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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 2年 13轮的艰苦谈判，

中美两国最终于 2020年 1月 15日

在华盛顿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

议，为双方长达 2年多的贸易摩擦

按下了暂停键。这对于缓解全球经

济下行、稳定全球金融市场预期起

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内容极

为广泛，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农产品

及食品贸易、金融服务、宏观经济政

策、汇率问题、技术转让、贸易争端

解决处理等方面。虽然内容庞杂，条

文众多，但核心目的只有一个，即中

国应该扩大从美国进口相关商品及

服务，在 2017年双边贸易额的基础

上，2020-2021年连续两年内增加

2000亿美元的进口额。总而言之，

协议的文本只是工具，履行商品及

服务清单中的义务是最终目的。虽

然我国消费市场庞大，但在当前全

球经济下行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之下，在 2020-2021年这两年时

间内要完成协议中的进口要求，对

于我国而言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

而中国的履约程度及水平对未来的

中美第二轮谈判及全球经济发展也

会产生深远影响。作为负责任的大

国，该协议具有国际法性质，通过何

种形式履行协议的内容，是我国政

府必须考量的问题。

一、协议中商品及服务贸易

类型与美国的要求

（一）优势商品：继续扩大对华

出口

按照美国商务部的统计，美国

对华出口的优势商品包括交通工

具、机电产品、油籽、光电器材、矿产

品、塑料制品、化工产品，这几类产

品从 2017对华出口份额占其各自

对外出口份额的比例分别为

22.45% 、19.27% 、9.9% 、6.78% 、

6.56%、4.37%和 3.77%。在中美第一

阶段经贸协议中，美国要求

2020-2021年中国对上述产品的进

口额要在 2017年的基准上予以提

升，而不是 2018、2019年基准，因为

2018-2019年中国自美商品进口额

明显下滑。

就制成品而言，这类清单中包

括全部工业机器产品，全部机电及

电器设备，部分航空航天产品和载

人、载货车辆，全部药品，部分光学

和医疗设备，部分无机化学品，全部

有机化学品和全部木材及木炭产

品。这些商品是美国的优势产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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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产品、航天航空产品在全

