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FUDAN JOUＲNAL( Social Sciences)
2014 年第 4 期

No． 4 2014

［作者简介］ 宋国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① 海关总署:《2013． 12 进出口主要国别( 地区) 总值》，http: / /www ． customs． gov． cn /publish /portal0 / tab49667 / info691900． htm．
② “Top Trading Partners-December 2013，”http: / /www ． census． gov / foreign-trade /statistics /highlights / top / top1312yr． html．

中美经贸关系的新变化与新趋势

宋国友

( 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

【摘 要】2013 年中美两国新一届政府全面到位以后，中美经贸关系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指导，进入一

个新的历史阶段。两国贸易关系、投资关系以及债务关系有了新的发展，经贸合作有了新的亮点，与此同

时经贸矛盾也有了新的变化。在分析中美经贸关系未来趋势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不断增进中美在经贸

领域的战略互信，推动两国在双边及全球经贸领域的务实合作，有助于进一步丰富中美经贸关系的内涵，

加深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从而实现中美互利共赢。

【关键词】中美经贸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 经济再平衡

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

美关系中发挥着“压舱石”和“助推器”的作用。自建

交以来，两国已经在经贸合作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
2013 年中美两国新一届政府到位以后，中美经贸关系

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指导，进入到高位发展、稳中

有进和蓄力突破的新阶段。

一、中美经贸关系的最新发展

( 一) 双边贸易关系

中美双边贸易高位增长。如表一所示，根据中方

统计数 据，2013 年 两 国 贸 易 高 达 5210 亿 美 元，与

2012 年相比增长 7． 5%。其中中国对美出口 3684 亿

美元，自美进口 1526 亿美元。中国对美贸 易 顺 差

2158 亿美元。①美方关于中美贸易统计数据虽然和中

方数据有所差异，但总体趋势类似，同样表明中美贸

易保持增长。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

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

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在全球贸易增长并不十分强劲的情况下，中美

双边贸易额持续增加，为全球贸易增长做出了突出

的贡献。中美双边贸易继续增长的原因在于: 美国

经济复苏势头明显，包括对华贸易在内的对外贸易

活跃。从中国的角度看，经济继续保持相对高速增

长，确保了对外贸易的整体扩张。具体到美国，中国

政府继续重视美国出口市场，采取妥善措施维护稳

定的中美贸易关系，扩大从美国进口。中美双边贸

易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还呈现出如下三个重要的趋势

性特征:

首先，中美双边贸易对于美国越来越重要。中国

需要美国市场，这是已有事实。现在，美国也越来越

需要中国市场。根据美方统计数据，2013 年，对华货

物贸易占美国对外货物贸易的 14. 6%。此一比重为

中美开展双边贸易以来历史最高。与美国最大贸易

伙伴加拿大相比，只有 1. 8% 的差距。按照以往中美

双边贸易的增长速度，中国成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可

能只需要 5 年左右的时间。此外，美国从中国进口和

对华 出 口 占 本 国 对 外 贸 易 中 的 比 重 也 分 别 达 到

19. 4%和 7. 7%，创下历史记录。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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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2013 年中美贸易关系简况

( 单位: 亿美元)

( 一)

中方数据 2012 2013

贸易总额 /增速 4847 /8． 5% 5210 /7． 5%

对美出口 /增速 3518 /8． 4% 3684 /4． 7%

从美进口 /增速 1329 /8． 8% 1526 /14． 8%

对美顺差 /增速 2189 /8% 2158 / － 0． 1%

( 二)

