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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入 21 世纪, 中美经贸关系

日益密切 (见表 1、表 2)。

按中国海关统计, 以国家论, 美国

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6 年

中美贸易总额 262618 亿美元, 占

中国外贸总额 1419% ; 美国是中

国最大的海外市场, 对美国出口额

占中国总出口额 21%; 美国是中

国第 4大进口伙伴, 排在日本、中

国台湾省和韩国之后, 占中国总进

口额 715%。按美国海关统计, 中

国是美国第2大贸易伙伴, 2006年

美中贸易总额达 343010 亿美元,

占美国外贸总额 1119%; 中国是

美国第 2大进口伙伴, 占美国总进

口额 1515%; 中国 (含香港) 是

美国第 3大出口市场, 对华出口额

占美国总出口额 710%。
但是, 随着经济贸易合作的迅

速发展, 中美双边的经济贸易摩擦

接连不断, 此起彼伏, 非经济因素

干扰着两国经济贸易的顺利发展。

当前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人民币

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和美国对华贸

易逆差等问题上。

一、人民币汇率问题

随着中美贸易的高速发展,

美国政府强压人民币升值的呼声

也日益高涨。美国各政治团体通

过各种渠道以不同方式对人民币

升值施压, 以实现其自身贸易

利益。

表 1  中美贸易一览表 (中国海关统计)

单位: 亿美元, %

年份 总额 增长率 出口 增长率 进口 增长率 平衡 增长率

2000 74416 2112 5211 0 241 2 22316 1418 29819 3310

2001 80418 811 5421 8 41 2 26210 1712 28018 - 61 1

2002 97118 2018 6991 5 281 9 27213 319 42712 5211

2003 126313 3010 9241 7 321 2 33816 2413 58611 3712

2004 169613 3413 12491 5 351 1 44618 3119 80217 3710

2005 211616 2418 16291 0 301 4 48713 911 114117 4212

2006 262618 2412 20341 7 241 9 59211 2115 144216 2614

表 2  中美贸易一览表 (美国海关统计)

单位: 亿美元, %

年份 总额 增长率 进口 增长率 出口 增长率 平衡 增长率

2000 116312 2216 10001 6 221 3 16215 2319 - 83811 2210

2001 121416 414 10221 8 21 2 19118 1810 - 83110 - 81 5

2002 147312 2113 12511 9 221 4 22113 1514 - 103016 2410

2003 180810 2217 15231 8 211 7 28412 2814 - 123916 2013

2004 231412 2810 19671 0 291 1 34712 2212 - 161918 3016

2005 285310 2313 24341 6 231 8 41814 2015 - 201613 2415

2006 343010 2012 28771 7 181 2 55212 3210 - 232515 1513

  (一) 对美国强压人民币升值

的评析

强压贸易伙伴的货币大幅度升

值, 以达到减少自己贸易逆差, 这

是美国历届政府多年以来的习惯做

法。20世纪 70 年代, 美国压马克

大幅度升值, 从 60年代 412 马克

到 90年代上升到 115马克兑一个
美元, 升值 64% ; 80 年代中期压

日元大幅度升值, 从 1985 年 2 月

263日元到 1988年 2 月猛升到 128

日元兑一个美元, 升值 40% ; 80

年末压新台币升值, 限令新台币在

半年之内升值 40% , 从 42个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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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猛升到 25个新台币兑 1个美元。

但效果如何呢? 多年以来, 美国对

德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一直处

于逆差状态。2006 年美国对德国

贸易逆差 478亿美元, 对日本贸易

逆差 885亿美元, 对台湾地区贸易

  我国外贸出口增幅 2007年将有较大幅

度的下滑, 很可能会从 2006 年出口增幅

27%下降到 15%左右, 甚至更低一些。

逆差 152亿美元。再以压欧元升值

为例, 2002年 1月底1欧元兑0186
美元, 2006 年 7月 1 欧元兑 1129
美元, 升值约 50%。而美国对欧

元区 的 贸易 逆差 从

2001年540亿美元, 到

2005年猛增到 915亿美

元, 增长 70%。以上事

例充分说明, 一个国家

或地区的商品是否拥有

竞争力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 单纯

依靠压对方货币升值来减少本国贸

易逆差是传统的国际贸易思维。时

代发展了, 情况复杂了, 这种传统

思维也该加以调整和更新了!

