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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关系现状及经济发展差距的基本判断*

———基于《中国经济学人》调查问卷的分析

王树森a，李 钢b

( 中国社会科学院 a. 研究生院，b. 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 要: 2017 年以来，中美两国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经贸摩擦，对两国宏观经济和社会福利产生一

定的负面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经济学人》( China Economist) 杂志从中

美经贸关系现状、中美经贸摩擦影响、中美两国经济发展差距、美国总统大选等角度分析中国经济

学人对中美经贸关系及经济发展差距的认知和判断。调查发现，经济学人认为虽然中美经贸摩擦

短时间内难以消除，但中美两国的经济互补性仍很强，贸易增长空间较大，未来发展方向一定是合

作与竞争并有。经济学人预判，今后 20 年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速分别为 4. 8% 和 2. 1% ，中国将于

2034 年追平美国经济总量，将于 2043 年追平美国制造业总体技术水平，将于 2072 年追平美国人

均 GDP，实现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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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我们面对的

是深刻变化的外部环境。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

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国际金融市场震荡，特别是中

美经贸摩擦给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预期带来

不利影响。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今年我国发展

面临的环境更复杂更严峻，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

的风险挑战更多更大，要做好打硬仗的充分准

备。”［1］当前，我国外部风险波动最强烈和最难以

预料的领域是中美经贸摩擦。中美经贸摩擦已经

持续 20 个月，中美两国领导人大阪会晤后美方再

度出尔反尔，破坏了中美经贸共生共赢的关系。
截至目前，中美两国一共完成了 12 次磋商，中方核

心关切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消，

这也是中美之间谈判僵持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内外学术界在中美经贸关系及经济发展差

距问题上有较为广泛的研究，经济学界主要关注

的问题是加征关税对中美两国经济甚至全球贸易

市场的影响及如何应对中美日渐激烈的经贸摩

擦。但是，尚未真正了解具有一定经济学常识的

社会民众对中美经贸关系及经济发展差距的判断

和认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就中美

经贸关系现状及经济发展差距问题于 2017 年 2
季度和 2019 年 3 季度进行了两次调查，对具有一

定经济学常识和社会背景的社会民众 ( 下称“中

国经济学人”) 发放调查问卷，统计分析中国经济

学人对中美经贸关系现状的判断和认知情况。结

果显示，半数以上的经济学人认为当前中美经贸

摩擦的性质是贸易战; 短期内，七成经济学人认为

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但是长

期看来，仅半数经济学人认为中美经贸摩擦对中

国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一、受访经济学人的构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

学人》编辑部于 2017 年 5 月 9—18 日和 2019 年 8
月 15—29 日分别面向 China Economist 经济学者

数据库和中国经济学人微信公众号数据库用户发

放问卷调查。
2019 年的调查共收到 332 份有效问卷，其中

东 部地区经济学人占61% ，中部地区经济学人占



① 2017 年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 131 份，其中东部地区的受访者占 70% ，中部地区的受访者占 18% ，西部地区的受访者占 10% ，其

余为港澳台及境外地区的受访者。

20%，西部地区经济学人占 18%，其余经济学人

来自港澳台及海外地区。和 2017 年相比，东部地

区经济学人比例有所下降，而中西部地区的比例

均有所上升①。在职业分布上，经济学人的主要构

成为高校教师和学生，分别占比 31. 3% 和 34. 6% ;

