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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1 日，美國對一份價值約 1,100 億美元的
新中國進口商品清單徵收15%的關稅，至此，美中貿易
爭端演變為一場全面的貿易戰。即將於10月進行的談
判，如果像先前一樣失敗，預計中國輸美產品的關稅將
面臨再次增加——從25%增至30%。此外，12月15日，中
國對美國的其餘出口產品計劃（價值約 1,400 億美元）
被加徵15%的關稅。由於兩國之間沒有達成協議，截至 
2019 年年底，幾乎所有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都將被
徵收15%或30%的關稅。假設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沒有減
少1，按此關稅稅率計算，圖 1 列出了預計的年度關稅收
入。顯然，中國將對美國商品加徵關稅，並讓在華經商的
美國公司增加非關稅成本。

到目前為止，兩個國家都已竭盡全力；儘管談判仍在繼
續，但兩國分歧巨大。為了達成協議，至少一個國家需

要妥協。我們目前沒有看到任何一方願意這樣做。美國
總統在公開評論中表示，他不能接受50-50 的折中協議，
因為他認為在過去幾十年的美中貿易中，無論公平與否，
中國的收益都比美國大得多。換言之，對於美國來說，中
國需要達成共識並做出更多妥協。中國政府多次通過各
種國營媒體聲明，不會接受這種“不平等條約”。注意他們
使用的辭彙——這意指1840至1949年，最終以共產黨在
中國內戰中的勝利而告終的時期；中國教科書將這段歷
史描述為“百年恥辱”。因此，我們對當前貿易戰在近期終
結不抱大的期望。

儘管兩國的經濟增長都在放緩，但仍未見美國因關稅而
大幅上漲的消費價格，也未見中國因本幣貶值而導致的
金融市場崩潰或出口導向型的製造業出現大量失業。事
實上，去年中國的工業生產增長超過4%。

1.  根據 1974 年《貿易法》第 301 條規定的關稅。不包括基於1974 年《貿易法》第 201 條和 1962 年《貿易擴展法》第 232 條的關稅。國會研究
處：https://fas.org/sgp/crs/row/IN1094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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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中國進口商品的預計年度關稅收入 （新的301關稅）

來源：國會研究服務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和作者的計算

因此，我們要問：如果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不能在近
期達成協議，那麼會對 2020 年有何影響？如果貿易戰如
我們預測般將持續一段時間的話，那就要尋求改變貿易
方式。對過去貿易爭端和關稅壁壘的經濟分析表明，美國
將從其他國家購買更多及價格更高的商品，而且如果供
應鏈沒有完全改變，也會變得多樣化。中國將繼續，甚至
是加強重心至對南亞和東南亞貨物貿易，以及對歐洲企
業的外國投資。貿易戰持續的時間越長，恢復以前更有效
的貿易模式的成本就越高。
 
中美之間的進出口
 
從圖2可以看出美中貿易戰的直接後果，該圖顯示了
2018年和2019年頭六個月對美國的主要出口國。儘管美

國從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多數進口都在繼續增加，但從中
國的進口卻大幅下降約300億美元。歐盟現已取代中國，
成為向美國出口的最大貿易出口方。

圖3按出口列出了美國的主要貿易夥伴。儘管中國是美
國出口的第四大國家，但下降幅度最大（120億美元），
其次是加拿大的-42億美元，香港的-36億美元和墨西哥
的-22億美元。簡而言之，與中國的貿易戰和強勢美元
損害了美國的出口。應當指出，許多美國對中國的出口
都是為了最終在美國銷售的產品而進行的出口（如蘋果
iPhone）。同樣，至少有一些證據表明，其他國家（尤其是
柬埔寨、泰國和越南）對美國的出口含有相當多的中國製
造業產品，儘管確實存在貿易轉移，但對中國經濟的實際
影響可能不及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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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按進口計算的美國主要貿易夥伴 （十億，當期美元）

