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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报告
本报告中的预测性陈述，是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安德森预测中心根据目前可获得的资讯，对美国及中
国当前及未来经济状况的分析及观点。这些预测依据
业界趋势与其他因素所作出，且包含了风险、变数与不
确定性。此资讯以摘要形式呈现，并不是完整资讯。本
报告中的资讯不应被视为对您或您的企业采取特定行
动的意见或建议，且并未考虑您的特定业务目标、财务
状况或需求。

在此提醒读者不要过度依赖本报告中的前瞻性陈述。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不负责在本报告日
期后，针对非预期事件或情况公开发表对这些前瞻性陈
述的任何修订结果。尽管已谨慎准备预测资讯，实际结
果可能会有正面或负面的实质性差异。预测与假设范例
可能因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控制以外
的不确定性与偶发事件而受到影响。

关于作者
Jerry Nickelsburg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总监

2006年，Jerry Nickelsburg加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的安德森管理学院及安德森预测中心。自2017年起，出
任安德森预测中心总监。他也在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中教
授经济学、关注企业预测与亚洲经济。他拥有明尼苏达
大学的经济博士学位，并曾就读于维吉尼亚军校以及乔
治华盛顿大学。他在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有关的言论获广
泛发表及引用。

William Yu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家

2011年，William Yu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加入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他在预测中心主要负责的领
域包括经济建模、预测与洛杉矶经济。同时也从事中国
经济以及其与美国经济的关系研究与预测。他的研究
主要包括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数据分析、股票、债券、
房地产与商品价格动态、人力资本与创新等广泛的经
济金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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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预测的变化：疫情与后大选时代 
By William Yu, Economist, UCLA Anderson Forecast
& Jerry Nickelsburg, Director, UCLA Anderson Forecast
December 2020

世界贸易组织(WTO)发挥更大作用。当选总统曾表示美国将重
新签署巴黎气候协议并在气候变迁的议题上寻求与中国合作。
尽管中国是2020年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但其已承诺在2060年
之前实现碳中和。两国目前可能会在再生能源的领域上增加合
作。

当然，美国和中国之间一定还会针对两国日益紧张的关系有更
多交涉。然而，拜登在他的竞选宣言中已表示他会让制造业(尤
其是关于高科技产品与再生能源设备)回到美国1。总的来说，我
们认为美国即使对于过去四年间经济脱钩的政策执行方法有改
变，其立场依旧不会改变。在这份报告中，我们将会讨论两国的
贸易关系与科技竞争。

紧张刺激的美国大选终于结束了，新任官员将于明年1月20日
上任。虽然如此，仍未能减低美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因为分
立性政府(行政部门与国会的大多数属于不同党派)的出现，而
即将下台的川普政府可能在这短时间内颁布意料之外的政令。
不过在过去的两年，平时在国内政策上难以取得共识的美国人，
对于美国与中国之间紧密的经贸关系产生了一致否定的态度。

如同我们在前几期报告中指出的，美国与中国不太有可能回到
之前战略合作的状态。拜登政府现在大概会针对经济政策做一
些叙述与执行方法的修正，但美国对于中国的主要态度不会改
变。比起单打独斗，美国主要制衡中国的手段将着重在与盟友的
多边合作。举例来说，美国可能重返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全面
进展协议)以确保其在国际事务上的领导地位并扩大其在亚洲
的利益。美国也可能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并想办法让

1.  拜登在2020年12月2日纽约时报的访谈中说到：「我要奋力确保我们优先投资给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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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美国商品贸易总额和逆差

数据源: 美国普查局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

逐渐脱钩的美中贸易与「以防万一 
(JUST-IN-CASE)」式国际供应链 
图一(左)为美国与世界各国商品贸易的名目总量(进口+出口)，
图一(右)则是美国与世界各国商品贸易的名目逆差(进口-出口)
。两图中，2020年的数据为安德森预测中心目前预估的情况。由
于全球疫情而导致的经济衰退，我们并不意外2020年美国的总
国际商品贸易量减少了12%。2008/2009金融海啸时，对应的下
降率为19.8%。两次事件中，经济衰退的情况皆严重地阻碍了货
物的流通。最近，随着中国工厂关闭，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贸易量
大幅减少。不过，这个情况会在美、中两国的工厂重启后有所好
转。也就是说，现在美国贸易逆差的减少没有什么代表性的意

