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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趋势

我们都知道现在中美可能要达

成第一阶段协议，在 2019年 10月

11号好像出现了一种乐观情况，是

已经达成协议了，但是说法不一样，

我们说的是取得实质性进展。

我们表态很清楚，中美双方同

意分阶段按比例取消关税，因为贸

易战就是美国加关税加成的，现在

你要结束很简单，回到原点关税拿

掉就完了吗？但是不是这么简单。特

朗普说，中方非常响应，但是美国只

要一个好的协议，我们是说全部取

消，而且分阶段按比例的取消。美国

不会全部取消，关税关系会有变化，

但会永远存在。所以这就是根本的

矛盾。在这个矛盾下，我们签什么协

议？

现在是两个话语体系，我们话

语体系非常简单，这个问题就是，因

为是美国的关税造成的，所以你现

在把它拿掉就完了吗？是不是？美国

就是说这不是我的原因，是中国单

方面补贴侵权，所以造成我不得不

采取关税。然后中国说你是严重违

反世贸规则必须取消，然后美国说

这个办法必须是由关税来解决，所

以完全话语是不一样。

作为美方对中国有关知识产

权、强制技术转让等等这些，这是站

不住脚的，美国说中方必须要按美

方的要求整改。怎么解决办法？中方

指出美国撤销关税，中方照顾美方

的利益；美方就说中方必须先满足

美国要求，然后我再推迟或者部分

取消，整个倒过来。目前觉得我们的

谈判基本上是按照美国的话语权

走，是吧？看看发出来的话，和美国

人讲的话，我们不这么讲，但美国人

这么讲，这个讲法还是符合实际，所

以正确的第一阶段协议必须是明确

美方取消部分关税。

如果说现在是这个情况，美方

现在已经宣布的关税，如果中国就

达成协议了，那 12月 15号这已经

暂时不实行并推迟，以观后效，对不

对？所以他一点都没动，我们能跟

500 亿美元美国农产品要买什么

样？是不是？所以如果是出现了这样

一个协议，将不是一个好协议，特朗

普需要一个对美国好的协议，但是

我们不需要一个对中国好的？

现在这个时间点了，12 月 15

号，因为是美国要加关税了，我们是

在 12月 15号以前达成协议，如果

达成的话，我关税就推迟，否则的

话，就说你怎么还不达成协议，12

月 15号照样加。 这就是问题了。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 2020

年 1月份 APEC峰会上签，也差不

多，那么 12月 15号暂时不加还是

加。现在的预测第一阶段协议可能

性大是吧？因为它不是全部协议，但

是不能确保即便签好的第一阶段协

议，后面能不能达成第二第三阶段

协议，不好说。

第二个问题，是不是为什么美

方也想达成协议？如果美方根本不

想达成协议就跟你干，我们现在就

不存在，也不存在说是双方都取得

良好的实质性进展，为什么？我们来

分析一下，归根结底就是美方无法

赢得进展。

对中美双方的影响

先看看两边影响，第一个是对

中国的影响。对中国影响，我们分开

来看，对贸易的影响、对经济的影

响、对产业的影响。对贸易影响，可

以看到很有意思，大家看看 2019年

1~10月份海关统计，我们的出口套

红了，同比增长 4.9%，都是人民币

的数字，增加了多少呢？看右边，1、2

栏，增加了 6280亿元人民币，还可

以。那么对美国是多少？减少了

1768亿元，这是下降。但是对欧盟

增加了 2223.8亿元，对东盟增加

2600亿元，所以这两个加起来绰绰

有余的，底下对美国出口下降，所以

我们对全球的出口还是增长，这是

出口方面。

进口方面就不是这样了，结果

是负增长 0.4。从美国进口大幅度

下降 1800+亿元。所以看看，不要说

是美国受的打击大，我们从中国的

统计来讲，对美国出口的减少跟从

美国进口的减少差不多，是吧？但是

另外的因素就不一样，我们从欧盟

进口的增加，从东盟进口的增加，不

足以抵消从美国进口下降，对不对？

这样我们从全球的进口是负增长。

所以根据统计学，出口正增长、进口

中美贸易战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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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增长对 GDP是一个什么效应？