美方数据 2012 2013

贸易总额 /增速 5361 /6． 5% 5624 /5． 0%

从华进口 /增速 4256 /6． 6% 4404 /3． 5%

对华出口 /增速 1106 /6． 3% 1220 /10． 4%

对华逆差 /增速 3150 /6． 7% 3184 /1%

数据来源: 中方数据来自中国商务部; 美方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

其次，美国对华出口幅度远高于中国对美出口增

长幅度，对华出口成为美国对外出口的亮点。根据美

方统 计 数 据，2013 年 中 国 对 美 出 口 增 长 速 度 为

3. 5%，而美国对华出口增长速度为 10. 4%。美国对

华出口增幅要比中国对美出口增幅高出将近 7 个百

分点。如根据中方统计数据，2013 年中国对美出口增

幅和从美国进口增幅分别为 4. 7% 和 14. 8%，进口增

幅要比出口增幅高出 10 个百分点。① 而在 2012 年，

无论是根据中方统计还是美方统计，中美贸易的进口

增幅和出口增幅相差无几。中国市场正成为美国产

品对外出口的最具潜力的地区之一。

最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长幅度减小，中美双

边贸易失衡进一步改善。以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

为主要表征的中美贸易失衡是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

特征，也一度成为中美经贸关系乃至中美关系的重要

阻碍。2013 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幅显著下降。根

据美方数据，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 3184 亿美元，与

2012 年的 3150 亿美元相比，增幅只有 1%。按照中

方统计数据，2013 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 2158 亿美

元，同比甚至下降了 0． 1%。贸易逆差下降的原因主

要是: 第一，人民币升值。2013 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中间价累计上涨幅度达 3%。这一升值幅度有助于美

国对华出口。第二，美国国内也在进行以再工业化为

核心的产业结构转型，这有助于扩大对华出口。第

三，中国积极推进出口多元化，这相应减少了对美国

市场的出口。第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增加了从美国

的进口。长期来看，中美双边贸易将越来越朝向平衡

的方向发展。

( 二) 双边金融关系

1． 中美投资关系

中美双向投资已经超过 1000 亿美元。其中，美

国在华累计直接投资超过 700 亿美元，中国对美累计

直接投资超过 200 亿美元。2013 年中美双向直接投

资关系取得了显著进展。从美国对华投资来看，2013

年美国是中国第五大外来投资来源国，对华实际投资

金额 33． 53 亿美元，超过 2012 年的 31． 3 亿美元和

2011 年的 29． 95 亿美元，呈现出缓慢回升的态势。②

这表明美国企业仍然视中国为重要和可靠的投资

市场。

目前，美国已经已成为中国第二大直接投资目的

地。与美国对华投资相比，中国 2013 年对美投资流

量无论是从数额还是从投资项目体量来看，都有了显

著进展，并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远远大于美国对华投

资，呈现出鲜明的反向投资的情况。自从中美建交以

来，美国在中美双向直接投资关系中一直扮演着单向

投资者的角色。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以及 21 世纪

初，中国吸收了大量来自美国企业的直接投资。但

是，金融危机的爆发严重伤害了美国企业对华投资能

力。与此相反，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开始大幅增

加。中国对美投资迅速增加的原因，从中国角度看，

包括巨额的外汇储备积累、飞速的私人资本增长以及

中国大型企业对于国外资产配置的渴求; 从美国的角

度看，主要在于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投资项

目的相对安全性、较为健全的法律保障和较为充沛的

人才储备等。考虑到中国对外投资目前仍处于成长

期，美国对华投资已经处于成熟期，估计未来中国对

美直接投资还会继续超过美国对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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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对美投资企业性质看，中国国有企业和

私营企业对美均有投资，私营企业占比已经超过国有

企业。2013 年中国私营企业对美投资典型案例包括

双汇购买史密斯菲尔德、复星收购大通曼哈顿大厦

等。国有企业对美重要投资包括中石化与美国第二

大天然气开发商切萨皮克能源公司签署协议，斥资

10． 2 亿美元收购后者位于俄克拉荷马州北部部分密

西西比灰岩油藏 50%的权益，以及中化集团收购沃夫

坎普页岩等。根据美国荣鼎公司的数据，2013 年中国

私营企 业 占 对 美 投 资 数 量 的 87% 和 交 易 金 额 的

76%，而 2012 年仅占交易金额的 59%。其中双汇并

购史密斯菲尔德交易额即有 71 亿美元。①

第三，从行业特性来看，2013 年中国对美投资主

要分布于食品、房地产和新能源等领域。但诸如通

讯、电力设施、高端机械制造等涉及所谓美国国家安

全的行业尚较少有投资成功案例。由于此前曾发生

过华为和中兴等中国企业对美投资被美国外资审查

委员会否决的先例，这既表明中国企业对于某些敏感

行业的投资比较谨慎，也说明美国对中国企业对美投

资的国家安全“外溢性”仍然有所防范和警惕。

表二 中美双向直接投资流量情况

( 单位: 亿美元)

