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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中双方的利得分析 

中美贸易中双方的利得分析 

【注释】本文讨论的是中国大陆与美国的经贸关系问题，不涉及台湾。【注尾】 

韦 伟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 

中美贸易中的不平衡的问题在这两年突出起来，据美方统计１９９２年中国对美出口了２５６．

８亿美元的产品，美国向中国出口了７４．４亿美元的产品，美方贸易逆差为１８２亿美元。中

国方面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美方统计中的相当一部分系从香港转口进入美国的，这并非为中国直

接向美出口。据中国方面统计，１９９２年中国的美国出口额为８５．９亿美元，从美国的进口

额为８９亿美元。双方统计差距如此之大并引发了争论。这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香港转口造

成的影响。中国认为香港转口的产品不应算是中国对美的贸易额，而美方坚持的原产地计算将其

归入中国对美的出口。本文作者对这争论的意见是，以中方的统计看，是不能全面反应中国产品

进入美国市场的情况；而从美方的统计看，又有夸大中国产品美国市场的一面。但是，中国产品

大量进入美国无疑是一件好事，这表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为美国的消费者带来巨大的好

处。这也是中美经济关系更加密切的标志并对美国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重点分析以

下几点： 

（一）大量廉价的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使得美国消费者可以在保持原有福利的情况下省下大笔

的开支。据计算分析，中国的国民收入中资的收益和劳动的收益各占一半。（#FF请参阅《中国

经济的发展与模型》（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一书中第四章第一节。另外，在邹

志庄教授所著的《中国经济》一书中第四章也有讨论。#FS）而在美国劳动的收益占７５％，资

本收益的占２５％。（保罗·萨缪尔森著，高鸿业译：《经济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

中册，第２２２页。）由此我们做出一种推断，假如某种中国商品价格是１００美元，那么其中

资本和劳务的收益各占一半，都是５０美元。假定两国资本的收益不变，并假定商品无价格弹

性，生产的数量相同，那么在美国生产同样的商品其售价就应是２００美元。如果我们不考虑运

费和关税等，那么中国商品在美国销售其售价只有美国商品价格的一半是很合理的。如按上述情

况继续推理下去，并假定所有的商品都是消费品，那么１９９２年中国在美出售的２５６．８亿

美元的商品就为美国的消费者们节约了２５６．８亿美元的开支。也就是说美国的消费者们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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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２５６．８亿美元的情况下享受了与原先相同的福利。（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中并非全是

消费品，其中也包括工业制成品。工业产品的应用自然也会降低工业生产的成本。上述推算仅是

为说明问题而作的假设。） 

据香港报纸指出，如美国取消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则美国消费者要多付１６０亿美元。 

（二）中国商品大量进入美国市场有利于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通过统计资料的分析可以发

现，在７０年代后期及８０年代初期，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是很高的， 

而８０年代中后期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与此相伴随的是美国对外贸易赤字的大幅度提高。在此

期间，美国进口商品中来自亚洲的部分增加量最大。８０年代中国，日本，亚洲四小龙对美出口

都大量增加。 

增加进口可以平抑本国的通货膨胀率是国际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美国的经济表现又一次验证了这

个原理。中国劳动力成本历来低廉，以中美双方的统计资料对比考察发现，中国劳动力的平均成

本仅约是美国劳动力平均成本的１／６５。如以１９９１年的数字为例，１９９１年中国工业界

职工平均工资收入为一年２４２４元人民币，以当年外汇官方汇率折算成美元为年工资率为４５

６美元，同期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年工资大致为２９０００美元，两者之比为１／６４，中国工人

工资只有美国工人工资的１／６４。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可以使得中国商品以很低的价格进入

美国市场，无疑这对平抑美国的物价起到积极作用。这又等于增加了美国人的实际工资。 

（三）由于大量低价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节省了美国消费者的大笔消费开支，相应使原来的开

支转化为储蓄。近些年来美国的私人储蓄率一直显现下降趋势，私人储蓄率仅在５％左右。以１

９９２年为例，这年的私人储蓄约为２１２６亿美元。如果我们假定美国消费者把因买中国商品

而节省下来的钱全部转为储蓄，则美国私人储蓄中的大约７．５％是由中国商品进口而取得的。

这对美国的投资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方面在中美贸易中的利得分析。 

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对增加中国的就业起到促进作用。近年来中国对美贸易出口激增，说明对美

贸易是有利可图的。大量港商、台商进入中国大陆办企业，生产出口产品，吸引了大量中国劳动

力，据香港报纸指出， 

仅中国华南地区就有３００万工人从事出口商品的生产。 

以中方统计看，１９９２年对美出口约占中国对外出口额的１０％左右，自美方进口额约占中方

总进口额的１１．５％。美国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据中方统计显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主要集中在食品，轻纺产品及原材料上。这些产品大部

分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有利于吸收大量剩余劳动力。对中国转化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有利条

件。反观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产品，主要以大型成套设备，计算及电子设备，化工原料，化肥，粮

食等几大类为主。大部分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从中美双方的贸易产品上看，其特点很符合比较利

益的原则。中国产品进入美国是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的。同样，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对中国的工

业现代化起了帮助作用。 

中美贸易的发展有助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作为拥有占全世界1/5人口的大国，中国经

济是不应长期游离于世界经济之外的。中国有着潜在的巨大市场，在世界经济处于相对不景气的

时候，加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使中国市场的潜力得以发挥，无疑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

到刺激作用。 

通过对外经济交往和中美贸易，中国的贸易环境也有了较大改善。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９２年，

贸易环境量由０．９２上升到２．２０。贸易环境量的改反映了中国出口贸易抗干扰和自我调节

能力的提高。 

如果采用强制手段来抑制中美贸易的发展，将会对两国经济带来不利影响。据认为如取消给中国

的最惠国待遇，美国将失去２０万个工作机会，还会影响到美国在华投资的４３００个项目，美

国飞机工业也将大受影响。估计在未来１０年，美国飞机工业在华的投资将是１１０－１５０亿

美元。 

目前，亚太地区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美国与

亚太地区的经济关系也将更加密切。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中美经贸关系的发

展会对亚太地区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明智的选择应是发展中美贸易关系而非限制或压制中美贸易

关系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