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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美贸易 

内容摘要：2017 年 4 月 28 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了“全

球价值链与中美贸易”研讨会。会议邀请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

球价值链研究院海外院长王直教授，以及来自政府及高校的知名

学者，共同探讨中美贸易差额的实质，并为中美两国政府“贸易

百日对话”提供政策建议。现将会议要点择要整理，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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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美贸易 

一、中美贸易差额的来源与构成 

王直教授指出，中美两国在货物贸易中，最大的不平衡来自于制

造业部门；一般意义上的总贸易数据与贸易增加值相比较，前者得出

的贸易差额数值被高估，而后者利用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可以消

除 50%的重复计算；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加工贸易驱动中国贸易融

入全球价值链，而加工贸易又由外资公司占主导地位，现阶段加工贸

易为主导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在政策制定时应当予以考虑。 

1. 美国与“亚洲工厂”的贸易模式 

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不仅是中美两国的问题，实际上是“亚洲工

厂”的一种现象。对照两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美国的制造业逆

差规模越来越大，而中国的制造业则持续积累顺差；中美双边贸易层

面，美国对中国在农业、矿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保持顺差，而制造业

的对华逆差则持续增长，2015 年达到近 4200 亿。因此，两国贸易不

平衡的主要矛盾来自制造业部门。 

回顾 1990 年至 2015 年间，美国与贸易伙伴国的制造业差额数据，

可得出基本事实，即亚洲国家（地区）占据美国制造业总逆差的绝大

部分，近年达到 85%左右；而逆差的来源构成，由九十年代至今发生

着持续变化，从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向中国转移的趋势十

分明显。美国来自于中国的制造业逆差比重从 90 年代的 10%左右开

始上升，从金融危机以后基本持平，2013 年达到 72.6%后有所下降，

2015 年比重为 59.6%。最近几年，部分东盟国家，包括不太发达的国

家，例如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其制造业对美国顺差的比重在明显增

长。这说明，类似过去日本和四小龙向中国转移对美贸易顺差一样，

中国正开始向周边国家转移。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典型贸易模式，是对欧盟和美国出口最

终制造品，形成贸易顺差；由韩国、台湾进口制造业中间品，形成贸

易逆差，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 2015 年。考察近二十年来越南、泰国、

印度、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的情况，这些国家从中国进口中间产品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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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差，向美欧出口最终产品形成顺差。中国向这些国家提供中间制成

品，由这些国家向美欧出口最终产品的特征十分明显。进一步分析，

中国已经在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最终产品（如纺织产品）的

生产转移到周边发展中国家，东盟、南亚的新兴经济体开始融入到“亚

洲工厂”体系当中。 

“亚洲工厂”结构发生变化的原因，实际上是中国内部的产业升

级造成的。第一，90 年代以来，整个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中国制造业出

口中比重下降，2015 年只占 26.5%左右，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上升，

占到 40.3%。虽然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也在上升，中国贸易盈余仍然

来自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第二，将贸易细分为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近年来中国非加工贸易比重上升，超过 40%，

加工贸易不再占据主要位臵；第三，分析制造业企业类型，2015 年开

始，私营企业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的份额已经超过了外商独资企

业，而外商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长期以来一直占据优势

地位，仍然值得重视。 

2. 价值链视角下的中美双边贸易分解 

王直教授指出，在计算贸易差额时，是否考虑加工贸易，以及是

否采用增加值方法，统计结果有着很大区别。以 2011 年考虑到加工

贸易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对中美两国的货物贸易差额进行分析。从总

贸易量角度，中国对美全部贸易（含服务贸易）顺差为 2751 亿美元，

货物贸易顺差 2280 亿美元，ITC 产品贸易顺差 1051 亿美元；从价值

链角度，全部贸易（含服务贸易）顺差的 57.8%，货物贸易顺差的

49.1%，ITC 产品贸易顺差的 35.3%，才是真正的贸易增加值部分。以

增加值为口径的核算方法能更加精确地反映出一国在贸易中的实际

收益。 

考察中美两国双边货物贸易中，所用的第三国产品增加值，中国

比美国多出 1011 亿美元，也即说明，中美货物贸易 2280 亿顺差中，

有 44.4%的构成是源自于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中，使用了更多第三国

产品。这与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有关，美国在价值链上端，

用到的第三国产品相对较少。 

此外，中美货物贸易 2280 亿的顺差中，有 4.6%的构成，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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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含有向美国返还的增加值；有 4.5%的构成是