企业及咨询公司、政府机关及所属研究机构的受

访经济学人占比分别为 15. 7% 和 9. 9% ; 其余经

济学人来自社科院及党校、金融机构( 见图 1) 。

图 1 2019 年调查中受访经济学人职业分布

2019 年的调查中，44. 6% 的经济学人在 30
岁以下，23. 2% 的经济学人 30 ～ 40 岁，16% 的经

济学人 40 ～ 50 岁，16. 3% 的经济学人在 50 岁以

上( 见图 2 ) 。与 2017 年调查相比，30 岁以下及

30 ～ 40 岁的经济学人比例有所提高，尤其是 30
岁以下的经济学人比例增加了 18 个百分点。这

也表明，相比之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中美经

贸摩擦问题( 李钢、李欧美，2017) ［2］。

图 2 2019 年调查中受访经济学人年龄分布

二、经济学人对中美经贸摩擦性
质、起因和未来发展的基本判断

自2017年开始，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呈现激

烈化、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趋势: 中美之间的贸易争

端越来越频繁，加征关税涉及产品种类和范围越

来越广，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国内外学术

界和社会民众对中美关系现状愈加关注。前文提

及，2019 年调查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中美经

贸关系现状和发展。在所有受访经济学人中，

27. 1%的经济学人表示很关心该事件，且十分清

楚其情况; 57. 5% 的经济学人表示比较关心中美

经贸摩擦事件，且大体了解其情况; 13. 6%的经济

学人表示关心该事件，但略微清楚其概况; 只有不

到 3%的经济学人不关心或不太关心该事件。这

也表明，绝大多数具有一定经济学常识和社会背

景的经济学人表示对中美关系及经贸摩擦关心且

多少有些了解。
1. 半数以上经济学人认为中美经贸摩擦的

起因和实质是美国对后起国家的压制

在所有的受访经济学人中，57% 的经济学人

认为当前中美经贸摩擦的性质是贸易战，39% 的

经济学人认为是相当程度的贸易摩擦，仅 4% 的

经济学人认为当前中美经贸摩擦是极小的贸易争

端和小范围的贸易摩擦( 见图 3) 。

图 3 经济学人对中美经贸摩擦性质的判断

在经济学人对中美经贸摩擦起因的判断中，

46. 99%的经济学人认为是美国意图遏制中国的

发展; 29. 22%的经济学人认为是美国为了保持经

济和技 术 领 域 的 领 先 地 位，遏 制 中 国 的 追 赶;

9. 64%的经济学人认为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

当前所处的美国本土制造业较少、就业减少的困

境归咎于中国的崛起; 8. 73% 的经济学人认为是

美国政府意欲缩减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而中国

长期是美国贸易顺差国，因此美国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中国( 见图 4) 。简而言之，经贸摩擦是美国

为了抑制后起国家对自己领先地位的威胁而采取

的必然措施。
除此之外，55. 72%的经济学人认为中美经贸

摩擦的实质是首位国家对第二位国家的压制，

45. 48%的经济学人认为其本质是美国对后起国

家的打击，45. 18%的经济学人认为其本质是单边

主义与多边主义、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之间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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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经济学人对中美经贸摩擦起因的判断

突，34. 34%的经济学人认为是美国对全球政治经

济格局多极化的反对，31. 33%的经济学人认为是

中美关系在经济贸易层面的体现( 见图 5) 。从受

访经济学人的判断中，中美关系在经济贸易层面

的体现虽然有一定的原因，但本质上还是美国对

后起国家，尤其是威胁到其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

领先地位的国家的压制和打击，无论后起国家是

否为中国，美国都会为了维持其领先地位和霸权

而发动与后起国家的贸易争端。

图 5 经济学人对中美经贸摩擦实质的判断

2. 经济学人判断未来 5 年内中美经贸摩擦

很难消失

中美之间已经进行了 12 轮协商谈判，但是都

没有取得理想成绩和结果。2019 年 10 月，中美

新一轮经贸高级别磋商取得了实质进展，减缓了

双方的贸易摩擦进展，再次燃起了两国公众及国

际社会对中美最终达成协议的期望，但是美国特

朗普总统之前的反复无常又让民众持有怀疑态

度。关于对未来 5 年中美经贸摩擦趋势的判断，

20%的经济学人认为中美经贸关系将走向全面对

抗，41% 的经济学人认为中美经贸摩擦未来 5 年

内将持续恶化，但 38%的经济学人则认为中美经

贸摩擦会趋于缓和，仅有 1% 的经济学人认为中

美经贸摩擦会消失( 见图 6) 。

图 6 经济学人对中美经贸摩擦未来走向的判断

3. 经济学人判断中美经贸摩擦具有长期性

和严峻性，且有一定可能性转化为贸易战

84%的经济学人认为中美经贸摩擦具有长期

性和严峻性，谈判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8. 4% 的

经济学人认为中美谈判不会很快成功，贸易摩擦

强度或有逐渐增加趋势; 仅有 5. 1% 的经济学人

认为中美谈判会成功，贸易摩擦将缓和或解决

( 见图 7) 。

图 7 经济学人对中美经贸摩擦未来走向的判断

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真正转化为贸易战的可能

性，28. 6%的经济学人认为可能性较大，贸易战难

以避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26. 5%的经济学人

认为中美已经处于贸易战阶段了; 另有 20. 2% 的

经济学人持有乐观态度，认为其可能性较小，中美

经济利益互利共赢，双输的中美贸易战最终很难

爆发( 见图 8) 。

三、经济学人对中美经贸摩擦影
响的基本判断

中美经贸摩擦在中国和美国的宏观经济、企
业成本、居民福利及国际贸易等方面都产生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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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经济学人对中美贸易摩擦转