(二) 人民币升值对中美经贸

关系的影响

由于人民币升值, 在 2006年

12月美国节日市场上, 来自中国

的纺织品和服装价格上涨了 5%左

右, 玩具价格上涨了 10% 左右。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大多是日用

消费品, 是广大美国消费者需要

的, 随着人民币加速升值, 必然会

使美国的通货膨胀火上浇油。正如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

金农 ( RonaldMcKinnon) 2006年 12

月14日 5美元的价值6 一文所说,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大幅下降无法

纠正美中两国的储蓄不平衡现象,

但它却会引发一轮货币不稳定潮,

导致中国出现通货紧缩。如果人民

币兑美元升值, 其他亚洲国家甚至

欧洲货币也依样而行, 通货膨胀之

鸽很有可能会飞回美国栖息, 就像

上个世纪 70年代那样。0 麦金农教

授警告, / 不幸的是, 由于不断向

中国施压要人民币兑美元升值, 保

尔森某种程度上已背离了其公开宣

称的强势美元立场。如果中国顶不

住压力真的让人民币大幅升值, 那

么它就会像日本在上个世纪 80 )

90 年代那样陷入通货紧缩境地,

而它的贸易顺差却不会因此而缩

小。0 麦金农教授用最通俗浅显的
语言告诉人们, 美国强压人民币升

值是损人不利己!

我国外贸出口增幅 2007 年将

有较大幅度的下滑, 很可能如商务

部研究院预测的, 会从 2006 年出

口增幅 27%下降到 15% 左右, 甚

至更低一些。这固然能起到减少贸

易顺差的作用, 但还有一个效果是

人们所不愿看到的, 那就是它影响

社会就业。每年我国有几千万农民

工从农村来到城里寻找工作机会,

外贸出口增幅较大幅度下滑后, 就

业机会就会大大减少。正如樊钢所

长所言, 人民币汇率快速上升最大

的受害者就是广大的农民工。找不

到工作的民工留在城市将会影响城

市稳定, 扫兴而回到贫苦家乡的农

民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总之,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和

谐社会的建设。

二、保护知识产权问题

中美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发

生摩擦与纠纷由来已久。从 1990

年至 1996年已进行了三个回合的

谈判。

2004年 7月, 美国商务部副部

长指责中国企业全面侵权, 从汽车

零配件到小五金制品, 以及医药、

化工、轻工、纺织、机电产品等,

损害了美国企业的经济利益高达

240亿美元。2005年 2月 10日 5纽

约时报6 报道, 美国商会拟针对中

国严重仿冒问题采取

法律性动。这是美国

商会首次要求政府把

仿冒问题提交世界贸

易组织处理。美国商

会副主席布里连特说,

/就侵害知识产权问题而言, 中国

是头号公敌。中国方面 2004 年曾

做出过重大承诺, 但是情况却变得

越来越糟。0
对于国内部分企业侵权行为,

中国政府予以高度重视和严厉打

击。中国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 保

护知识产权是中国的国家战略。中

方在严厉打击侵权行为方面已取得

明显进展。2004年9月, 中国政府

决定从 2004年 9月至2005年9月,

后又延长到年底, 用一年多的时间

严厉打击各种侵权行为, 大力保护

中外的知识产权。2004年 12月 21

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宣布从严判处各种侵权行为, 加大

对版权、商标权、专利权和各种商

业秘密的保护力度。2004 年全国

共收缴盗版音像制品 1175 亿件,

盗版出版物 2113 亿件。2005 年,

全国公安机关立案侦办的相关案件

因此上升 52% , 破案 1470 起, 同

比上升 56%, 涉案总价值 1218亿
元, 约合 1156 亿美元, 同比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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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 , 检察机关批捕的相关罪犯

人数同比上升 40%。商务部在全

国50个大中城市建立了知识产权

举报投诉中心, 到 2006年 9月 30

日, 已接受举报 1156万件。今后,

中方将进一步采取措施, 加强知识

产权的保护。

  美国的外贸逆差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
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 是大规模、最

