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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经济常常同床异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天然配对的贸易伙伴。国际贸易理

论中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理论都像是为了给中美贸易做注释的。然而最近一段时间，来自美国的贸易

保护主义使得中美贸易的发展蒙上了阴影。除了硝烟仍未散尽的关于钢铁和纺织品的摩擦之外，尤其值

得关注的一个新动向是：2005年4月7日，美国参议院就所谓的《中国货币法案》

(China Currency Bill)进行了一次“民意投票”，结果出乎意料地以67票对23票的结果通过了如果中

国在半年之内不调整汇率，将对中国征收27.5％关税的议案。这项议案如果变成立法，仍然需要得到众

议院的支持。国会将于2005年夏季就该法案进行全面听证会并举行全体投票。  

尽管我们认为这个法案被通过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在这个闷热的夏天，中美之间的贸易

摩擦将继续升温。  

全球化追求的是长远的利益和全体的福祉，政治家关心的是如何迎合选民的选票。遗憾的是，选民和政

客同样短视。在一国国内出现经济衰退和经济困难的时候，找到一个替罪羊几乎是政客的天然本能。美

国经济尽管已经开始复苏，但是失业问题仍然非常严重。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

巨额经常账户逆差的来源是美国国内的居民储蓄太低，政府赤字过高，但是指责中国的所谓“货币操

纵”远比调整美国国内政策更加轻松惬意。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经济学家一直注意到，在政治体系内部，行政部门似乎比立法部门更倾向于自由贸

易。巴格瓦蒂在《贸易保护主义》一书就就谈到，当初英国废除《谷物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持有自

由贸易立场的皮尔首相权势很大，能够力排众议。美国财政部部长斯诺4月21日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

他反对该法案，而且谈到，如果国会通过这一法案，总统会予以否决。我们也注意到，美国财政部5月

份向国会提交的关于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的报告中也没有提到中国是货币操纵国。  

事实上，一项影响很大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国会远比美国的普通公众和工商界反华。根据1994年的调

查，有46％的美国公众对华态度友好，到2005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59％。但是在国会里面，只有19％

的议员对华态度友好。24％的美国公众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构成威胁，15％认为中国在军事上对美

国构成威胁，但是在美国国会中，54％的议员认为中国是经济上的对手，36％的议员甚至认为中国还是

美国在军事上的敌人。  

为什么美国国会如此反对中国呢？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比如台湾对美国国会的游说活动不容忽视。美国

很多新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多在台湾受过教育，对台湾更有亲近感。  

  我们希望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对此做一分析。中国对美国的产品出口集中度过高，而美国对中国的出



口集中度不够，这可能是影响美国国会对华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体来看，中国产品占美国进口的13％。这一比重并不高。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中所

占的比重在1991年是22％，到2005年是23.3％，十多年来并无大的变化，那种认为中国出口带来美国贸

易逆差扩大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不过，在一些行业中，来自中国的进口已经占美国总进口的30％、

40％甚至60％。根据美国东方经济学家(The Oriental Economist)的分析师Richard Katz的计算，在美

国商务部统计的五位码的150种产品中，中国出口排名前10名的产品占其对美国出口的60％，前15名占

71％。中国对美出口的前10名产品占美国进口的平均份额是43％，前15名的平均份额是42％，但是其他

产品的平均份额只占8％。  

我们根据中国的数据计算的结果同样显示出中国出口过度集中的趋势。2000年，在HS六位码共5119类产

品中，中国出口额最大的前10类产品的出口额占当年出口总额的13％，到了2003年，前10类产品的出口

额已占当年出口总额的20％。尤为重要的是，2000年这前10类产品分别出现在两位码的7个分类中，而

到了2003年前10类只出现在4个分类中。这说明不仅出口额越来越集中，而且出口产品的类别也越来越

集中。2000年出口额最大的前10类产品的贸易顺差为179亿美元，占当年全部贸易顺差的74％，而2003

年出口额最大的前10类产品的贸易顺差已达488亿美元，为当年全部贸易顺差的1.9倍。这种状况将使中

国在未来的国际贸易摩擦和国际冲击中面临较大的风险。  

由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过度集中，无形中可能损伤了美国相关行业的利益，尤其是中小企业主的利益，

而中小企业家是共和党的主要选民。根据奥尔森的理论，受损的企业集中在少数行业中意味着参与游说

活动的企业更容易达成集体行动，而从中国进口中得益的消费者人数众多却无法团结，于是主张保护主

义的声音会更加响亮。  

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越来越多，从2000年之后美国整体出口几乎没有增长，但是对华出口翻了一番，其对

中国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2％已经上升到4.2％。相反，日本如今只占美国出口的

6％，这只有其在1980年代水平的一半。遗憾的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相当分散。只有少数美国的出口

部门高度依赖于对中国的出口。根据Richard Katz的计算，在美国商务部统计的450种六位码产品中，

只有14种产品的中国进口能够占到美国出口的25％以上。而这14种产品的出口额更加微不足道，仅仅占

美国出口总额的。。6％。看看这些行业，令人惊讶的是，主要是虾和贝壳、金矿石、大豆、森林产

品、棉花等资源产品和农产品！这些行业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和制造业相比人微言轻，对国会的影响力

并不大。我们总是认为中国购买美国的飞机将会影响其对华政策，但实际上，中国只占美国飞机出口的

6％，而且飞机出口仅仅占美国出口的3％。  

中国对美国的意义应该更加重要，尤其是考虑到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大规模投资。这些公司在中国赚得钵

满盆满，为什么就不替中国说话呢？因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关心的是影响其长远利益的其他问题：知识产

权保护。面对中国不断提高的竞争力，死守住知识产权保护似乎是让跨国公司的大亨们晚上睡得更踏实

的惟一出路。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开始抱怨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已经将中国和其他

13个国家列入“首要观察的国家”(priority watch list)。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美国甚至会考虑动

用超级301条款对中国实施制裁。  

贸易不应该仅仅是少数利益集团的政治游戏。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贸易保护主义的代价也被成倍地扩

大。从历史经验来看，全球化进程也会出现倒退。在这个全球化发展的十字路口，妥善处理中国和美国

之间的贸易摩擦，不仅关系到两国的经济利益，而且将会影响整个全球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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