化为贸易战可能性的判断

定程度的影响，学者对其研究颇多; 但是对居民日

常生活及居民对中美经贸摩擦的认知仍研究较

少。这也归因于传统经济学理论和工具很难用于

研究此类问题，需要问卷调查或舆论研究以分析

居民对中美经贸摩擦的认知判断。2019 年调查

弥补了这一不足。
1. 中美经贸摩擦影响了国内居民正常的对

外交流活动

在受访经济学人中，仅有 26. 2% 的经济学人

认为中美经贸摩擦对其日常生活没有影响或几乎

没有影响，其余经济学人均认为中美经贸摩擦对

其日常生活至少产生了些许影响。其中，43. 7%
的经济学人认为中美经贸摩擦对其日常生活产生

了些许影响，21. 7% 的经济学人认为对其日常生

活产生较大影响，其余 8. 4% 的经济学人认为对

其日常生活具有很大影响( 见图 9) 。

图 9 中美经贸摩擦对经济学人日常生活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美经贸摩擦对居民对外交

流活动的影响，2019 年调查针对居民赴美旅游和

留学分别进行了调查研究。赴美旅游的时间单位

一般是日或周，而赴美留学的时间单位一般是月

或年。因此，旅游和留学分别反映了中美经贸摩

擦对居民赴美交流活动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情况。
短期来看，90. 67%的经济学人认为中美经贸摩擦

对赴美旅游产生了消极影响，其中 41. 87% 认为

其影响程度较小，48. 80% 认为其影响程度较大。

长期来看，94. 88%的经济学人认为中美经贸摩擦

对赴美留学产生了消极影响，其中 34. 94% 认为

其影响程度较小，59. 94% 认为其影响程度较大

( 见图 10) 。总体看来，九成以上的受访经济学人

认为中美经贸摩擦对短期赴美旅游活动和长期赴

美留学活动产生了消极影响，其中对长期活动的

消极影响程度更大。

图 10 中美经贸摩擦对经济学人留学和旅游的影响

2. 以电子芯片、通信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

业受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最大

2018 年，美国对中兴公司和华为公司进行制

裁，尤其是联合其他发达国家对华为实行 5G 禁

令，使其遭遇美国商务部“实体名单”限制。2019
年 10 月，大华科技、海康威视、科大讯飞、商汤科

技等 8 家人工智能企业也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

体名单”。列入“实体名单”意味着美国限制了在

美外企的贸易竞争机会。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这一

系列行为是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压制和阻碍，

是对后起国家的担忧和恐惧，让中国政府和社会

更加明确了掌握核心科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

关于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最大的制造业产业的判

断中，66. 87%的经济学人认为是以电子芯片、通

信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25. 60% 的经济学人

认为是以加工、组装和零部件制造为主的低附加值

产业，另有6. 63%的经济学人认为影响最大的是以

汽车、机械制造为代表的中等技术行业( 见图 11) 。

图 11 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制造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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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其应对措施，半数以上经济学人认为当

前的产业贸易政策重点是注重获得国内高端产品

市场份额。58. 1%的经济学人认为中美经贸摩擦

中我国应采取的产业贸易政策着力点是获得国内

高端市场份额，34. 6% 的经济学人认为政策着力

点是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其余 7. 2% 的经济学人

表示不能判断 ( 见图 12 ) 。2017 年调查显示，经

济学人认为低成本越来越不能成为中国竞争优势

的来源，国内市场将是中国产业发展的关键。国

内企业应着力扩大国内高端产品市场份额，依靠

核心技术和产品质量获取国内消费者的青睐。

图 12 当前我国应采取的产业贸易政策的着力点

3. 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经济产生显著的负

面影响且长期影响有所减弱

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大多数受访经济学人

认为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

负面影响。与短期相比，认为中国长期经济受到

较大负面影响的经济学人的比例有明显的下降，

但仍存在一定比例较小程度的负面影响。
短期内，71. 99%的经济学人认为中国经济受

到较大程度的负面影响，22. 59%的经济学人认为

中国经济受到较小程度的负面影响，仅有 3. 92%
的经济学人认为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经济有正面

