费实际上属于货物贸易范畴，而被隐

藏在服务贸易旅游项下；在美留学生人数约４２万，美国是中国学生海外

留学的第一大目标国；对美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约７２亿美元，美国是中

国第一大版权引进来源国。①

（三）双向投资

２０１８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额３４．５亿 美 元，在 外 国 对 华 直

接投资总额中占２．６％，列居新加坡、韩国、英国、日本、德国之后，②投资

领域以制造业为 主。随 着 中 国 经 济 转 型、服 务 市 场 扩 大 开 放、城 镇 化 不

断发展，在金融、零 售、健 康 医 疗、影 视、教 育 等 领 域，美 国 企 业 对 华 投 资

面临广阔的前景。

由于美国市场广大、工人素质和技术水平较高、交通运输便利、能源

丰富，近年来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迅速扩大。２００９年中国对美直接投

资流量尚为９．１亿美元，到２０１７年增至６４．３亿美元，对美直接投资存量

达到６７３．８亿美元，遍布美国４０多个州，这些企业雇佣美国当地员工数

已超过１０万人。③ 中国还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持有者，截至２０１８年８

月持有规模为１．１６５万亿美元。④ 随着中国政府加强对国内企业海外投

资的管理、人民币汇率波动以及美国对来自中国企业的投资审查日趋严

格，中国对美投资步 伐 趋 缓。受“一 带 一 路”建 设、中 国 市 场 进 一 步 扩 大

开放、中美贸易摩 擦 等 因 素 影 响，中 国 对 外 投 资 的 结 构 将 会 出 现 一 些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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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 国 国 务 院 新 闻 办 公 室：《关 于 中 美 经 贸 摩 擦 的 事 实 与 中 方 立 场》白 皮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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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 家 外 汇 管 理 局：《２０１７年 度 中 国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统

计公报》，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２１、３４、４９页。
《中国８月 减 持５９亿 美 元 美 国 国 债》，《中 国 经 济 导 报》，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１日。ｈｔ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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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调整。

　　二、中美贸易摩擦及其影响

　　由于国际市场的规模有限以及贸易伙伴之间在社会制度、经济发展

水平、进出口商品结构、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差异，各自从国际贸易中所

获取的实际利益很难均等化。

２１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产业竞争力增强以及中 美 贸 易 规

模扩大，中国对美出口及贸易顺差扩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

２００８年９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陷入低迷，贸易保护主义升

温。正在崛起的中 国，成 为 全 球 经 贸 摩 擦 的“风 源 地”。据 ＷＴＯ统 计，

２００８年前后，中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数量约 占 全 球 的１／３。① ２０１６年 中

国已连续２１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１０年成为遭遇反

补贴调查最多的 国 家，其 中 来 自 美 国 的 调 查 居 多。② 中 美 贸 易 摩 擦 并 不

限于纺织、钢铁、家电等制造业领域，也涉及中国入世履约、人民币汇率、

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方面，早已超越贸易范畴，并且 正 在 向

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及高新技术产业渗透。

（一）２０１８年中美贸易摩擦

２０１７年初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对外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强调“美

国优先”。２０１８年３月８日，特朗普签署命令，１５天后对一些国家的输美

钢铁、铝制品加征２５％和１０％的关税，其 中 包 括 中 国。３月２３日，特 朗

普签署备忘录，基于对华“３０１调查”报告，将对约５００亿美元的中国输美

商品加征关税。随后，中国公布对等反制措施。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５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 一 份 对 华 进 口 商 品 制

裁清单，自７月６日起先针对约３４０亿美元的８１８种中国输美商品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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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孝松：《中国对外贸易环境与贸易摩擦研究报告２０１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第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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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征２５％的关税。中国随即公布，对美国约３４０亿美元的５４５种输华商

品加征２５％关税，中美贸易摩擦走向升级。８月２３日，美国对余下的约

１６０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实行加征２５％的关税措施。９月２４日，特朗

普政府启动对约２０００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１０％的 关 税 措 施，并

表示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拟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将关税率进一步提高

到２５％，还扬言不排除对此外的所有中国输美商品采取加征关税措施。

中国在同一时间对原产于美国的５２０７个税目的约６００亿美元输华商品

实施加征差别化关税措施，中美贸易摩擦呈升级之势。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商品涉及航空航天、信息通讯、机器人、工业机

械、新材料、汽车等领域，大多是“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政策的受益产业。中国

对美加征关税的商品主要包括农产品、水产品、汽车等。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持续，“斗则俱伤”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１日，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阿根廷Ｇ２０峰会期间举行首脑会