义，不能代表任何贸易改变趋势。实际上，美国的贸易逆差甚至
在2020年第三季增加了。     

需要注意的是在图一中的贸易数据仅包含了商品贸易。因为美
国普查局的月商品贸易资料已经更新到2020年9月，而GDP中
净出口(包含商品与服务)的数据并没有及时更新，所以我们使
用的贸易数据只包含了商品贸易。当然，如果要对美国的整体国
际贸易情况有更全面的了解，还应该研究服务相关(旅游、教育、
知识产权交易)的贸易情形。不过我们认为这两者之间不会有太
大本质上的差异，下图一A即可印证，2020年总商品与服务贸易
减少了14%，与单纯商品贸易的减少非常接近。至于2020年的
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预估增加了9%，这其中主要的差别出现
在了因禁令而减少的国际旅客以及赴美学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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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A. 美国商品贸易总额与服务贸易与逆差

数据源: 美国普查局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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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美国对中国贸易总额与逆差

图二(左)为美国对中国商品贸易的名目总量，图二(右)则为美
国对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我们可以看到两者在2019年都出现
了一个很大的反转，商品贸易总量减少了15%，我们预估2020
年应该还会再跌8%。贸易逆差的部分则在2019年出现了更大
的跌幅(减少了18%)，2020年可能还会再减少15%。造成2019
年与2020年差异的主要因素为关税限制、非关税限制以及中国
劳工成本的上涨。关税限制导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减少，
而劳工成本的上涨使劳力密集产业从中国外移到成本更低的
国家。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在2018年来到了高峰5,380亿美
元，2019年跌至4,520亿美元(-18%)，而2020年预估会减少到

4,020亿美元(-15%)。2021年可能因为今年美国民众在感恩节、
圣诞节等假期的消费力减弱而呈现持续下跌的情况。

综合以上两部分来看，美国对全球的贸易逆差减少了一点(图
一)，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则是出现了大幅减少的情况(图二)。与对
中国贸易逆差连年下跌的情况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对其他国家
的贸易逆差在2019年上涨了12%，在2020年上涨了8%(图三)。
这证明了从2019年开始，美中两国就已开始经济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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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美国与世界各国商品贸易总额与逆差(中国除外) 

数据源: 美国普查局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

数据源: 美国普查局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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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8与2019年美国从主要贸易伙伴进口的增长

数据源: 美国普查局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

图四显示了美国向其主要贸易伙伴进口的增长，黄色柱状为
2019年的数据，蓝色柱状为2020年的预估。得益最多的两个地
方为越南与台湾地区，两地都在与美国贸易时出现了出口正成
长，并且在疫情肆虐、经济衰退的今年也是如此。除此之外，在
2020年，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出口至美国也都有些微的正成
长。虽然有很多人认为印度会在未来取代中国，因为其与美国
拥有较好的战略合作关系且劳工与土地成本也相对低廉2，但
2020年美国从印度进口的商品减少了。当然，这不能代表什么，
因为供应链的大幅变动需要时间，因此我们仍然认为在美中脱
钩的过程中印度会取代中国。 

长久以来，华尔街、各大商会以及经济学家们都非常推崇「全球
化」，因为它提供了「实时生产(Just-In-Time)」式供应链的发展
基础。不仅降低了存货成本、让股东利益最大化，还能生产出更
多人们可负担的产品3。不过这次疫情让许多人意识到实时生产
式的全球供应链很脆弱，其崩坏有可能造成国家安全与公共卫

生危机。尽管使用以防万一(Just-In-Case式)供应链会有更高的
边际成本，但因其有更多的货存空间且可用其他国内原料替代，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风险会降低。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美中两
国都会制订政策来确保他们在国内拥有足够的产品应对未来的
危机、灾害、冲突和疫情等。 

美中之间的科技竞赛
中国政府在2020年10月下旬发表了「十四五规划(2021-2025)」
，里面包含了他们各项重要的经济发展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其
中一点为「科技自主」。它的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应对美中
两国交恶局势以及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制裁；二是响应2016
年的政策之「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国制造2025」与「中国标
准2035」推动中国政府加大对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
生命科学、太空技术等国内技术和创新的投资。 