球具备绝对优势；制药业发达，研发

投入高，产品上市监管严格，具备较

大的规模效应；化学工业资源丰富、

技术成熟，竞争优势突出。对于这些

商品，中国必须要继续扩大进口量，

放宽市场准入限制，缩减部分产品

进口审批时间。

就农产品而言，美国部分农产

品优势突出。2018-2019年美国生

产的粗粮、油料、棉花分别占到了全

球 总 产 量 的 28.4% 、22.58% 和

17.01%。2017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

高粱、大麦、燕麦这三类产品占到了

其对外出口总额的 75.01%，出口到

中国的大豆占到了其大豆对外出口

总量的 50%。这些商品在中国具有

广泛的市场，使得美国在协议中要

求中国在 2017年的基础上继续扩

大进口。在其他农产品当中，出口到

中国的生皮、皮革、水产品分别占到

了美国这些产品对外出口额的

48.54%、22.67%和 22.41%。除了上

述农产品之外，美国在清单中还罗

列了全部活动物产品、肉及食用杂

碎、乳制品，部分其他动物产品，全

部食用水果及坚果，除了鱼肝油之

外的动植物油、脂肪产品，全部的蔬

菜，部分饮料、酒及醋产品，全部的

烟草及烟草替代品，部分精油及香

膏。因受到关税影响，2018-2019年

美国对华出口的农产品与 2017年

相比分别下降了 105 亿美元和

64.12亿美元，尤其是大豆、玉米、

高粱等大宗农产品对华出口下滑明

显，对美国南部的农业州打击较大。

因此，此次协议中不仅要求中国继

续扩大大宗农产品进口量，还要求

中国扩大农产品进口种类。

（二）优势不突出商品：尽可能

增加出口

对于竞争优势不够突出的产

业，美国政府在协议中要求尽量增

加对华出口量，以此来增加其国内

就业岗位。在制成品当中，美国的钢

铁、钢铁制品竞争优势并不明显，与

中国钢铁产品及制品相比几乎没有

优势。特朗普政府之所以要扶持钢

铁产业，就是为了安抚“铁锈带”（即

美国工业衰落较快的西北部和五大

湖区）选民的情绪。2017-2019年，

美国钢铁公司（在全球排名第 26

位）职工每小时的雇佣成本分别是

61.25美元、65.32美元和 62.87美

元。如此之高的人工成本，大大提升

了美国钢铁及其制品的市场价格，

在国际市场上无法同其他国家钢铁

产品进行竞争。在农产品当中，清单

中列举的全部根茎类、块茎类产品，

全部咖啡、茶叶等产品，全部糖类及

糖类食品，全部可可及可可脂品、全

部谷物粉等，这些产品其实也无太

大竞争优势，对华出口量也比较少。

就能源产品而言，美国已是全球最

大的原油、天然气生产国，也是冶炼

能力最强的国家，同时还是全球第

二大能源消费国和第三大煤炭生产

国。因为地理位置、运输成本等方面

的原因，美国能源出口优势不明显。

但此次清单中列举了原油、煤炭、石

油气、碳氢化合物等产品。对于上述

商品，协议要求中国尽可能增加进

口。

（三）没有优势的产品：尽量增

加出口或取得零突破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商品

及服务贸易清单中列举了很多美国

没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对于这些产

品，美国希望中国适当提高进口额

或对从未进口过的商品实现零突

破。在制成品当中，美国希望中国能

够在文字处理机、四类无机化学药

品和三氯乙醛等产品进口上取得突

破。在农产品领域，美国希望麦芽、

黑麦、蚕茧、蚕丝等产品能够进入中

国市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

出口国，有些农产品之所以没有竞

争优势，并不是质量问题，而是受制

于地理空间和保质期，如新鲜果蔬、

活动物等要出口到中国必须要克服

技术困难。当然，像蚕丝、蚕茧等农

产品，美国肯定没有优势。

（四）服务贸易：继续扩大对华

出口

美国服务业发达，比较优势突

出，美方希望继续扩大对中国服务

出口。服务清单列举了五个主要领

域，包括知识产权使用收费、商务旅

行与旅游、金融服务与保险、其他的

商务服务、云计算服务。2017年前

四项服务对华出口占到了美国对华

服务出口额的 90.2%，服务贸易顺

差达 560亿美元。美国希望通过第

一阶段协议在 2017年基准上继续

扩大对华出口，为此，协议有三章内

容是为扩大服务出口作铺垫的。协

议的第一章内容是关于知识产权保

护基本要求，包括商业秘密的范围

界定、侵权行为的民事和刑事救济，

涉及到电子商务、药品、软件使用、

著作权等多个领域；第二章内容是

规定技术转让的程序及保护标准；

第四章内容是金融服务市场开放问

题。客观而言，美国扩大服务出口的

要求，对中国而言存在一定压力。因

为部分服务如云计算、人工智能、商

务服务等与我国服务业存在一定的

竞争，扩大这些服务的进口，必然会

挤压我国相关服务产业的生存空

间。

二、我国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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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议的数量目标