晤，双方达成共识，停止升级贸易摩擦，朝着解决贸易收支不平 衡、取 消

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努力。特朗普同意对华２０００亿美元的输美商品维

持１０％的关税率，但表示如果谈判无法达成具体协议，美方仍将对华落

实加征关税率到２５％的措施。中国同意增加购买美国农产 品、能 源、工

业品等，以减少对 美 贸 易 顺 差。目 前，中 美 两 国 围 绕 解 决 此 次 贸 易 摩 擦

问题仍处于谈判中，媒体透露已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

（二）摩擦引发的变化及影响

不管中美谈判的 最 终 结 果 如 何，作 为 全 球 第 一 大 和 第 二 大 经 济 体，

美国与中国的经济体量非同寻常，此次贸易摩擦对两国经济及世界经济

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也不利于中美政治关系的稳定发展。从经济方面

看，至今的变化和影响主要有以下方面。

１．中美贸易出现波动，美国对华逆差未降反增。

据美国 商 务 部 统 计，２０１８年 中 美 货 物 贸 易 额６５９８．４亿 美 元，增 长

３．９％。其中，美国对华出口额１２０３．４亿 美 元，下 降７．４％，占 美 国 总 出

口的比重为７．２％，下降１．２个百分点；美国对华进口额５３９５亿美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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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６．７％，占美国总进口的比重为２１．２％，下降０．４个百分点。可见，中

美贸易摩擦 给 双 边 贸 易 蒙 上 阴 影，贸 易 规 模 及 所 占 比 重 有 所 下 滑。但

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额没有减少，反而增长了１１．５％。①

在美国对华施压、中 国 努 力 扩 大 开 放 的 情 况 下，中 美 贸 易 收 支 状 况

未见改善，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双方自７月６日起对部分商品开

始加征关税，一些 企 业 赶 在 加 税 前 将 更 多 的 货 物 输 出，而 更 主 要 的 原 因

还在于美国自身。２０１８年１１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 发 布 有 关 技

术出口先期通知，拟 对 人 工 智 能、芯 片、量 子 计 算、机 器 人、先 进 材 料、监

控技术、脑机接口等１４种技术的出口进行管制，这意味着美国对华出口

的空间缩小，不利于其减少对华贸易逆差。

２．美国对华设限伤及自身，政府财政负担加重。

中美贸易摩擦 首 先 殃 及 美 国 广 大 的 消 费 者 和 进 口 商。美 国 对 中 国

商品加征关税，使 本 国 进 口 商 的 成 本 增 加，国 内 消 费 者 难 以 享 用 到 物 美

价廉的中国产品，有 损 国 民 福 利。根 据 纽 约 联 邦 储 备 银 行、普 林 斯 顿 大

学、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于２０１９年３月２日发表的研究报告，预计到

２０１８年底，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因关税增加而每月多支付３０亿美元的

税款。②

美国对中兴公司禁售芯片事件，一度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底，美国商务部又宣布，对福建晋华集成电路公司实施禁售令，限制

美国企业对其出售任何产品，理由是该公司存在违反美国国家安全的行

为。美国制裁 中 国 企 业，无 疑 会 给 受 制 裁 企 业 的 生 产 运 营 造 成 直 接 冲

击，但同时也会使 美 国 相 关 企 业 和 产 业 蒙 受 一 定 损 失，失 去 部 分 市 场 份

额甚至有可能付出失去中国市场的代价。

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对华贸易中的很大部分是本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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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务部综合司、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２０１８年美国货物贸易及中美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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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０３．
《贸易战让美国经济付出代价》，《参考消息》２０１９年３月６日。



业的关联贸易，像苹果、通用、波音等在华业务和利润占比较大的美资企

业，都会受到中美 贸 易 摩 擦 的 影 响，从 而 给 美 国 经 济 带 来 下 行 压 力。据

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８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８年第四季度，美国经