广泛的国际分工的必然产物。美国的外贸

逆差属于结构性的, 已经持续 36年了, 很

难逆转。

众所周知, 知识产权保护是世

界性问题。根据美国电影协会统

计, 2005 年世界范围的电影盗版

让美国损失了 61 亿美

元, 其中中国的盗版

214亿美元, 占 319%。
中方欢迎美方对中国的

知识产权保护提出积极

建议, 但美方不应夸大

问题, 中美双方应在保

护知识产权领域进一步

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

事实表明, 在过去的十几年

里, 中国政府为保护知识产权付出

了艰辛的努力,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

护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重大进展, 走

过了发达国家通常需要几十年甚至

上百年的历程。但是中国政府清醒

地认识到, 在经济相对落后和科技

水平不高的情况下, 建立起完善的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绝非一朝一夕

之事。在中国, 保护知识产权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任务相当艰巨。

三、对华贸易逆差问题

(一) 美国的外贸逆差是经济

全球化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

结果

美国的外贸逆差是经济全球化

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

是大规模、最广泛的国际分工的必

然产物。美国的外贸逆差属于结构

性的, 已经持续 36年了, 很难逆

转。美国的外贸逆差分为三个类

别, 即资源性逆差、补充性逆差和

竞争性逆差。实际上贸易逆差并没

有损害美国经济, 美国依然是当今

世界超级经济大国。法国经济学家

雅克#吕夫曾经说过, 听任贸易逆

差居高不下而对经济没有造成大的

伤害, 可以说美国的贸易赤字是

/无泪0 的赤字。

进口大量物美价廉的日用消费

品符合美国市场的需求, 有利于广

大的消费者, 有助于缓解通货膨

胀, 这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

发展的必要补充。贸易逆差是一种

贸易行为, 应从市场的需求去分

析、观察。美国是世界上跨国公司

最多的国家, 跨国公司是以全球作

为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 因此不能

以商品进入美国海关作为判断贸易

顺差和逆差的依据。若能统计出跨

国公司内部的贸易往来, 那美国就

是贸易盈余国。

(二) 正确看待美国对华巨额

贸易赤字问题

应当如何看待美国对华巨额贸

易赤字? 必须指出传统上的贸易统

计数字说明不了当前的中美贸易不

平衡问题。

首先,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吸

引外资的 70% 来自东亚。多年以

来, 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新加

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香

港等国家和地区把原来他们对美国

贸易顺差的产品生产转移到中国大

陆, 引发了 /贸易平衡转移效应0。
因此, 这些三资企业的产品 (其中

大部分零部件都是来自上述国家和

地区) 并非 / Made in China0, 而是
/ Made in East Asia0。出口到美国所

得到的贸易顺差自然为上述国家和

地区所分享, 而非中国所独有, 但

是对美国出口的金额却百分之百地

统计在中国名下。从

这个角度来看, 美国

对华贸易逆差不是大

象与小象的争论, 而

是要分清楚是中国象

与亚洲象。中美贸易

不能局限为双边贸易,

而是多边国际贸易。

按中方统计, 2006 年中国对美国

贸易顺差为 1443亿美元, 对日本、

韩国、台湾地区和东盟却有 1539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从这个意义上

来讲, 中国大陆是亚洲的加工中心

或称为世界加工厂, 美国对华贸易

逆差实际上是美国与东亚地区的贸

易逆差。正如原中国国家统计局李

德水局长所言, /中国对美欧的巨
额贸易顺差实际上是过路财神0,

华而不实。李局长还说, /我们看

问题不要只看海关统计数字, 不能

只看物质商品货物的国际贸易关

系, 还要看无形的技术专利和服务

贸易, 来综合观察国际贸易的平衡

和逆差、顺差, 要全面地分析。0

众所周知, 在中美贸易中, 美国进

口商、批发商和零售商获得利润远

高于中国的生产商和出口商。在中

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上最活跃的是美

国进口商。总之, 从海关统计看中

国获得了顺差, 而美国却获得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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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举例来说, 生产一个芭比娃