-30%

-20%

-10%

0%

10%

20%

30%

40%

越
南

台
湾

新
加
坡

泰
国

爱
尔
兰

马
来
西
亚

韩
国

墨
西
哥

德
国

印
度

意
大
利

法
国

英
国

日
本

加
拿
大

中
国

巴
西

非
洲

2018至2019年美国进口增长 
2019至2020年美国进口增长 

2.  举例来说，Govindarajan 和 Bagla 在2020年5月哈佛商业评论 “As Covid-19 Disrupts Global Supply Chains, Will Companies Turn to India? (
随着新冠疫情打乱全球供应链布局，各公司是否会看向印度?)” 一文中表示如果中国的吸引力下降，印度会取代中国。
3.  例如， Fullerton, McWatters, and Faws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JIT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03), 21:4, pp 383-404. Kannan and Tan, “Just In Time,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and Supply Chain Manage-
ment: Understanding Their Linkages and Impact on Business Performance,” Omega, (2005), 33:2, pp 153-162. Thomas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 (2005),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In Jagdish Bhagwati ed., “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 With A New Afterword.” (200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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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18至2020年美国高科技产品之信息通讯类别前十大进口地区

数据源: 美国普查局

最近特朗普总统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其中提到禁止美国公民
投资31间可能涉及「军民融合」的中国企业。这份命令将在2021
年1月生效，而既存美国资本必须在2021年11月之前撤出。这31
间企业包含了华为、中国移动、海康威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等。
其中一些企业已经在美国商务部实体列表上。另外，其中13间
企业已经在美国上市。 

在韩礼士基金会(Hinrich Foundation)4赞助的报告 「Strategic 
US-China Decoupling in the Tech Sector (科技领域里美中经
济脱钩的策略)」中，Alex Capri (2020)5提到美中科技竞赛会出
现以下六大趋势： 

1) 部分战略性的供应链会从中国离开并进行重组和实现多元
化。

2) 美国、欧盟与其他国家会把它们的发展重点放在发展自身
科技民族主义与制衡北京经济民族主义上。

3) 重要制造业将会重新回到各自的母国并受到分隔措施
(ring-fencing)的保护。

4) 政府与民间企业将展开新的合作以应与中国的竞争。

5) 跨国企业要适应日益分散和价值链本地化的世界。

6) 企业为了发展中国市场，将采用「在中国服务中国」的商业
模型。

第一点和第三点所提到的趋势已出现一些苗头了。美国贸易商
品分类总共有22,000个项目，其中有500个被定义在创新科技
下6。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两个项目上：(1)信息通讯产品的进口
与(2)航空航天产品的出口(是所有创新科技产品贸易价值最大
的一部份)。图五列出了2018、2019与2020年美国前十大信息
通讯产品的进口地区。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向中国进口了最多的
信息通讯产品7。随着过去两年贸易战、关税政策调整以及强国
地位的竞争，美中两国已开始脱钩。美国向中国进口的信息通
讯产品在2018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内呈现连年下降的趋势，从
2018年的1,570亿美元到2019年的1,240亿美元，再到2020年
的1,130亿美元。与此同时，从越南、台湾地区、韩国、泰国的进口
则全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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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家亚洲慈善组织，致力于促进互利互惠、可持续的国际贸易。
5.  国立新加坡大学的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全球供应链。
6.  创新科技的10大类别分别为：生物科技、 生命科学、光电、信息通讯、电子、弹性制造、先进材料、航空航天、军火和核技术。 
7.  2020年预测数值是透过比较与调整2020年前9个月与2019年前九个月情况而得出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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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18至2020年美国高科技产品之航空航天类别前十大出口地区  

数据源: 美国普查局

图六显示了2018、2019与2020年美国前十大航空航天产品的
出口地区。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航空业受到
很大打击，美国航空航天产品的出口出现了全面性地减少。中
国在此次波音737MAX停飞与疫情之前一直都是波音飞机的主
要购买者，但事发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出口至中国的航空航天
产品呈现大幅减少的趋势，从2018年的180亿美元到2019年的
110亿美元，再到2020年的37亿美元。虽然2020年美国对所有
国家的出口都有所下降，但2019年的下降主要与中国有关。

科技竞争的情况：知识产权与研发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在科技发展与创新的方面强于中国，但
两国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我们可以用专利的数量作为衡量国
家科技发展与创新的标准之一。图七列出了各国家企业或个人
通过美国专利暨商标局审核的专利数量。当然，美国拥有最多的
专利（2019年为186,000个），而日本以56,000个、韩国以23,600
个与中国以23,000个紧随在后。虽然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专利
数量并不算多，但其拥有很高的增长率。自2017年至2019年，中