影响( 见图 13) 。另外，关于经济学人对短期内中

国受影响的主要表现的判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

是经济增速下降、就业岗位减少和贸易顺差减少，

分别占比 69. 58%、51. 20% 和 48. 19% ( 见图 14) 。
王树森和李钢 ( 2019 ) ［3］针对当前经贸形势对经

济学人进行宏观经济形势调查，发现其有限地影

响了经济学人对 2019 年 GDP 增速的预判均值。

图 13 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短期经济的影响

图 14 中国经济短期内主要受影响领域

长期内，39. 76%的经济学人认为中国经济受

到中美经贸摩擦较大的负面影响，36. 75% 的经济

学人认为中国经济受到较小负面影响，但是 17. 16%
的经济学人认为中国经济受到了正面影响。与短

期相比学人观点有三个明显特征: 一是认为较大

负面影响的经济学人占比有明显下降; 二是认为

长期内有一定程度正面影响的经济学人占比有明

显上升; 三是难以判断其影响程度的经济学人占

比也有明显上升( 见图 15 ) 。关于其主要的影响

表现，69. 88%的经济学人认为可以促进国内自主

创新和转型升级，65. 06%的经济学人认为可以促

进开拓国际市场，另外分别有 55. 40% 和 48. 49%
的经济学人认为是经济增速下降和就业结构改

变，与短期的负面影响表现有所类似( 见图 16) 。

图 15 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长期经济的影响

图 16 中国经济长期内受影响主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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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经济产生显著的负