娃, 中国只得到了 0135 美元, 运

到美国海关报关价格为 2个美元,

在美国市场上是以 9199美元销售。
其实, 中美贸易的一个重要特

点是中国对美国出口中的 70%为

加工贸易, 这就意味着中国只能获

  在中美经贸合作中, 贸易优势在美国

一边。很难认为一个靠出口大量劳动密集

型日用消费品来换取少量高科技设备与技

术的发展中国家具备了贸易优势。放宽高

科技出口管制是缓解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

捷径。

得少量地加工费用。2006 年, 中

国高新技术出口额为 2815亿美元,

其中外资企业占 8811%, 国有企

业占 619%, 民营企业

占 510%。当年中国出
口笔记本电脑 520 万

台, 金额 385 亿美元,

而以加工贸易方式生产

的占 9918%。以中国
向美国出口的笔记本电

脑为例, 它们是在江苏

省昆山市台资企业里组

装的, 其中包括美国制

造的处理器和软件, 日本的硬盘,

韩国的显示器, 新加坡的声卡等。

中国大陆对产品最终价值的贡献不

超过 30%。按照原产地规则, 这

个笔记本电脑算中国制造, 实际上

是在中国组装。整个笔记本电脑的

报关价格要统计在中国对美国的出

口额里, 这显然不能准确地反映两

国之间的实际贸易情况。

第三, 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主

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即商品贸易、

技术贸易、服务贸易和相互投资。

而通常所说的外贸逆差是指商品贸

易的逆差。美国对华经贸优势恰恰

体现在后三个领域。到 2006年年

底, 美国在华实际投资为 540亿美

元, 设立了 5万多家企业 (中国在

美国实际投资仅为 916 亿美元)。

这5万多家美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

大部分都在中国市场上销售或向中

国的邻国与地区出口, 返销美国市

场的只占小部分, 如耐克运动鞋、

运动服等, 赚的钱自然为美商所

有, 而账却记在中国头上, 算作中

国对美国出口。以通用汽车公司和

摩托罗拉公司为例, 他们在中国生

产的汽车和手机在中国市场上热

销, 而且市场需求旺盛, 这实际上

取代了中国从美国进口轿车和手

机。这些美资企业在中国赚了钱,

除继续在华扩大投资外, 其余部分

汇回美国, 实际上部分弥补了美国

对华贸易逆差。据中国商务部不完

全统计, 2005 年美资企业在中国

销售金额高达 600多亿美元, 向中

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出口了 460多亿

美元的产品, 这两项金额可以弥补

当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2016 亿美

元的 53%。

正如商务部长薄熙来所言, 综

合考虑, 中美经贸合作的关系是基

本平衡的, 是互惠互利的。正因为

比较平衡, 互惠互利, 才能持续发

展, 否则是难以为继的。

(三) 中美对待贸易赤字问题

的态度

在中美经贸合作中, 贸易优势

在美国一边。很难认为一个靠出口

大量劳动密集型日用消费品来换取

少量高科技设备与技术的发展中国

家具备了贸易优势。中国对美国出

口四五千万双鞋才能换来一架波音

747大型客机。从 1993年开始出现

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主要是由于美

国的贸易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

放宽高科技出口管制是缓解美国对

华贸易逆差的捷径。

1981 ) 1983年中美关系出现挫

折, 致使贸易额连续两年下降。

1983年 6月 21 日, 为了改善中美

关系和维护美国企业

的利益, 里根政府决

定在对华技术出口管

制问题上, 把中国与

美国的非结盟友好国

家列入同一大组。从

1983年到 1987年, 里

根政府把向中国技术

转让的绿区从 7 类扩

展到 32类。据美国商

务部统计, 对华出口的高科技设备

从 1982年的 6亿美元上升到 1987

年的 17亿美元, 7年累计超过了

80亿美元。这些高科技设备包括

一些军民两用技术, 如导航定向设

备, 机载通讯设备、红外线、紫外

线和超声波通讯、监测、跟踪器材

等。因此在对华放宽高科技出口管

制方面, 里根政府堪称同为共和党

右翼的小布什政府的楷模。此外

1989年初老布什入主白宫, 2月 28

日, 美国商务部宣布进一步放宽对

华技术出口管制, 在里根政府已放

宽的 32类高新技术基础上再增加

13类技术。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

原因, 这 13类高新技术的对华出

口没有实现。

1989 年夏以来, 美国对华实

行制裁, 对中国采取歧视性的出口

管制措施。这给中美发展经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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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极大地限制了