显然是一个正贡献是吧？所以我们

就导致到 GDP上，2019年前三个季

度增长 6.2是不是？其中贡献度在

什么地方？消费贡献的 3.8个点，投

资实际上是资本形成，贡献了 1.2

个点，这两个加在一起，内需消费加

投资加在一起才 5个点。如果没有

进出口的贡献，我们的 GDP增长不

是 6.2。而是 5.0的问题，这根本就

达不到 3.3的目标，亏得我们进出

口贡献了 1.2个点，这是新常态以

来最高点，为什么？这一点上我们统

计从技术上要感谢贸易战，因为美

国发动了贸易战，导致美国对中国

的出口大幅度减少，所以我们为

GDP贡献了 1.2个点，确保我们增

长率能够超过 6，否则很危险，我们

2019年的政策很难，是不是？

我们看看从 2013年到 2019年

新常态以来，三驾马车的贡献率，整

个增长率 2013 年是 7.7，2019 年

1~3季度，下来 1.5个点，这 1.5个

点是怎么造成的？下来的消费我们

看 2013 年贡献了 3.6 个点，2019

年 1~3季度贡献了 3.8个点，很平

稳，加了 0.2个点；投资是一塌糊

涂，资本形成。这个是目前的实证分

析。从 2013年投资拉动了 4个多

点，在之前他总还要做，2008年和

2009年拉动了 8个点，然后投资一

路往下走，到 2019年 1~3季度，只

有一个 1.2。所以现在最大的威胁

不是贸易战，而是投资，也就是投资

的边际效应越来越往下，最后会不

会重蹈当年日本的覆辙，就投资率

再怎么投，他弄不起来，这就是最大

的风险，所以我们的注意力不要老

是说这是特朗普造成的，对吧？ 我

们不要像特朗普一样把中国做汽车

一样，我们也不能把它政府做的要

问题，在中国内部的投资下。

而进出口看看 2019年 1~2个
点，这确实过去都没有过，是不是？

所以对经济贡献、对产品大类是这

样的影响，总体还是有限。对美国出

口最多的下降最多，计算机及电子

这方面影响非常多。从产业上面影

响并不是太大，影响大的是手机。下

来 4个点，是不是手机很多是国内

销售下降。汽车对美国出口是负增

长，但对全球是正增长，对全球的正

增长并没有解决国内的生产，国内

生产是大幅度下降，两位数下降，汽

车工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大概

6.5%，我们 1~10月份两位数的下

降，拉动工业生产下来，所以说这个

问题还不在美国，还是在我们自己。

这是对中国的影响，对美国影

响大了。根据美国自己的官方统计，

2019年 10月份出台的出口统计，

对全球减少 146个亿，减少 0.11。

就 0.1个点，那么减少差不多全部

是由于来自中国进口的减少，对中

国出口减少造成。所以对中国出口

减少 144亿美元，对全球出口也减

少，应该是差不多就对其他地方出

口增加的，但是不足以抵消对中国

出口下降，所以美国对全球的出口

负增长，而且负增长是 0.11。进口

怎么样呢？进口从中国下降了 530

个亿，但是从其他地方的进口基本

上弥补了。从墨西哥、欧盟和除中国

以外的状态基本弥补了，所以这样

从全球的进口值减少 60亿美元，百

分比多少呢？0.03%，出口是减少了

0.1%，出口减少多，进口减少，对

GDP什么贡献？所以就到 2019年

1~3季度，美国的 GDP很难看，它是

增长了 1.9，然后贡献度是多少？

其中看进出口是减了 0.8个点，如

果说是没有进出口的拖累，没有贸

易战的拖累，本来三季度它的增长

率可以到 2.0，现在只有 1.9。

再看由于贸易战打击，造成了

投资者的前景不确定性，造成私人

投资的下降，前面写错了，红灯应该

是 -0.27，所以加在一起拖下来

0.35个点，这 0.35点怎么办？用政

府开支加了 0.35个点，大家看是不

是政府开支也加入 0.35个点？这样

一来就是说两个结论，第一个如果

没有贸易战，三季度 GDP 可以到

2.0，因此，特朗普是搬起石头砸自

己的脚。 第二个，如果没有政府扩

大开支，三季度 GDP只能增长 1.6，

所以现在特朗普是拼命地搞巨额赤

字，财政民生维持生命体征，就说无

论如何不要到大选之前出现衰退，

所以这是它的造型是吧？而且工业

生产数已经负增长了，这不要说制

造业回流了，不是回流的问题，它能

够不下降就不错，发现所以看来就

是说，而且广大的农民消费者商界

一再呼吁取消关税，所以他国内也

在这个情况下到已经到大选时间

了，弹劾案产生要对华贸易战降温，

但这个降温不是无条件, 他需要一

场胜利来讲，要一个对美国好的情

况来讲，我们需不需要协议，也需

要，但是我们没有像他们着急，我能

打得起，所以就回到开头，我们有没

有必要继续跟他达成一些东西？

中美贸易战远未结束

这是第一方面目前已经是，然

后往后面看，中美贸易战远远没有

结束，2020年艰苦斗争依然存在，

看一看是这样的，第一，特朗普我们

老是说他出尔反尔，虽然不信，这个

都是很肤浅的说法，当然没有错。过

去我们这么多回合，左边是打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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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谈，时间关系就不能够细细说，每