美国实际对华直接投资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

2013 33． 53 42． 3

2012 31． 3 40． 48

2011 29． 95 18． 11

2010 40． 52 13． 08

2009 35． 76 9． 09

2008 29． 44 4． 62

2007 26． 16 1． 96

2006 29． 99 1． 98

2005 30． 61 2． 32

2004 39． 41 1． 20

数据来源: 中国商务部。

2． 中美债务关系

中美债务关系是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外部债权持有国。根据美国财政

部的统计数据，截至 2013 年 12 月底，中国共持有美

国国债 12700 亿美元，占美国全部外部债务的 23% 以

及外国政府持有者的 31． 3%。② 虽然存在着一定的

争议，但不容否认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已成为中美关系

稳定的基石之一，有助于确保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

总体而言，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是互利共赢之举，深化

了中美经贸合作，既有利于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寻找相

对可靠安全的投资产品，也有利于美国国内金融体系

的稳定，缓解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

中国购买美国国债表现出如下特征: 其一，尽管

基数已高，但中国仍在大规模增持美国国债。与 2012

年 12 月底中国持有的 12204 亿美元国债相比，中国

在 2013 年增持了 496 亿美元，超出美债第二大持有

国日本 875 亿美元，稳居全球各国政府之首。其二，

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总趋势为数额在增加，但每月变

动情况存在显著差异。有些月份为增持，有些月份为

减持。如 2013 年 6 月、8 月和 12 月，中国分别减持了

215 亿、112 亿和 467 亿美元美国国债。由于增持月

份远多于减持月份，所以总体增持。③ 其三，中国持有

的美国国债以中长期为主。以 2013 年为例，中国增

持了 800 多亿美元的中长期美国国债。这表明中国

持有美国国债主要是希望获得长期的、稳定的利息

收益。

二、中美经贸合作亮点

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呈现出合作、竞争和矛盾彼此

交织的情形，但合作是主轴，各种摩擦点尚未演变为

大规模的摩擦面。两国间的经贸合作仍在继续。作

为最强有力的证据，2013 年两国的经贸数据表明了合

作的深度和广度均在增加。

( 一) 中美元首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为中美经贸关

系拓展注入新的政治动力

中美两国首脑于 2013 年 6 月在美国加州安纳伯

格庄园进行了重要会晤。在此次庄园会上，两国首脑

确认中美已经形成结构高度互补、利益深度交融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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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关系，强调应抓住当前两国经济调结构、促增长的

契机，进一步发挥互补优势，挖掘新的合作增长点。

两国元首不仅就彼此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坦率的

沟通，而且在一系列重要经贸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这

些共识包括: ( 1) 同意充分发挥战略与经济对话、商贸

联委会、省州长论坛等机制作用，加强政策协调，推进

务实合作; ( 2) 推进中美两国在多边和地区经济框架

下的协调合作，坚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反对保护主

义，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地区和全球经济强劲、可
持续、平衡增长; ( 3) 同意以对话合作的方式妥善处理

经贸摩擦; ( 4) 同意积极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议谈判，

为相互投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框架。

中美元首安纳伯格庄园会为中美经贸合作关系

奠定了新的历史起点，为中美经贸关系的顺利开展注

入了强大的政治动力，为未来的经贸关系确定了合作

的基本主轴，并且提供了大致的路线图。
( 二) 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为美对华出口提供新

机遇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的决定性地位，

推出了 300 余项改革建议。这些改革建议的总体目

标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根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

洋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署名文章显示，未来 5 年

中国将进口约 10 万亿美元的商品，有 4 亿人次赴海

外旅游，对外投资有望达 5000 亿美元。中国的发展

将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商机。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

正式挂牌向美方展示了中方深化改革开放的诚意和

决心。在 2013 年 7 月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

对话联合成果说明中，中方曾明确承诺，中国政府将

建立上海自贸区，“在试验区试行新的外资管理模式，

营造各类国内外企业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②通过

上海自贸区，美方的服务行业，例如金融、保险、教育、

培训、文化和专业服务，等等，将能够以更为公平的方

式进入到中国市场，从而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
( 三) 中美投资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