美国大中企业对华出口, 也给美国

大中型企业在中国高新科技领域投

资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美国的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和中国

巨大市场、廉价劳动力、资源相结合, 就

一定能给两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利益,

大大有利于两国经济的振兴, 也会促进世

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 中国加快了

实现现代化的速度。每年都从西方

发达国家进口数百亿美元的高新技

术及设备。2006 年, 中国共登记

技术引进合同 10538项, 合同金额

220亿美元, 同比增长 1516%。与
美国相反, 其他西方发

达国家相继取消了对华

出口管制歧视性的限

制, 而且向本国对华出

口企业提供信贷支持,

大大促进了对华出口。

2001 年, 来自美国的

技术产品占中国相关进

口的 18%, 2005 年将

至8%, 而同期欧盟对华技术产品

出口增长了 70% , 日本增长了

150%。美国一方面强调对华贸易

逆差问题, 一方面又不放宽对华出

口管制, 这是自相矛盾的。美国歧

视性的出口管制政策并不能阻挠中

国的现代化进程。当今世界有相当

数量的技术与设备是可以从美国以

外的发达国家 (包括军事技术) 获

得的。另外, 随着中国自己科技水

平的不断提高, 许多高科技是可以

自己逐步研制成功的。中国的航天

技术、人造通讯卫星、生物遗传工

程和银河三号百亿次大型计算机系

统、第三代战斗机歼 ) 10 等等都

已达到国际水平。这样美国拥有高

新技术的大中型企业看着本可以大

显身手的商机付之东流, 真可谓

/作茧自缚0, 为他人提供了良好的
商机, 把中国这个大市场拱手让给

了欧洲、日本、俄罗斯等发达

国家。

2004年 4月美国副总统迪克#

切尼访华时允诺向中国出售四座大

型核电站是一大进步。一座核电站

三期工程几十亿美元, 从 2006年

到 2020年中国每年要兴建 3 ) 4座

核电站, 这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核电

市场。2006年 12月 16日, 中美两

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 /关于在中国

合作建设先进压水堆核电项目及相

关技术转让的谅解备忘录0。同日,

中国国家核电技术招标机构选择了

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和肖工程公司联

合体作为优先中标方。中国将引进

西屋电器公司的 AP1000 技术, 建

设浙江三门和广东阳江等 4台核电

反应堆, 每个反应堆造价约 10亿

) 20亿美元, 工程于 2007年初开

始, 2013 年投入运营。美国能源

部长博德曼和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在

签约后一致认为, 这一合同绝对是

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里美国最大

的收获。博德曼说, /这是美国核

工业史上最兴奋的一天, 这桩涉及

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大单将为美

国创造 5500个就业机会。0 他还表
示, 这桩交易对减少美国对华贸易

逆差将起到很大的帮助, 将对中美

贸易摩擦起到减压作用。但是美国

对用作农业气象的超大型计算机、

数控机床以及一些涉及到军民两用

的技术依然严格限制。对于这种作

茧自缚、目光短浅的作法, 美国大

中型企业颇有微词。此外, 中国现

在急需环境保护、替代能源和节能

降耗等方面的技术与设备, 在这些

领域, 只要美国政府适度放宽出口

管制, 美国企业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从 2001年到 2006年的 6年里,

中国总进口为 29644 亿美元。从

2003年起, 中国就超过日本成为

世界第三大进口国。

2006年中国进口达到

7916亿美元, 与 1996

年美国进口额 8031亿

美元 旗鼓 相当。从

2007年到 2010 年的 4

年里, 中国预计进口

将超过 315万亿美元。
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新兴大市场。只要美国政府排除非

经济因素的干扰, 完全撤销早已过

时的对华制裁, 仿照里根政府的作

法, 较大幅度放宽对华出口管制,

美国大中型企业就有能力, 也有可

能在中国这个迅速增长的新兴大市

场上多占一些份额。美国的资金、

技术与管理经验和中国巨大市场、

廉价劳动力、资源相结合, 就一定

能给两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利

益, 大大有利于两国经济的振兴,

也会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中

美双边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 必须

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为中美两国企

业金融界发展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环

境是两国政府难以推卸的责任。

(作者单位: ¹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 º中华美国学会; 责任编辑:

舒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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