面影响且长期影响有所减弱

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大部分受访经济学人

认为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经济会产生一定程度的

负面影响。短期内，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经济影

响程度较小，但长期内认为其负面影响程度较大

的经济学人占比反而上升了。
短期内，50%的经济学人认为中美经贸摩擦对

美国经济产生较小负面影响，40. 66% 的经济学人

认为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仅有6. 93%的经济学人

认为会产生正面影响( 见图 17) 。其主要的影响表

现是居民福利、企业成本等方面，72. 59%的经济学

人认为会造成家庭生活成本增加，64. 16% 的经济

学人会增加企业成本，降低效率，32. 83%的经济学

人会影响美国经济增速，但是 38. 55% 的经济学人

认为会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 见图 18) 。

图 17 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短期经济的影响

图 18 美国经济短期内受影响主要领域

长期内，45. 78%的经济学人认为中美经贸摩

擦对美国经济产生较大负面影响，41. 87% 的经济

学人认为会产生较小负面影响，仅有 6. 33% 的经

济学人认为会产生正面影响( 见图 19 ) 。与短期

相比，长期内反而更大比例的受访经济学人认为

会对美国经济产生较大程度的负面影响。关于其

影响方面，68. 37%的经济学人认为会造成要素价

格上升、企业成本增加，47. 29% 的经济学人认为

会影响经济增速，30. 72%的经济学人认为会改变

就业结构，另有 59. 94% 的经济学人认为会影响

他国对美国的信心( 见图 20) 。前文提及，中美经

贸摩擦的实质和起因是美国对后起国家的压制，

美国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多极化的反对和阻碍，会

极其损害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信心。

图 19 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长期经济的影响

图 20 美国经济长期内主要受影响领域

5. 经济学人认为欧盟等发达经济体有较小

概率会对中国出口贸易进行压制

关于欧盟等其他发达国家是否会与美国结盟

或跟进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进行压制，经济学人也

有不同的看法。46% 的经济学人认为不会，34%
的经济学人表示难以判断，仅 20% 的经济学人认

为会( 见图 21) 。

图 21 欧盟是否会跟进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进行压制

四、经济学人对中美经济发展差
距的认识

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显

21 沈 阳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13 卷



著成效，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

制造业强国，贸易总量稳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

平显著提升。但中美两国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差

距，中国经济总量是美国的 66%，人均 GDP 仅为

美国的 15%，第三产业占比仅 52%，而美国第三

产业占比为 80%。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速远高于

美国，但是中国仍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赶超美国，而

且这期间中国也需要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实现共

生共赢。
1. 经济学人判断中美经济互补性仍很强，贸

易增长空间较大

整体而言，经济学人认为中美两国未来的发

展方向是竞争与合作关系，只有两国互利合作、互
帮互助，才 能 实 现 共 生 共 赢。2019 年 调 查 中，

52. 4%的经济学人认为中美经济互补性还很强，

贸易增长空间较大; 28. 3%的经济学人认为中美经

济互补性趋弱，贸易增长空间不足; 另有 11. 7% 的

经济学人认为中美贸易已不存在增长空间，贸易

总量减少 ( 见图 22 ) 。2017 年调查中，67. 2% 的

经济学人认为中美经济互补性很强，贸易增长空

间较大; 27. 2%的经济学人认为中美经济发展的

互补性趋弱，贸易增长空间不足; 其余 5. 6% 的经

济学人表示不能判断。两次调查相比，认为中美

贸易增长空间较大的经济学人占比明显下降，认

为贸易增长空间不足的经济学人占比略微上升。
我们认为，中美经贸摩擦的频繁发生和关系持续

僵化确实影响了社会民众对中美贸易增长的信

心，而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贸易依赖度愈加

提高，这种社会民众的信心不足和政治经济信任

关系的不稳定都会影响中美两国的切身利益，甚

至影响全球贸易格局。

图 22 经济学人对中美贸易增长空间的判断

2. 经济学人认为今后 20 年中国经济增速为

4. 8%，美国为 2. 1%
2017—2019 年，经济学人对中美两国今后 20

年的经济增速预期值均有所下调。2017 年，经济

学人预判今后 20 年中国经济增速约为 5. 2%，

2019 年该项均值约为 4. 8%，同样，经济学人对美

国今后 20 年经济增速的预期均值也从 2. 4% 下

降至 2. 1%。
关于经济学人对今后 20 年中国经济增速的

判断，2017 年和 2019 年的调查中，认为经济增速

在 4% ～6%之间的经济学人占比均为最高，分别

为 64%和 66%，但是认为经济增速低于 6% 的经

济学人占比明显上升，而认为经济增速处于 6% ～
8%的经济学人占比明显下降( 见图 23) 。

图 23 经济学人对今后 20 年中国经济增速的判断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政府将 2019 年能

够实现的 GDP 增速调整至 6% ～ 6. 5%，社科院

《中国经济学人》编辑部历次季度宏观经济形势

调查也发现，经济学人不断下调其对中国经济增

速的预期值。
在经济学人对今后 20 年美国经济增速的判

断中，2017 年认为经济增速在 2% ～3%的经济学

人占比最高，为 48% ; 而 2019 年认为增速 1% ～
2%的经济学人占比最高，为 44. 6% ( 见图 24 ) 。
与 2017 年相比，2019 年调查中认为经济增速在

2%及以下的经济学人占比明显上升，而认为经济

增速为 2% ～ 5% 的经济学人占比明显下降。结

合经济学人两次调查中的基本判断可知，对长期

经济增速预期值的下调不是特例，而是经济学人

对全球经济形势的宏观判断。随着后起国家的奋

力追赶和技术进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很难

维持原先发达国家主导的状态，新兴国家、第三世

界国家等开始增强在全球资源配置领域的话语权

和主动权，国际格局在未来 20 年将会呈现长期波

动的趋势。全球经济低迷态势仍未有大的好转，

经济学人对未来 20 年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速的预

期值下调也有所依据。
3. 经济学人认为 2034 年左右中国可以追平

美国经济总量

关于中国还需要多少时间才可与美国经济总

量持平，33. 73%的经济学人认为中国 10 年左右

可以追平美国经济总量，27. 41% 的经济学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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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经济学人对今后 20 年美国经济增速的判断