济换算为年率增长２．６％，低于第三季度，全年增长率虽然高于２０１７年，

但已出现放缓态势。①

中美贸易摩擦还加剧了美国政府的财政负担，使财政政策的空间进

一步收窄。２０１７年 底 美 国 国 会 通 过 了 大 规 模 减 税 法 案，以 减 轻 企 业 负

担，促进经济增长，但 也 使 政 府 的 税 收 收 入 减 少。为 应 对 中 国 对 美 农 产

品等采取的 关 税 措 施，美 国 政 府 增 加 对 农 户 补 贴，以 降 低 摩 擦 的 冲 击。

减税政策使政府 税 收 收 入 减 少，摩 擦 导 致 财 政 支 出 扩 大，美 国 财 政 状 况

进一步恶化。

３．中国经济短期受冲击，对外开放与产业升级提速。

美国对华商 品 加 征 关 税，首 先 导 致 中 国 相 关 企 业 的 出 口 和 生 产 下

降，尤其给那些生产品种单一、出口地集中于美国的企业造成致命打击，

甚至引发工厂倒 闭、失 业 工 人 增 多，影 响 中 国 对 外 贸 易 及 经 济 社 会 的 稳

定发展。但 同 时，摩 擦 也 促 使 中 国 开 始 加 快 改 革 开 放 的 步 伐。譬 如，

２０１８年４月，中国政府宣布分阶段地开放国内汽车市场，进一步放宽外

资股比限制，五年后将取消所有限制。

从二战后日本与美国的贸易摩擦经历来看，推动了日本企业创新和

产业结构升级。１９６５－１９８６年度，日本研发经费增长了约１８．８倍，增幅

明显高于美国，并且７０％以上来自充满活力的民间企业。② 在日美贸易

摩擦，美国限制日本出口的背景下，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日本对美出口额增长

了４．４倍，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增长４．３倍，③８０年代增速放缓但在日本总出口

中的占比并未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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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进 入 新 常 态，中 国 企 业 积 极 致 力 于 创 新 和 结 构 调 整，

以减少劳动力、环 境 等 成 本 上 涨 带 来 的 负 面 影 响，提 高 生 产 效 率。在 美

国对华挑起贸易 摩 擦、限 制 中 国 产 品 出 口 的 形 势 下，中 国 企 业 不 得 不 寻

求新的出路，将压力转化为动力，大力投入技术研发和创新，助推中国产

业结构升级和产品的更新换代。

４．全球经济增速趋缓，贸易及产业结构调整加快。

中美两个世界大国间的双边问题，往往具有全球性的影响。特朗普

贸易保护政 策 特 别 是 对 华 挑 起 贸 易 摩 擦，致 使 全 球 贸 易 和 经 济 发 展 承

压。２０１８年下半年以来，各大国际机构纷纷下调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增

长预期。据 世 界 银 行 预 测，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世 界 贸 易 增 长 预 期 依 次 为

３．８％、３．６％、３．５％，较此前的预估值分别下调了０．５个百分点。① 造船

业通常是观察货物贸易的重要窗口，新签订单减少表明投资者对贸易前

景的担忧，也 可 能 预 示 经 济 下 行 周 期 即 将 到 来。经 济 合 作 与 开 发 组 织

（ＯＥＣＤ）在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０日 发 布 报 告，预 测２０１９年 世 界 经 济 将 增 长

３．７％，比５月时的预估值下调了０．２个百分点。

中美贸易摩擦给 国 际 贸 易 结 构、产 业 分 工、资 本 流 动 以 及 区 域 合 作

等方面带来的影响也在逐渐显现。自中国宣布对美大豆加征关税后，美

国大豆价格下跌，东南亚、欧洲、南美一些国家增购美国大豆，并 出 现 从

美国低价进口大豆、然后高价转卖中国的情况。中国在减少对美大豆进

口的同时，从巴西、阿根廷、加拿大、俄罗斯等地的进口量增加，但价格高

于此前。中美贸易 摩 擦，已 引 发 国 际 市 场 的 大 豆 价 格、相 关 贸 易 的 地 区

结构等变化。再 如，特 朗 普 政 府 对 中 国 企 业 投 资 实 行 更 严 格 的 安 全 审

查，导致中国企业取消了一些投资计划。那些在摩擦中蒙受损失和受到

波及的企业会出于分散风险、确保经济安全等因素考虑，调整对外贸易、

投资等结构，以降低贸易成本和规避风险。

需要指出的是，上 述 变 化 和 影 响 未 必 都 由 中 美 贸 易 摩 擦 所 致，也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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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经济发展方式、金融财政政策、产业结构、国际分工等因素 的 影 响。