客观看，中美两国要在 2年内

实现这些目标难度不小。自从中美

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对华出口规模

不断缩小，而协议是以 2017年美国

对华出口为基准的，起点过高。按照

协议要求，2020年中国自美进口的

制成品、农产品、能源产品及服务增

量分别为 329亿美元、125亿美元、

185亿美元和 128亿美元，换言之

就是在 2017 年基础上分别增长

64.59%、58.63%、215.3%和 24.65%；

2021年中国自美进口的制成品、农

产品、能源产品和服务增量分别为

448亿美元、195亿美元、339 亿美

元和 251 亿美元，换言之就是在

2017 年基础上分别增长 89.18%、

93.14%、393.64%和 56.2%。然而自

2018年两国的相互加征关税以来，

对双边贸易已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

响，2017-2019年中国自美进口的

制成品增幅分别为 10.42%、-2.78%

和 1.12%；农产品的波动更大，三年

的增幅分别为 -8.24%、-50.2%和

41.25%；能源产品也受到较大影响，

三年来的增幅分别为 221.3%、

0.87%和 -54.21%；服务进口受到的

影响虽不及前三类商品，但增幅缓

慢，三年来中国自美进口增幅分别

为 5.21%、0.88%和 2.31%。基于中国

近 3年自美进口的增幅看，除了能

源产品之外，农产品、制成品和服务

对华出口的目标定的过高，实现难

度较大。

（二）中国市场消化能力

具体而言：第一，从产品类型上

看，中国每年机电产品进口额超过

6000亿美元，光电产品的进口额接

近 1000亿美元。2017-2019年间，

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额分别为 2060

亿美元、3118亿美元和 3087亿美

元；汽车进口额分别为 500亿美元、

505亿美元、480亿美元；自动控制

仪器进口额分别为 330亿美元、390

亿美元和 371亿美元。另外，中国连

续三年的药品进口增长率均保持在

两位数。由此可见，我国制成品市场

潜力巨大，有足够的市场容量来消

化自美进口的制成品。第二，就农产

品进口而言，我国从 2004年至今，

农产品进口量急剧增长，是全球重

要的农产品进口大国。2017-2019

年，我国农产品进口额分别为 1250

亿美元、1384 亿美元和 1494亿美

元。肉类、果蔬、谷物是进口的主要

产品类型。其中大豆进口额一直稳

居所有农产品首位，近 3年的进口

额分别为 396亿美元、380亿美元

和 351亿美元。农产品进口市场比

制成品进口市场弹性要大，实现经

贸协议的数量目标问题不大。第三，

就能源产品进口看，我国已经是全

球第一大能源进口国，原油、天然气

进口量均位居世界首位，而且能源

需求缺口较大。2019年中国能源进

口额达到了 3512亿美元，其中原油

进口额为 2614亿美元，天然气进口

额为 420 亿美元，煤炭进口额为

230亿美元，非化石能源进口额为

248亿美元。其中来自于俄罗斯、沙

特的进口份额排在前两位，分别为

12.34%和 11.98%，来自于美国的进

口份额仅为 1.2%。由此可见，中美

能源合作空间很大，实现协议中的

数量目标问题不大。

（三）面临的挑战

1. 服务进口目标实现难度极

大。近 3年，中国自美服务进口额占

到了协议所列清单中服务进口量要

求的 90%以上，剩下的空间比较小。

2019 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口额为

5015亿美元，其中交通和旅行、旅

游方面的进口额占到了进口总额的

68.9%，一般商业服务占比 10.1%，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

使用费和金融服务与保险分别占比

9.34%、6.89%和 4.77%。虽然我国近

几年致力于改善营商环境，加大服

务业市场开放及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但服务消费具有区域性特征，主

要集中于大中城市，国内服务消费

不可能在未来 2年时间内出现急剧

扩张的局面，因此实现协议目标难

度过大。加上，美国对华出口的服务

大多数属于高端服务业领域，服务

消费成本过高。

2.美国政府对华贸易政策是协

议目标实现的决定性影响因素。美

国商品中最具优势的应该是高科技

商品，这些商品应该成为对华出口

的主要商品。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

此。2002年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

口额为 120亿美元，此后连年增长，

2017年达到了最高峰值，为 1358

亿美元，2018年虽然有所下降，但

还能够保持在 1345 亿美元，2019

年下跌到 1011亿美元。其实，中美

贸易摩擦的焦点就在于高科技产

品，美国为了保持其在高科技领域

的垄断优势，为高科技产品对华出

口设置了较多的障碍，或是限制对