中美投资协定( BIT) 谈判于 2008 年第四次中美

战略经济对话时正式启动。在 2013 年第五轮中美战

略与经济对话之前，中美已经举行了 9 轮投资协定谈

判，完成了核心议题和双方各自关注问题的初步讨论

和技术性磋商。中美投资协议谈判旨在加强投资者

权益保护、积极促进双向投资发展，对于巩固、发展中

美经贸关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2013 年 6 月，中美两

国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中达成了关于积极推进

投资协定谈判的共识，两国元首的特别代表进行了深

入讨论和交流。中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

清单为基础与美方进行投资协定实质性谈判。目前，

中美 BIT 谈判进展情况顺利。未来双方将继续秉持

积极、务实的态度，推动谈判取得进展，为中美经贸关

系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 四) 中美地方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化

地方层次的合作已经成为中美两国合作的新领

域。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都更为重视地方行为体在

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作用。中国成为美国若干个州的

最大出口市场，而且数目还在不断上升。在中美地方

经贸合作的机制建设方面，中美两国工作团队积极推

动“中国省与美国加州贸易投资合作联合工作组”的

成立。2013 年 4 月 10 日，由中国商务部与美国经济

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省与美

国加州贸易投资合作研讨会”在北京举行。③ 2013 年

4 月，第二届“中美省州长论坛”在天津顺利召开。除

此之外，中国还同美国某些重要州达成了深入合作。

例如，2013 年年初，中国商务部同美国最大城市之一

芝加哥就开展全面经济合作达成共识。这不仅有利

于扩大中国有关城市与芝加哥市的经贸合作，夯实两

国共同利益基础，也可为深化中美省州、城市间合作

探索新的路径。
( 五) 中美全球贸易谈判新合作

在多边领域，中美共同努力，互相配合，2013 年

12 月推动了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世贸组织第九届部

长级会议就多哈回合“早期收获”协议达成一致。作

为世贸组织重要成员以及世界最大的两个贸易体，中

美两国的良好互动和配合为促成“早期收获”谈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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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发挥了关键作用。多哈回合谈判巴厘岛协议挽救

了濒临失败的多哈回合谈判，为全球自由贸易多边谈

判延长了可贵时间。这表明两国在维护全球多边自

由贸易体系方面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进一步提升了

两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积极作用。

此外，中国还加入了服务贸易谈判( TISA) 。美国

作为牵头者，联合其他发达国家共同启动了全球服务

贸易谈判。该谈判旨在制定服务贸易国际新规则，推

动全球服务贸易进一步自由化。中国没有参加服务

贸易谈判的最初四轮谈判。但到了 2013 年秋季，中

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向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迈克尔·

弗罗曼直接表达了加入意愿。① 尽管美国对于中国加

入 TISA 谈判的意图以及是否能够严格遵守 TISA 的

谈判成果有着严重疑虑，但经过中国商务部与美国相

关政府部门的协商，中国于 2013 年 9 月 30 日正式宣

布加入服务贸易协定谈判，目前谈判顺利。
( 六) 中美能源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推动中美经

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能源领域，特别是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是中美政

府高层领导人共同的优先关注点，也不负众望地成为

中美经贸合作的最大亮点之一。中国和美国分别为

全球第一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同时也是世界上位居

前列的能源生产国。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不

仅对于维护稳定的中美双边关系，而且对于确保全球

能源安全、解决共同挑战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和责任。

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成果包括: 在投资领域，中石

化等中国能源公司已经进入美国，投资了美国的页岩

气开采项目; 在行业合作领域，中美在包括智能电网

和碳捕捉等领域开展了良好合作，并在清洁水、清洁

大气、清洁高效交通、清洁高效电力、保护区、湿地合

作、能效等七个领域的未来合作达成了共识; 在国际

能源市场方面，双方同意在稳定国际能源市场、应急

反应、确保能源供应多样化、合理有效利用能源等诸

多领域加强合作、对话和信息共享; 在机制建设方面，

中美在 2013 年顺利推进了中美石油企业合作论坛、
“中美能源合作项目”和“中美可再生能源伙伴关

系”; 在页岩气合作方面，中美双方举行了一系列页岩

气开发技术研讨会，在中美商贸联委会上美方也向中

方澄清了关于向中国等非自贸协定国家出口液化天

然气进行评估的法定要求和审批程序等内容。

三、中美经贸关系矛盾

与合作同时存在的，还有中美在经贸关系上的若

干矛盾。在新形势下，中美经贸矛盾既有老问题，也

有新摩擦。具体而言，表现在如下方面:

( 一) 美方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继续存在，发起多

起对华贸易救济措施

中国认为美国不断高举“反补贴”和“反倾销”的

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对中国输美产品进行了不尽合理

的调查以及后续的关税征收。中国是美国发起 377

调查的最大目标国。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对华贸

易保护的调查对象已从此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展

到了新能源和高科技产业。例如，联想、海尔、华为、

中兴以及三一重工等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频繁涉案并成为 337 调查的强制应诉企业。美国国

会也加入了对华贸易保护的行列。在美国国会通过

的《2013 财年综合继续拨款法案》中，包含了限制美

部分政府部门购买中国企业生产的信息技术系统，以

及禁止美政府将拨款用于颁发商业卫星对华出口许

可证等内容。

对于美国提出的贸易救济措施及其他贸易保护

主义措施，中方进行了积极应对。例如，2013 年底中

国就美国对华油井管等产品采取的 13 起反倾销措施

中的错误做法，提出与美国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下进行磋商，正式启动世贸争端解决程序。中方认

为，美国在有关反倾销调查和复审中，存在一系列与

世贸规则不符的做法，错误认定中国产品存在倾销，

严重夸大中国产品倾销幅度。中方坚决反对滥用贸

易救济规则，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将坚定行使世贸

组织成员权利，维护国内产业合法权益。②

( 二) 双方认为对方投资保护主义情绪上升

中美均认为对方有着不同程度的投资保护主义

行为。从中方看美方的角度，主要体现为美国外国投

资审查委员会 ( CFIUS) 决策过程和决策标准不够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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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过于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进行外国投资审查。中方

认为，美方热衷拿“国家安全”阻挠中国对美出口和投

资，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借中国企业对美出口和投资

等事项炒作“中国威胁论”; 二是打着“国家安全”的

幌子，行保护主义之实。① 针对中国的担忧，美方做了

辩解: ( 1) CFIUS 仅对可能导致外方控制美国企业的

交易，基本是兼并和收购进行审查。该委员会不对绿

地投资或单纯的少数股东被动投资进行审查; ( 2 )