在国内外形势十 分 复 杂 的 情 况 下，很 难 区 分 和 量 化 一 些 现 象，中 美 摩 擦

客观上触发或加剧了一些苗头和态势。

　　三、中美经贸合作面临的课题

　　即使中美贸 易 谈 判 达 成 协 议、此 次 摩 擦 得 以 平 息，但 基 于 大 国 之 间

经贸合作与摩擦 的 实 践、中 国 崛 起 之 势 难 以 逆 转、美 国 的 政 策 和 战 略 倾

向以及意识形态、经 济 发 展 方 式 等 因 素，中 美 之 间 的 摩 擦 具 有 长 期 性 和

战略性，它将与中 国 经 济 增 长 及 崛 起 的 进 程 相 伴 随，未 来 中 国 对 美 经 贸

合作将会面临一些课题。

（一）以贸易不平衡为由挑起摩擦

贸易收支不平衡，是 美 国 战 后 曾 经 对 日 本、现 今 对 中 国 挑 起 贸 易 摩

擦的主要表象原 因，实 则 是 经 济 实 力 对 比 的 变 化、美 国 对 崛 起 中 竞 争 对

手的打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快速发展，特

别是加入 ＷＴＯ后中美经贸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中国对美

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出口和贸易顺差迅速扩大，中美间的摩擦增多，美国

对华时常发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要求中国减少对美出口，增加购买美

国产品，进一步开放农产品、金融等市场，以改善中美贸易收支不平衡状

况。一旦美国国内重点推动的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税收等改革受挫，经

济陷入低迷，美国政府为转移国内视线，可能会对华挑起新的摩擦。

在中美贸易谈判中，中国表现出诚意，承诺朝着对美抑制出口、扩大

进口、开放服务市 场 等 方 向 努 力。事 实 上，中 美 之 间 存 在 很 多 合 作 契 合

点。美国自２０１５年解除原油出口禁令后，对中国的原油出口增加，此次

摩擦出现后中美能源贸易有所波动。在美国改变全球石油供需格局、油

价频繁震荡的情 况 下，美 国 扩 大 对 华 能 源 出 口 的 需 求 增 强，中 国 也 有 必

要扩大能源进口 来 源 地、确 保 供 给 多 元 化 和 能 源 安 全，加 强 能 源 合 作 有

利于改善中美贸易收支不平衡问题。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

上升、承接其他国 家 制 造 业 转 移 的 速 度 放 慢、加 工 贸 易 占 比 趋 降 以 及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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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对外扩大开放，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将会逐步减少。

（二）人民币汇率被视为贸易问题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愈演愈烈的日美贸易摩擦中，面对日益强盛的日

本及其对美巨额贸易顺差，美国将对日贸易摩擦延伸至汇率方面。当日

元升值未达目的后，美国又寻找其他对策，如强化《１９７４年贸易法》，启用

“超级３０１”条款，但效果有限。人民币汇率是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核心

问题之一。美国时常抱怨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也多次施压人民币

升值，以缓解对华贸易逆差。

美国商务部在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发布《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报告》，指出

中国存在六大问 题，其 中 之 一 是 汇 率 制 度。美 国 认 为，中 国 仍 通 过 中 间

价设定流程和外汇市场 干 预 来 维 持 对 人 民 币 汇 率 的 控 制。在 此 次 摩 擦

中，美国指责中国 放 任 人 民 币 贬 值，使 其 对 华 加 征 关 税 的 效 果 减 弱。只

要中国对美存在明显的贸易顺差并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美国就难免

触及人民币汇率问 题。在 中 国 推 进“一 带 一 路”建 设 及 金 融 制 度 创 新 的

形势下，美国批评 亚 洲 投 资 银 行、金 砖 国 家 开 发 银 行 等 多 边 金 融 机 构 缺

乏透明度的声音渐涨。

（三）“市场经济地位”继续不被认可

根据中 国 加 入 ＷＴＯ时 签 署 的 协 定，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１日 过 渡 期 结

束，中国即可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然而，欧美日国家出尔反尔，为其对

华发动有关贸易活动调查提供借口，继续对华沿用反倾销调查“替代国”

的做法。美国不断 批 评 中 国 的 政 策、企 业 行 为 等，如 中 国 进 口 关 税 率 较

高、出口产品存在倾销和不合理补贴、强制美国企业技术转让、知识产权

保护不力、输出过剩产能等，使其在对华交易中存在不公平性，有损美国

利益。

其中，知识 产 权 保 护 是 中 美 贸 易 摩 擦 中 的 核 心 问 题 之 一。不 可 否

认，目前中国的 知 识 产 权 体 系 与 美 国 成 熟 的 法 制 存 有 一 定 差 距。但 是，

也应该看到，近年 来 中 国 在 改 善 知 识 产 权 制 度 方 面 所 做 出 的 不 懈 努 力。

据中国美国商会在２０１９年２月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约六成接受调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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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中国在过去 的 五 年 中 对 知 识 产 权 保 护、包 括 对 商 标 和 品 牌 保 护 的

