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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纠结并前行着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刘元玲  
 

  如果将中美贸易看成一只负重前行的蜗牛，那么 2011 年中美经贸发展的这只蜗牛则是在其
特定的“路径依赖”指导下，一如既往地背负由各种各样问题构成的壳，纠结而又踏实地向前迈

进。2012年也将持续这种局势，不同的是，其问题有所更新，如人民币汇率将继续成为尖锐话题
引发两国激烈博弈，TPP背景下中美经贸可能面临新的挑战等。 
  中美两国贸易有着坚实的发展基础，尤其是在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以及现有世界双边经贸格局

的约束下，中美贸易出现大的变动越来越变得不可想象。与此同时，经贸领域需要处理和面对的

问题也越来越多元化，挑战不断升级。 
  具体来说，2011年中美经贸关系的基本图景可概括为：双边货物贸易增长势头依旧；贸易不
平衡状况依然存在且短期内难以解决；美国债务危机引发对我国外汇资产安全的担忧；美国积极

推进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对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引发争论；第三轮中
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顺利召开并取得一定成果，但双方在市场准入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分歧依

旧。 
  美高举贸易保护大旗 
  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2011年中美双边贸易总值为 4466.5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其中，
中国对美国出口 3244.9亿美元，同比增长 14.5%；自美国进口 1221.6亿美元，同比增长 19.6%。
中国入世十年以来，中美双边贸易取得的成就非常显著。按目前的水平和增长速度，中美贸易额

可能在今后三四年突破 5000 亿美元。另外，2011 年美国实际投入外资金额 29.95 亿美元，同比
下降 26.07%。 
  中美之间有些老问题依旧存在，如人民币汇率、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贸易不平衡、外

资企业投资环境、反倾销和反补贴等问题，这其中既有结构性问题，也有功能性问题。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美国存在这样一个政治现实：失业+选举=贸易保护主义。随着中美贸易
规模的不断扩大，每逢大选临近，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就中美贸易摩擦中的各种问题宣示强硬立

场、发表颇具贸易保护色彩的言论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同时，美国政府和国会就中美贸

易争端采取各种贸易保护和制裁措施的积极性也会明显增加。统计显示，2011年以来，美国对中
国大陆贸易救济新立案 10起。 
  中美贸易摩擦往往与美国自身面临的经济问题有紧密的联系，如何将自身问题巧妙地归咎于

外部是大选年的主要议题。眼下，就业是奥巴马政府面临的最为严峻和头疼的国内经济问题。目

前，美国的就业市场还处于低迷乏力的复苏阶段，去年 11月美国失业率达 8.6%。 
  穆迪经济网站预期，在各种不确定因素明朗之前，月度就业增长会继续停留在 10万人左右，
失业将保持在 8%，这一趋势将至少延续到 2013 年。这对奥巴马 2012 年竞选连任是极大障碍。
因此，指责中国，尤其是将人民币汇率问题与美国失业现状挂钩也成为美国政府不费吹灰之力就

可以轻易完成的工作。如上所述，贸易保护主义这一点已经在近期有所表现，2012年可能会有加
重的趋势。 
  人民币汇率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尤其是在美国面临经济复苏乏力、财政吃紧、

就业市场低迷等自身经济困局，如何通过于己有利的合适渠道释放自身的压力和解困成为他们政

治议题中的重要考虑，人民币汇率问题首当其冲。2011年 10月 1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2011
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拟以立法方式逼迫人民币升值。另外，在大选年通过实施没有成本

的对华强硬姿态来换取选票历来是美国两党政治选举过程中惯有的程序，2012年中美有关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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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的口水战和实际争夺战恐怕会愈演愈烈。 
  2012恐持续摩擦 
  与此同时，随着奥巴马政府将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是美国的经济

和战略利益的核心，也是奥巴马总统确定的一项首要任务。亚洲开放的市场为美国进行投资、贸

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正是基于此战略构想，美国积极提出并推进 TPP构架的实施，这对中
美经贸究竟意味着什么，目前还存在很多争议。可以确定的是，美国之所以全力推进 TPP，背后
既反映了全球经济贸易格局的深层次变化，也凸显了美国主动进行的经济结构和政策的战略性调

整，其中不乏平衡中国的战略意图。奥巴马设想在 2012 年年底前完成相关的文本，谈判能否顺
利完成尚不确定。 
  与美国战略中心东移相对应的是，在未来 10 年，美国外交方略的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将是把
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大幅增加的投入锁定在亚太地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美国的太

平洋世纪”中提出：美国对外工作将遵循的关键行动方针包括扩大贸易和投资，在亚太，与中国

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必须管理的最具有挑战性和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需要进行审慎、稳定、

动态的管理。经济方面，美国和中国必须共同努力，以确保未来全球经济强劲、持续和平衡增长。

美国的对华经贸方针是立足现实，注重成效，忠实于自身原则和利益。因此，其提出有关“中国

必须采取改革措施”方面，诸如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必将对中美未来经贸关系的发展带

来影响。 
  在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 30 年历程中，伴随双边经贸往来的不断发展和活跃，两国都从中获
益匪浅，从绝对收益的角度看，中美经贸发展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与此同时，中美经贸摩擦争端

不断，一直面临各种挑战，中美经贸关系一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尤其在面临美国经济复苏乏

力、就业市场持续低迷，加之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经济发展一直保持持续高速的中国成为美国

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弥漫的攻击对象并非出人意料。因此，2012年恐怕是中美贸易领域冲突持续发
展的一年。在美国经济没有全面复苏前，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中美的贸易摩擦会有加剧的风险，

但应该不至于由此爆发大规模的贸易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