CFIUS 只关注真正的国家安全问题，而非经济或其他

国家政策; ( 3) CFIUS 的规则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无

论其总部设在哪个国家。为了更好地打消中方疑虑，

美方还在 2013 年年底举行的中美商贸联委会上承诺

“欢迎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安

全审查仅限于很小范围的投资项目”。②

美资企业对中国的营商环境也多有指责。例如

上海美国商会发布的《2013 年中国投资商业环境报

告》认为，中国政府对待美资企业不如以前“友好”，

在华投资环境总体恶化，中国政府对于来自包括美国

的投资设置了各种无形壁垒。③ 针对美方对中方设置

外来投资壁垒的指责，中方在进行解释的同时，也承

诺将公平对待外国企业在华投资。作为重要回应，中

方已公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2013 年版) 。

该目录进一步减少和下放了外资核准事项，推动包括

美国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负面

清单之外领域。④

( 三) 美国政府在知识产权方面加大对华施压力

度，中美知识产权争端升温

围绕着知识产权问题，两国进行了频繁的互动。

一方面，美国加大使用针对中国企业的调查频率，以

保护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一旦涉案企业被裁定违

反美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相关规定，中国涉案产品

将失去在美国市场的销售资格。另一方面，美国频繁

提出网络安全问题，为出台更加综合、全面的措施保

护美国知识产权造势。中方通过各种渠道对于美方

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关切加以回应。特别是在 2013 年

的中美商贸联委会框架内，中方做出了进一步保护包

括美方企业在内的知识产权的各项承诺，包括与美国

政府的知识产权刑事执法合作、愿在必要时调整与高

新技术企业相关的知识产权政策、确保保护知识产权

的法律法规公平对待国内外各企业主体、增加商标侵

权行为类型、继续推进正版软件的使用和对中外权利

人的商业秘密平等保护等。

( 四) 对对方某些重大经济政策决策的不满

中美两国经济高度依赖，一国重大经济政策的决

策势必会影响到另一方。当这种影响以负面居多时，

那么中美两国之间就可能出现矛盾。2013 年，引发中

方重大关切的美国经济政策主要集中于量化宽松政

策的退出时机问题。在市场不断预期美联储将退出

量化宽松的情势下，美联储却不愿意增加量化宽松政

策退出的透明度，主要根据其国内经济情况来决定是

否退出量化宽松以及以何种形式退出量化宽松。和

其他经济体一样，中国政府也高度重视美联储在量化

宽松上的退出时机和政策选项，通过 20 国集团峰会、

两国首脑会晤以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机制多次

向美方提出要求，要求美方事前和其他国家协商。

美方对于中方重大经济政策的不满仍然主要围

绕汇率政策。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尽管美国财政部

2013 年 10 月份公布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

指出中国并未操纵货币汇率，但美方坚持认为迄今人

民币调整幅度不够，需要进行进一步升值。⑤ 美国财

政部部长杰克·卢在参加 2013 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

话期间，表示中国需要更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和利率，

变相对中国施压。

( 五) 中美在自由贸易谈判领域的制度竞争

中美两国围绕着各种双边和地区性的自由贸易

谈判 也 展 开 了 激 烈 的 竞 争，这 主 要 表 现 在 TPP 和

ＲCEP 的竞争。TPP 是美国主导的包括 12 个亚太国

家在内的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相比传统的自由贸

易协定，TPP 在政府采购、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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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中国对 TPP 的评估已经从最初