执法有较大改善。随着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变，科技进步

对知识产权保护 的 需 求 日 益 增 强。２０１７年 中 国 的 专 利 申 请 数 量 达１３８

万项，占全球申请总数的４３．５％，相当于位居第二位美国的约２．３倍，已

连续七年位居首位，①表明中国在技术革新方面已进入世界领先行列，知

识产权体系逐步 形 成。另 外，在 中 国 企 业 日 益 走 向 世 界、向 海 外 不 断 输

出资金和技术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前行的趋势下，中国在海外的专利申

请数量也在增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相关法规体系，越来越成为中

国企业自身的诉求。

（四）高新技术企业受限制和制裁现象增多

未来国际经贸 摩 擦 的 爆 发 点 将 集 中 于 高 新 技 术 领 域。中 国 在 中 高

端芯片、发动机、高端数控机床、医疗设备等方面主要依赖进口，很 多 技

术的源头在美国。特朗普一再强调贸易“公平合理”，今后仍可能会对中

国高新技术企业采 取 制 裁 性 措 施，出 现 类 似 的“中 兴 事 件”，并 将 目 标 企

业作为对华谈判的筹码之一。近期孟晚舟案已显露出这一迹象。

对于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美国不断加大审查力度，国有成分、国家安

全、知识产权等都成为中企受阻的理由。特朗普政府已制定意在限制中

国企业对美投资的法案，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ＣＦＩＵＳ）的职权范围

和资源，采用单独流程审查国内和海外交易，华为、中兴、紫光、阿里巴巴

等中国企业已经或可能 成 为 美 国 的 设 限 目 标。如 何 运 用 法 律 手 段 保 护

海外投资利益，将 是 中 国 面 对 的 一 大 课 题。另 外，美 国 对 华 设 限 范 围 还

扩大至教育、人员往来等方面。

（五）“结构性改革”诉求持续和升级

在中美贸易谈判 中，美 国 要 求 中 国 实 施 结 构 性 改 革，减 少 非 关 税 壁

垒，进一步开放服务、农业等市场，增加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减 少 对 美

贸易逆差，提高人 民 币 汇 率 市 场 化 程 度，完 善 相 关 执 行 机 制。这 些 诉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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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反映了美 国 对 华 的 博 弈 策 略，以 及 因 意 识 形 态 差 异、地 缘 政 治 隔

阂、对中国崛起的 隐 忧 等 而 对 华 持 有 的 偏 见；一 方 面 也 反 映 了 中 国 市 场

化建设存在某些问题。

对此，中国有必要 以 外 部 压 力 推 动 国 内 市 场 化 改 革，改 进 制 度 建 设

中的不足，完善投资环境；继续挖掘国内市场潜力，进一步扩大内需和对

外开放，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继续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减少对美国市场

的依赖；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增加双向浮动弹性，提升人民币地区化和

国际化水平；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加强自主技术研发，提高产业和产

品竞争力，这不仅 是 减 少 和 规 避 经 贸 摩 擦 的 需 要，也 是 未 来 中 国 经 济 持

续发展的需要。鉴于中美争夺市场空间的趋势不会改变，两国间有必要

建立早期预警和协商机制，对双边经贸合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摩擦苗

头及时进行沟通，深化相互认知，协商解决办法。

美国也有必要 进 行 反 思。回 顾 战 后 曾 经 频 发 和 不 断 升 级 的 日 美 贸

易摩擦，美国动用了各种工具和办法，促使日本减少对美出口、开放国内

市场，但结果是美 国 并 未 真 正 解 决 对 日 贸 易 逆 差 问 题，至 今 特 朗 普 仍 就

此对日本汽 车 等 产 业 施 压，这 表 明 摩 擦 的 解 决 仅 要 求 对 方 改 进 无 济 于

事，也需要从自身寻找原因。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奇指出，从根本上讲，

美国贸易逆 差 问 题 是 由 美 国 国 内 储 蓄 率 过 低、消 费 引 起 过 度 进 口 所 导

致。因而，美国需要改进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本国产业竞争力，而不是采

取保护性措施，那样只能使那些被保护的产业难以适应日益激烈的竞争

和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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