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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经经纬

习奥会已经完满落幕!中美两国

元首围绕彼此关切的若干重大议题

在轻松的氛围中进行了密切的沟通!

和以往任何一次中美两国元首峰会

一样"经贸议题继续成为焦点! 在涉

及中美经贸关系的会谈中"两国元首

既有对本国经济政策的阐述"也有对

对方经济政策的期待"更有对开展两

国经贸合作的展望! 可以预见"在构

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未来双边关

系总体框架内"两国的经贸关系会矛

盾与合作并存"其对中美整体双边关

系的影响会进一步提升!

摩擦
在 !""#年$!"%%年的国际金融

危机期间"中美两国为应对危机进行

了卓有成效的经贸关系合作"人民币

汇率和知识产权争端等一些传统性

摩擦被搁置"这对于稳定两国经济发

展以至全球经济发展都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 但危机过后"中美两国

经贸关系中的摩擦点有所增加!超越

具体的经贸议题纷争"总体上"中美

两国在以下四方面存在着矛盾!

对对方投资环境的抱怨 最近一

段时期以来"美资企业对中国的营商

环境多有指责"不少报告认为中国政

府对待美资企业不如以前#友好$"在

华投资环境总体恶化%中资企业对于

在美国投资有着类似的感觉! 华为&

中兴和三一等中资企业近期对美国

的投资或被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绑架"

或被国家安全的名义拒绝"更不要说

数年前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失败!

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忧虑 中国认

为美国不断高举'反补贴$和'反倾

销$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对中国输

美产品进行了不尽合理的调查以及

后续的关税征收! 并且"美国还滥用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中国产品提出

诉讼!美国同样认为中国政府也采取

了包括财政补贴和优惠贷款等各种

隐形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这让美国

产品受到了歧视性待遇"影响了美国

产品对华出口!

对承诺履行情况的怀疑 在中国

的不断要求下" 美国曾多次承诺要放

松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控制" 同时

也曾数度承诺要尽快承认中国的市场

经济地位"但事实证明"美国在中国的

这些重大关切方面没有言行一致"并

未做出实质性的政策调整! 中国因此

对于美国的承诺履行情况较为怀疑!

在美国看来" 中国也未能切实履行承

诺( 中国虽然早已加入了世界贸易组

织"但没有严格遵守世贸规则"而是利

用规则漏洞"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对彼此经济政策的不满 中国对

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不满集中体

现在美国以自我为中心的数轮量化宽

松货币政策&不断累积债务的财政政策

以及不负责任的美元汇率政策%美国对

中国的指责主要是在人民币汇率政策&

扶植某些战略行业的产业政策以及以

出口为导向&追求顺差的贸易政策等方

面% 美方自认为这些政策不合理&不公

平"因此双方需要进行进一步协调%

合作
中美经贸关系合作&竞争和矛盾

各种情况交织"但合作是主轴"各种

摩擦点并未上升为大规模的摩擦面%

两国间的经贸合作仍在继续%

作为最强有力的证据"两国的经

贸数据表明了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均

在增加%在贸易方面"按照美方统计"

!"%!年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超

过 &'""亿美元" 早已走出金融危机

的影响"创下新的历史纪录% !"%!年

美国重新超过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

出口市场%中国也是美国出口增长速

度最快的地区之一"中国对于美国的

出口倍增计划能否成功有着关键性

的影响%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也在不断

增加"截至今年三月份"中国总共持

有 %(!&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比去

年同期增加了 %")&亿美元%

事实上"对于中美经贸关系合作

性的最好注释在于虽然两国经贸摩

擦似乎在增加"但是迄今为止这种摩

擦一直处于可控当中"从没有出现眼

中失控的迹象%无论是对于人民币汇

率"还是对于美国对中国的'双反$"

两国政府均有较为理性和有效的管

控"没有让这些经贸问题危害中美经

贸合作的大局"更没有因此动摇中美

双边整体关系的基础%

“五化”
在摩擦和合作彼此交织"合作总

体超过摩擦的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大

格局中"中美未来新型大国经济关系

将会呈现出日益鲜明的五化特征%这

五个特征将会在未来 &$%"年内成

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最新变量%

相互依赖的均等化 中美两国存

在着经济相互依赖"这基本上已经是

常识% 但在过去"这种相互依赖其实

并不对称"甚至不对等% 由于中国更

加需要美国的市场和资金"中国在中

美经贸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力要小

于美国"美国因此可以更为强势和主

动地影响中美经贸关系%但是随着中

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

未来某一时刻中国 *+,超过美国

成为全球第一"这种不对称的相互依

赖格局会发生重大改变%中美之间的

经济相互依赖总体而言会趋于均等

化"中国会比当前更为有力地塑造中

美经贸关系"进而可以更为有效地维

护自身经济利益%

政策制定的国内化 未来两国经

贸关系的发展会越来越从属于两国

国内经济政策的制定"而不会引领国

内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而在若干年

前"在一些重大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

可能会首先考虑对对方的影响%换言

之"以往的经济政策制定沿循着'中

美至国内$的路径"而未来将会是'国

内至中美$的新路径% 两国均会以国

内经济形势发展为主要考量制定本

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对中国而言"这

种政策制定路径的变化会更为明显%

经贸主体的地方化 当前的中美

经贸关系更多的是有中央政府及各

部委管理"但是未来中国的省市和美

国的各州会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发挥

更大的主体作用%导致这种情况出现

的原因不仅在于地方政府是中美经

贸关系的重要受益者"它们因此有动

力去维持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而且

如今中美地方政府层面的机制化经

贸合作平台已经成熟"它们也有条件

去共同管理中美经贸关系%

政治关系的经济化 以往影响中

美经贸关系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是

经济关系的政治化"但随着两国经贸

关系的持续推进"会出现一种逆转的

潮流"即中美政治关系的经济化% 中

美两国政府会尝试把政治关系和经

贸关系挂钩"把一些政治&安全和战

略议题通过经贸关系的形式表现出

来" 通过有意的高级政治低级化努

力"用相对而言稳定可控的经贸关系

来帮助解决脆弱敏感的政治安全问

题% 例如"当前中美之间的网络问题

本质上是安全问题"但中美之间均有

意将其部分定义为经济问题%

经贸关系的全球化 中美两国未

来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这种经

贸关系会日益超越两国的双边关系

范畴" 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全球意义%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美经贸关系的开

展势必会考虑其对全球经济的积极

和消极影响%

中美经贸关系 合作超过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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