的批评和抵触转向较为中性，但中国政府深知，由于

TPP 谈判把中国排除在外，而且协议中包括美日等中

国重要贸易伙伴，TPP 针对中国的意图仍然较为明

显，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也客观存在。ＲCEP 包括中国

在内共包含 16 个成员国，正式谈判于 2013 年启动。

由于 ＲCEP 由太平洋西部国家和地区成员组成，不包

含美国在内，所以美国认为其有被 ＲCEP 排斥的风

险。TPP 和 ＲCEP 这个巨型自由贸易协定分别以美

国和中国为事实上的主导国，而且现阶段排除了对方

的参与。这部分反映了中美两国在自贸协定方面进

行竞争。美方希望通过尽快达成 TPP 来寻求其在全

球新一轮自贸协定谈判中的有利位置，迫使中国接受

美国所倡议的全球贸易新规则。① 中国一方面对 TPP

谈判持开放的态度，对其规则一直跟踪、研究、论证，

不排除加入 TPP 谈判，另一方面也在加紧推动 ＲCEP

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并希望在预定期限前达成协

议，以对冲 TPP 的可能挑战。

四、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趋势及政策选择

( 一) 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趋势

在摩擦和合作彼此交织、合作总体超过摩擦的中

美经贸关系发展大格局中，中美未来新型大国经贸关

系将会呈现出日益鲜明的“五化”特征。这五个特征

将会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最新

变量。
1． 相互依赖的对等化

中美两国存在着经济相互依赖，这基本上已是常

识。但在过去，这种相互依赖并不对等，甚至不对称。

由于中国更加需要美国的市场和资金，中国在中美经

贸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力要小于美国，美国因此可以

更为强势和主动地影响中美经贸关系。但是，随着中

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未来某一时刻中

国 GDP 可能超过美国而成为全球第一，这种不对称

的相互依赖格局会发生重大改变。中美之间的经济

相互依赖总体而言会趋于对等化，中国会比当前更为

有力地塑造中美经贸关系，进而可以更为有效地维护

自身经济利益。②

2． 政策制定的国内化

未来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会越来越从属于两国

国内经济政策的制定，而不会主导国内宏观经济政策

的制定。而在若干年前，一些重大宏观经济政策的制

定可能会首先考虑对对方的影响，对中国而言，尤其

如此。换言之，以往的经济政策制定沿循着“中美至

国内”的路径，而未来将会是“国内至中美”的新路

径。两国均会以国内经济形势发展为主要考量制定

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国而言，这种政策制定路

径的变化会更为明显。

3． 经贸主体的地方化

当前的中美经贸关系更多的是由中央政府及各

部委管理，但是未来中国的省市和美国的各州会在中

美经贸关系中将发挥更大的主体作用。导致这种情

况出现的原因不仅在于地方政府是中美经贸关系的

重要受益者，它们因此有动力去维持稳定的中美经贸

关系，而且由于如今中美地方政府层面的机制化经贸

合作平台已经较为成熟，它们也有条件去共同管理中

美经贸关系。

4． 政治关系的经济化

以往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是

经济关系的政治化，但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持续推

进，会出现一种逆转的趋势，即中美政治关系的经济

化。中美两国政府会尝试把政治关系和经贸关系挂

钩，把一些政治、安全和战略议题通过经贸关系的形

式表现出来，通过有意的高级政治低级化努力，用相

对而言稳定可控的经贸关系来帮助解决脆弱敏感的

政治安全问题。例如，当前中美之间的网络问题本质

上是安全问题，但中美之间均有意将其部分定义为经

济问题。

5． 经贸关系的全球化

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这种经贸

关系会日益超越两国的双边关系范畴，具有越来越重

要的全球意义。在这种大背景下，中美经贸关系的开

展势必会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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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美经贸相互依赖的未来发展走势，可参见: Stephen Ｒoach，Unbalanced: 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 ( New Haven，CT: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 ．



( 二) 强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构建新型大

国经贸关系

中美两国最高首脑总体上已经互相认可要建立

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要义，包括“不冲突、

不对抗”、“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三大要素。① 落

实在中美经贸关系领域，即为中美两国在经贸关系上

不发生剧烈冲突和对抗，要在彼此关心的重大经贸议

题上相互尊重，通过合作来实现经贸利益的互利共

赢。具体而言，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构建途径:

第一，不断增进中美在经贸领域的战略互信，使

中美新型经贸关系建立在更加牢固的基石之上。中

国的经济发展是和平的发展，中国从未想到要凭借不

断上升的经济实力挑战甚至取代美国国际经济地位，

而是希望和美国实现经济共同繁荣和共同发展。只

要中美两国各自都能秉持上述对外经济战略取向并

将其付诸行动，就能够建立起经贸战略互信，不断夯

实构建中美新型经贸关系的基础。

第二，中国要推动和美国经贸领域的务实合作，

使中美新型经贸关系建立在更加深厚的利益纽带之

上。中国要大力宣传中美经贸关系的互利性以及对

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强化中美经济合作红利的长

远预期，为中美新型经贸关系的发展不断注入强劲的

动力。短期而言，中美要尽快结束在双边投资协定上

的谈判，弥合在前述重大经贸议题上的分歧，管控可

能出现的冲突。如果中美两国都能真正向对方开放

包括投资领域的各类市场，将会充分释放中美经贸合

作的巨大诚意和决心。此外，中美还应积极挖掘能

源、环保、城镇化、生物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

合作潜力。

第三，中美要不断加强在全球重要经贸问题上的

合作，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立在更加紧密的共同经

济责任之上。中美两国在维护地区和国际经济形势

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上有着越

来越多的利益交集，承担着越来越大的共同责任。只

要中美真正从两国共同经济利益出发，从地区与世界

经济的稳定繁荣出发，中美间在重大经贸议题上的立

场一定能够越来越接近，中美经贸战略互信也一定会

不断得到深化。

China-U． S． Economic Ｒelations: New Changes and New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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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U． S． economic relations have entered a horizontal landscape with the guidance of 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since the new-term governments took office in 2013． New development has been seen in trade
relations，investment relations as well as debt relations，and new spotlights have appeared in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 Meanwhile，economic disputes have changed． This article，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otential
development in Sino-US economic relations，insists that the increasing improvement of strategic mutual trust in
economy，advocating of practical cooperation in bilateral and global economy can help to enrich Sino-U． S． economic
relations，deepen Sino-U． 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finally achieve win-win between two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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