來源：美國統計局

圖 3.  按出口計算的美國主要貿易夥伴 （十億，當期美元）

來源：美國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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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進出口
是否存在中國失去整個美國出口市場的風險？至少基於
過去20年建立的供應鏈、中國現有的專業知識，以及在其
他地方找不到的基礎設施，答案是否定的。然而，貿易戰
將減少兩國原本存在的貿易。中國的政策是通過增加與
其他亞洲、非洲和歐洲國家的貿易來取代美國市場的這
一部分，以減輕損失。這是雄心勃勃的“一帶一路”倡議，
早在2016年美國大選前就已提出。

短期內會實現嗎？圖4顯示了自2000年以來，經季度調整
後的中國每月對世界其他地區的進出口情況。藍線是出

圖4.  中國每月進出口 （十億，按季度調整，當期美元）

来源：CEIC

口值，紅線是進口值。顯然，過去兩年中國出口增長一直
保持穩定（或停滯）。考慮到世界經濟增長的放緩，尤其是
在歐洲，很難找到具有足夠購買力的國家來取代購買對
美的大部分出口。

圖5顯示了過去四年中國對六大洲的出口額2 。中國的最
大出口市場是亞洲，佔全部出口的48％，約1.2萬億美元。
第二大市場是北美，佔所有出口的20％，價值4,960億美
元，其次是歐洲，佔20％（4,920億美元），拉丁美洲為6％

（1,480億美元），非洲為4％（1,090億美元）和大洋洲的
2％（580億美元）。由此可見，亞洲是中國最重要的市場，
而北美在中國總出口中所佔的份額則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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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度值是從去年8月到當年7月計算的，以獲取最新數據（即2019年是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的數據）。 CEIC中國的數據是基於中國海關的，
由於技術原因，其值將與美國人口普查報告的有關美中進出口的值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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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按主要區域計算的中國出口值 （十億，當期美元）

来源：CEIC

圖6顯示了2016至2019年中國從六大洲的進口。2019
年，亞洲是其最大進口來源，價值1.2萬億美元，其次是
歐洲的3,770億美元、拉丁美洲的1,630億美元、非洲的
1,570億美元、大洋洲的1,280億美元和北美的990億美
元。根據進出口，我們計算出了這六個地區的中國貿易
差額（圖7），結果揭示了一個驚人的情況！中國的貿易
順差大部分來自北美（主要是美國），2019年為3,960億
美元，佔順差的94％。

這些數據的含義是雙重的。首先，不要指望未來十二個月
內貿易格局的快速變化。中國將無法直接地用南亞替代

美國市場。同樣，美國供應鏈和美國消費者將無法迅速轉
移去其他國家的供應商。如上圖所示，中國與美國的巨額
貿易帶來了非常龐大和高效的配套基礎設施。世界十大
最繁忙的集裝箱港口中有七個正在為中國服務。亞洲還
有另外兩個港口，即新加坡和釜山，這兩個港口都不是為
支持南亞和東南亞為美國生產產品而設置的。除了港口、
公路和鐵路，還需要訓練有素的勞動人口和政府機構，以
支持價值數千億美元的出口。中國從1978年至今一直透
過強制產業政策在建立這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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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按主要區域計算的中國進口值 （十億，當期美元）

来源：CEIC

圖7.  按主要區域計算的中國貿易差額 （十億，當期美元）

来源：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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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儘管中美之間的貿易戰加劇，但防止進一步升級甚至緩
解為時還不晚。但是，除了上述問題外，兩國之間的衝突
和競爭，特別是在先進技術商品的相關問題讓爭端解決
起來更加複雜。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華為。值得一提的
是，美國兩個政黨中的許多人都認為特朗普總統對華
為太過軟弱，因此對中國重要的國際品牌進行貿易仍
會存在一些限制。

兩國是否已陷入難以擺脫的困境？目前看來是這樣。由於
美國已經採取了單獨行動的政策，因此似乎沒有一個具
有外交能力的第三方能奇蹟般地解決這個問題。由於中
國人將貿易戰描述成是美帝國主義的伎倆，也是把這次
當成中國領導世界的機會，所以似乎沒有任何制衡手段，
也沒有什麼創新的解決方案。我們將密切關注今年接下
來發生的事件，但如果如我們的預期那樣，雙方都不願做
出重大讓步，那麼請預計價格會繼續上漲，及貿易格局會
在2020年開始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