次他谈打了以后就要跟你谈，谈了

以后再接着跟你打。然后到 2019年

8月份怎么慢慢出来，说明两点，我

们看中美一年出三个结果，是 G20

峰会，在阿根廷峰会以前，美国对中

国是 500亿美元 25%的关税，2000

亿美元是 10%的税。这其中中美又

到阿根廷来谈，谈的结果好，到

2019年 4月 30号没成功，3100亿

美元给加到 25%，这就是会谈的结

果。然后现在大阪会晤重启磋商，刚

刚到上海进行了第 12轮磋商，完了

以后马上又来 3100亿美元是不是？

现在 3100亿美元的第 2批还没开，

跟你谈，所以我们想最后解决。打和

谈都是手段，目的一样。

特朗普对华的政策目的，具体

策略第一个叫大力打你，把大棒做

得很大，做大了以后一定要跟你谈，

如果你马上接受了之后接受成本，

减少成本。

所以他交替使用，所以打是美

国贸易政策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

像战争是政治利益的手段，继续谈

的就是左边的贸易战，二者是同一

贸易政策，不同工具并没有本质区

别，所以它是两手交替，两手都很硬

的，变化的是策略，不变的是目的，

没有反复无常。所以我们不要以为

谈判就万事大吉了，一打起来就大

祸临头了，这个可能不行。

那么为什么要看到本质？他的

本质是什么？两大本质，一个司法规

则还有没有用，多边体制还不能维

护，第二个中国还有没有发展，这是

两个根本。同时我们又在 WTO暴露

他这么刺激矛盾，所以这个时候现

在的问题是关系到全球自由贸易，

因为美国基本的贸易政策是，现行

国际贸易规则是针对美国的，美国

不允许世贸组织阻止他采取行动。

所以它自贸都可以放到里面，我们

经常说是 2019年年底大法官人数

不够了，只剩一个就停摆，实际上大

法官即使满员也没用，美国可以不

理。他过去多次如此，所以不要从简

单地从对华孤立来看，要从全球来

看。

阿泽维多说目前世界贸易体制

面临的 20世纪 30年代的大小，所

以既然我们说全球化，我们是负责

任大国，到这个时候我说透了，那在

世界上还有人信。第二个中国发展

权，我们看第 1批 500亿美元的其

中 340亿美元的 818项，它针对这

9个行业，右边这一栏是我们中国

制造 2025的很重要。对除了新材料

完全相同，所以这是他们自己说的。

纳瓦罗说特朗普对中国高商品征收

关税的法律，瞄准的当然是中国制

造 2025的计划，所以有一点多次从

美国朋友打听到，最后美国怎么退

让，头一个 500亿美元关系到两千

种中国制造 2025，所以这点当然不

可能会变化，但是要注意这一点，所

以它的目标是不允许中国在新兴产

业超过，贸易战的本质不是贸易，贸

易不仅仅是载体，而是战略。

美国三个不能坐视，第一与她

完全不同性质的国家越来越壮大，

甚至比他更大。 第二不能容忍中

国在高技术领域威胁美国主导地

位。第三不能承认“一带一路”对美

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重构。所以战

略对手的地位定位决定了遏制中国

发展。所以不要以为有个协议就完

事了。那么这是本质本身，还不是最

终的本质，后面还有个根源，有了根

源才能解释本质，既然有这些根本

的根源，所以他们决定的问题的本

质性和它的长期性，不会轻易地因

为临时因素而改变。

2020年乃至更长时间，中美可

能矛盾和斗争将长期存在，不可掉

以轻心。估计到 2035年，就是我们

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到

2035年，基本上我们全面超过美

国，那时候美国要整你整不了？

我们最后从战略上看的还远一

点，会不会脱钩并发生冷战？两个基

本判断。第一个中美斗争战略性的

长期复杂。前面都讲过，基本已经不

用了，但是这是另一方面，中美脱钩

的可能性为 0。冷战可能性很小，战

争上面为什么？因为现在所有的政

策主张，他的方针战略好，全部是上

层建筑，不是经济基础。全球化是一

种客观规律，经济算是中美在产业

链全球产业上大规模分工合作，这

是一个。所以马克思讲的不是上层

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还是经济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但是这个是根本规

律，在短期内上层建筑可以对经济

基础造成重大破坏和扭曲。所以我

们不能低估这一点，但是长远看，根

据这两个基本战略判断，我们的基

本战略定力，第一个要敢于斗争，善

于斗争，对他矛盾一点不敢，但是既

然中美不会脱钩的话，我们要努力

合作，还要善于合作。第二个是要做

好坚定不移推动改革开放，关键是

要把事情做好，自己事情做好，我们

前面讲中国经济下行主要原因是投

资，关键问题还是在国内，中国不会

输给美国，只会输了自己，中美建交

40年，政治、经贸摩擦始终未断，双

边贸易额却增长了 240倍，为人类

文明史以来所仅见。对此，我们应有

充分的信心。▲
(本文转载自《国际贸易论坛》2019

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