重复计算，代表中国相对较长的生产链条，产品从生产到消费者手中，

需跨越更多的国境和边境。使用传统的总贸易数值会高估双边贸易差

额程度，总体上，中美贸易差额中的增加值部分，可能占到现有总贸

易统计数字的 50%-80%之间。 

3. 中美双边贸易中的政策影响 

加工贸易在中国制造业对美国出口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1995

年份额为 70%，近年来年呈现较快的下降趋势，2015 年降到 40%以

下，而一般贸易占比持续上升，达到 50%以上；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

类型当中，外商独资企业占据最主要地位（70%以上），中国的国有

企业及私营企业仅占很小比重。可以看到，长期以来，加工贸易出口

的退（免）税等优惠政策，最大的受惠方是外商独资企业。 

将中国制造业进口产品的用途予以分析，用于加工贸易的中间产

品，在 1995 年呈现主导地位，占中国制造业总进口的比重最高接近

45%。近年，用于加工贸易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进口均在下降，用于

非加工贸易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进口之和则超过 70%，显示出制造业

进口已经由加工贸易为主导，转变为非加工贸易为主导。十多年前，

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政策手段是放开加工贸易进口，例如对中

间产品和资本品的进口免税，而由于贸易结构的改变，针对加工贸易

的优惠政策作用正在弱化。 

二、“贸易百日对话”的预期与政策建议 

中美“贸易百日对话”，重要的议题是平衡中美贸易差额，中国

应当对美方要价有所预判，并借此推动中国国内结构性改革和相关政

策调整。 

王直教授认为美国可能提出的要价包括，要求中国在巨额顺差行

业主动实现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VER）；消除

跨境数据流动的限制；打破国有企业垄断地位，政府采购市场向美国

公司放开；缩短审批流程等。中国可利用将此对话的契机，向美国要

求对华增加高新产品出口，并尽力促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BIT）的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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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方晋指出，美国的真正目的在于扩

大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因此中国不能机械地为了降低顺差而有意压

制。特别是在人民币国际化尚未完成的现阶段，中国只有保持一定的

货物贸易顺差才是可取的。中国应在平衡国际收支的过程中以提升竞

争力和产业升级为导向，并使贸易伙伴国一同受益。中央财经大学财

经研究院院长张晓涛指出，在设计对策解决外部问题的时候，还要考

虑到国内经济发展的目标，寻求外部和内部的平衡。 

与会专家认为，中国在“贸易百日对话”中，可采取的政策建议

与应对策略有如下几个方面。 

1. 调整税率，实现进口扩大和出口限制 

对 2015 年中国自美国进口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顺差额最大

的前五部门进行分析，基本关税税率、进口增加值税率和进口消费税

率的总和并不低。可以考虑普遍性地降低进口增加值税，促进谈判；

或者考虑对贸易顺差贡献较大的重点行业，以及产业竞争力较强的特

定产品降低关税，以增加进口。 

在控制出口方面，高污染、高排放、高能源消耗的产业首当其冲。

例如钢铁、水泥、塑料以及橡胶类产品，约占中美两国贸易差额的比

重的 10%，针对性地降低这类生产企业的出口退税率，将有效控制出

口；现有的退税率水平还有较大的政策调整空间，并且可以借助供给

侧改革予以推进。 

2. 互利互惠，带动美国就业与经济增长 

加快中国企业向美国投资，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与贸易形成替代关

系，并且在美国境内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中国致力同美国

达成双边投资协定，则有助于今后顺利实现本国产业升级；在农业、

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领域加大开放，引入更多美国产品；加强中美在省

州层面的合作，契合双边地方政府部门招商引资的实际需要；为美国

企业组织在华交易会，促进民间经济贸易往来。 

3. 坚持原则，规划谈判的中长期策略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盛斌教授提出三个应当坚持的原则：第

一，坚持以市场和规则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矫正双边贸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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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第二，美国解决贸易不平衡需正视自身问题，即储蓄和投资

的缺口不平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第三，要实现双赢，双方需要

共同努力，美国理应考虑中国的要价并采取行动。国家统计局原副局

长许宪春认为，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大量顺差往往避而不谈，中国应

当主动加以强调。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指

出，一次谈判很难达成共识，也不可能一次性实现所有目标。双方在

信心与默契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分阶段地做出承诺，以五年或者十年

为期，努力实现谈判目标。 

4. 扩大开放，与周边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合作 

王直教授基于对周边发展中国家融入“亚洲工厂”的分析，指出

中国制造业货物贸易对美顺差向周边国家转移的趋势，与各国的比较

利益相一致，也与中国自身的改革利益相一致。他建议中国应当顺应

市场潮流，加速生产能力向周边和“一带一路”相关地区转移。中国

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裴长洪建议，向东南亚继续扩大开放，

有利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5. 完善数据，为第一线谈判人员提供扎实的事实基础 

坚持“用数字说话”，需要弥补统计口径不同，重要数据不对外

公开等问题。中美两国的统计数字不一致，折衷方法是利用第三方国

际组织数据，如 OECD 和 WTO 数据资源。利用现有数据，能对贸易

盈余和增加值作出较为全面的分析，但是实际关税、消费税收入只能

依靠推测，与贸易有关的要素，如收入分配和资本利润等统计领域还

有空白。应当搭建起数据平台，促进相关部门定期公开发布。要更加

深入细致地开展数据研究和分析，为决策和谈判提供建议。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陈诚 陈春春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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