华出口，或是禁止对华出口。中美贸

易逆差的造成，根源就在于美国减

少优势产品对华出口。为了缩减逆

差，美国希望通过价值含量低的大

宗商品对华出口来实现，然而大宗

商品进口来源市场具有较大替代

性，中国可以选择从其他国家进口

大宗商品。2017年中国高科技产品

进口额为 5800亿美元，而当年华为

公司从美国的进口额仅为 356亿美

元。由此可见，只要美国政府能够放

开对华出口限制，特别是高科技产



ECONOMIC RELATIONS
F

PRACTICE IN

REIGN
ANDTRADE

品如芯片、智能产品、光电产品、生

物产品等，中美贸易逆差会很快得

以逆转。而协议中美国寄希望于能

源产品、农产品对华出口来缩小贸

易逆差，今年因受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中美两国约定的关税谈判迟

迟无法开展，如今已经半年过去了，

中国自美进口并未出现大幅度增

长。

3.全球经济形势下行带来的履

行挑战。进入 2020年以来，美国各

项经济指标良好，然而潜在的风险

较大，泡沫成分较多，美国商业届充

满了经济见顶回落的忧虑，美联储

的利率政策重回宽松就是一个例

证。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市场

消费能力、对美国供应商的供应能

力有明显的负面影响。中国第一季

度进口额呈负增长，在多久时间内

能够重回正轨难以预料。中美两国

是全球经济引擎，一旦消费陷入停

滞，协议中设定的数量目标难以实

现。

三、中美第二阶段谈判的展

望

（一）第二阶段谈判展望

总体看，第一阶段协议是一个

失衡的协议，大部分规定的是美方

的权利和中方的义务。美国商业界

在第一阶段协议签署后均急切希望

开启第二阶段谈判，因为加征关税

只要不撤销，就势必会增加美国企

业的出口成本，降低美国商品在中

国市场上的竞争力。正如美国制造

商协会主席丹尼斯·斯莱特（Dennis

Slater）所言，双方签订协议只是第

一步，降低关税才是实现美国对华

出口的关键。举行第二轮谈判是必

然的，但何时启动目前尚难预料。首

先，202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现任

总统特朗普在共和党内几乎没有对

手，其能够顺利获得党内总统候选

人资格。民主党人拜登在党内已获

得了总统候选人资格。中美第二阶

段谈判的时间取决于选举走势。如

果选情不利于特朗普，美国政府可

能会加快谈判脚步来争取选票；反

之如果特朗普连任呼声很高，第二

阶段谈判可能会比第一阶段谈判更

艰难。但无论如何，特朗普必须要兑

现其在上次大选中许下的承诺，如

增加制造业就业岗位，发展传统能

源产业，扩大农产品出口等，这些政

策能否彻底兑现，决定了农业州、美

国西北部各州的选票走势。如果中

美第二阶段谈判拖到美国大选结束

后，特朗普未能连任，民主党人总统

可能对第一阶段协议执行没有那么

严格要求；如果特朗普连任，第二阶

段谈判会更加艰难。

（二）第二阶段谈判难度分析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并不是靠一

个协议就能够解决的，必须要靠第

二阶段谈判来促进第一阶段协议的

履行。具体而言：第一，中美在第一

阶段谈判中对数量目标设定过于乐

观，加上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

实际履行情况难以预料。如果履行

情况无法令美方满意，必然会影响

第二阶段谈判进程和意愿。第二，统

计口径不同造成认知上的冲突。

2019年，按照中国海关的统计，中

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总额为

1227.14亿美元，而美国商务部坚

持只有 1066亿美元。为何差异巨

大，因为 2019年美国对香港出口额

为 308亿美元，这 308亿美元中的

绝大部分商品是转口到内地。美国

商务部的统计方式和方法未能反映

国际供应链的变化形式，夸大了双

边贸易的失衡性。第三，受今年新冠

肺炎疫情的影响，美国国内反华势

力抬头，2020年不管是哪个党候选

人当选，对华持敌视态度短期内难

以改变，注定了第二阶段谈判之艰

难。第四，经过几十年的调整与转

型，美国是全球头号科技、服务大

国，制造业不再是其最大的优势

产业。如果美国坚持用自身劣势

去对抗其他国家的优势产业，那

么商品贸易中的逆差难以逆转。

美国商品出口除了对华有逆差，

对墨西哥、加拿大、日本均存在逆

差。第五，全球经济充满着不确定

性，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已经对

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伤害。各国

正在采取各自的办法恢复供应链

的正常运转，如果 RCEP能够在今

年内达成最终协议，亚太独立产

业链就能够形成，在一定程度上

可能会降低中国的妥协意愿，也

将会增加第二阶段谈判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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