国向美国专利暨商标局申请通过的专利数量从14,900个增加
到了23,000个，也就是55%的增长率。过去两年间，中国在美国
获得的专利数量超过了德国。在美国市场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的专利合作条约(PCT)系统显示，中国以58,900个专利
申请成为2019年国际专利申请数量最高的国家，超越了美国的
57,480个。美国目前对于中国科技业的禁令虽然有望减缓中国
在美国获得专利的速度，但无法阻止中国在国际上取得专利。值
得注意的是，如果中国在「中国标准2035」政策实践后产生了与
美国不同的科技定义与标准，美国的禁令可能就无法如此有效
地制衡中国获取专利。 

虽然中国正在紧追美国的科技发展，其在研发方面的支出却有
所不足。由于各国物价水平不同，比较各国研发经费的结果只能
当作参考。不过，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已考虑到了这个事实，
我们将在下面解释这个情况。图八列出了2016年美国研发经费
前20高的企业，前四名为字母控股(谷歌)、微软、英特尔以及苹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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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各地区通过美国专利暨商标局审核的专利数量

数据源: 美国专利暨商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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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研发经费最高的二十家美国企业

数据源: 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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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 OECD

图九则显示了2016年中国研发经费前20高的企业，前四名分
别为华为、阿里巴巴、中兴通讯与腾讯。然而，除了华为8与中石
油，余下的18个中国企业在研发技术实力方面远不及美国研发
经费前20高的企业。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目前使用的数据为公
司本身的研发经费，而非政府的投入。根据OECD的研究数据显
示，2018年,中国整体的研发经费高达4,680亿美元。这个数字虽
然比美国的5,820亿美元少，但已经比欧盟28个国家加起来的
4,650亿美元要高。 

所以高研发经费对公司的未来有什么改变呢？我们以华为为例
说明。华为是一家领先的中国科技公司，目前为世界最大的通讯
器材制造商，也是美国采取制裁行动的主要目标。目前有六家美
国企业控诉华为窃取它们的商业机密，美国与其盟友澳大利亚、
英国、日本、印度以及巴西以安全问题为由纷纷开始颁布禁止使
用华为通讯产品的命令。除此之外，美国在2020年5月扩大了出
口限制的条件(FDPR)。现在，如果外国企业在制造产品的过程
中使用到特定的美国软件、设计、工具以及器材，必须在出售最
终产品前获得执照。 

在美国这一系列限制中国科技公司发展的行动中，半导体供应
链龙头台积电(TSMC)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台积电是目前世
界上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如果美国与其盟友禁止台积电出售其
产品给华为等中国企业，那么中国的科技业供应链中就会出现
巨大的漏洞，因为目前没有任何一间中国的半导体公司能够制
造出高质量的微芯片。就连华为的智能手机和5G基础设施的芯
片设计商海思也依赖于台积电的芯片。Capri(2020)的研究指出
台积电本身也依赖于应用材料公司、泛林集团、科磊、新思科技、
益华计算机的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这些公司垄断了全球大部

分市场。因此，在美国颁布FDPR后，台积电无法再向海思及华为
提供尖端芯片。 

台积电目前制作的计算机芯片被使用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闪电战斗机中，它也是苹果、超威半导体、高通、博通、英伟
达的主要供应商。美国政府甚至已经向台积电施压，要求台积电
在美国本土制造使用在美军硬件设备上的芯片，以确保美国的
科技供应链不会受到中国的任何影响。而台积电已经决定2021
年在亚利桑那州投资120亿美元，建立一个完全自营的子公司。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制造商正在将他们的供应链多元化，从「实
时生产」转型为「以防万一」的生产模式。尽管这个例子涉及到一
家台湾的公司，但同样对中国企业有直接影响。

总结 
• 拜登上任后，美国将会改变其对中国的经贸政策，但此番改

变不会涉及本质上的事情。 

• 美国与中国贸易脱钩的行动已经开始，并且会持续下去。这
个行动将加快两国之间具有竞争性的产业实现自给自足的
速度。

• 美中两国基于战略考虑，都认为要实现经贸脱钩就必须在
这场科技竞赛中取得优势，因此我们可以预测科技相关的
商品和服务在脱钩的过程中将会首当其冲地面对挑战。由
于一般的消费性商品目前在中国可以较低成本生产，美国
仍会以进口的方式取得，并会持续向中国出口不涉及敏感
技术的机械、飞机和农产品。

8.  华为在2019年的研发经费高达150.3亿美元，很有可能超越了苹果、英特尔和微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