中国需 要 15 年 以 上 才 能 追 平 美 国 经 济 总 量，

18. 07%的经济学人认为中国需要 15 年左右可以

追平美国经济总量，14. 46%的经济学人认为需要

5 年，仅 6. 33%的经济学人认为当前已经基本持

平( 见图 25) 。

图 25 经济学人对中国追平美国经济总量的时间判断

综合经济学人的判断，本次调查显示中国在

经济总量上追平美国大 约 需 要 15. 08 年 左 右。
2018 年中美经济总量分别为 13. 609 万亿美元和

20. 494 万亿美元，按照前文中经济学人预计，今

后 20 年经济增速分别为 4. 8% 和 2. 1%，则中国

预计在 2034 年左右追平美国经济总量，说明调查

结果比较可靠。2017 年调查中，经济学人预判还

需要 16. 64 年左右可以追平美国经济总量，即

2033—2034 年左右，该结果与 2019 年调查基本

一致。
4. 经济学人认为中国需要 53 年左右才可以

追平美国人均 GDP
关于中国人均 GDP 还需要多长时间才可与

美国持平，32. 2% 的经济学人认为还需要 30 年，

31. 6% 的 经 济 学 人 认 为 还 需 要 50 年，另 有

12. 7%的经济学人认为需要 70 年左右，其余经济

学人认为本世纪末及以后中国才能够追平美国人

均 GDP( 见图 26) 。
综合经济学人的判断，本次调查显示，中国在

人均 GDP 上追平美国大约需要 53. 13 年，即 2072
年。2017 年调查中，经济学人预判中国在人均

GDP 上追平美国平均需要 62. 48 年，即 2079 年。
与2017年调查相比，认为30年以内即可追平美

图 26 经济学人对中国追平美国人均 GDP 的时间判断

国人均 GDP 的经济学人比例明显上升，认为 70
年及以上的经济学人比例明显下降。总而言之，

经济学人认为中国追平美国人均 GDP 需要的时

间更短。
5. 经济学人认为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在

2043 年左右会与美国相当

关于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还需要多长时间才

可以追平美国，24. 40%的经济学人认为是 20 年左

右，21. 69%的经济学人认为是 10 年左右，17. 17%
的经济学人认为是 30 年左右，另有 16. 57% 的经

济学人认为中国需要 50 年以上时间才能够追平

美国制造业总体技术水平( 见图 27) 。

图 27 经济学人对中国追平美国制造业

总体技术水平的时间判断

综合经济学人的判断，本次调查显示中国在

制造业总体水平上追平美国大约需要 23. 56 年，

即 2043 年。2017 年调查中，经济学人预判中国

在制造业总体水平上追平美国大约需要 28. 46
年，即 2045 年。与 2017 年调查相比，认为 20 年

及以内即可追平美国制造业总体技术水平的经济

学人比例明显上升，而认为需要 30 年以上的经济

学人比例明显下降。总而言之，经济学人认为中国

追平美国制造业总体技术水平需要的时间更短。

五、半数以上经济学人表示特朗
普大概率连任美国总统

2017 年，62%左右的经济学人认为特朗普新

政可以有效促进美国制造业回流。在经济学人对

特朗普执政百日内的经济政策评分中，91. 2%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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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认为可以达到及格及以上水平，其中更

有 5. 6% 的经济学人打出了满分。折算成百分

制，在此次调查中经济学人对特朗普“百日新政”
的综合打分为 76. 32 分。2017 年调查显示，中国

经济学人对特朗普总统的评价颇高，甚至高于全

球评价。于是笔者针对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进

行了一次调查，发现 53% 的经济学人认为特朗普

可以连任美国总统; 21% 的受访经济学人对此并

不乐观，表 示 特 朗 普 无 法 连 任 美 国 总 统; 其 余

26%的经济学人表示无法判断( 见图 28 ) 。整体

看来，中国经济学人认为特朗普连任美国总统有

很大概率。

图 28 经济学人对特朗普连任问题的判断

六、结 论

2017 年以来，中美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经贸摩

擦，不仅给中美两国自身带来损失，而且给世界其

他国家和地区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不稳定的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造成新的冲击。随着中美两国

进行经济改革和产业升级，两国之间的摩擦冲突

具有必然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为了更好地了解

具有一定经济学常识和社会背景的中国经济学人

对中美关系现状及经贸摩擦的认知和判断，中国

社科院《中国经济学人》编辑部在 2017 年和 2019
年进行两次针对中美关系的热点调查，发现经济

学人判断中美经贸摩擦的起因和实质是美国对后

起国家的压制和对全球政治经济多极化格局的反

对，而且经济学人判断中美经贸摩擦短期内很难

消除。
在中美经贸摩擦对居民的日常生活的影响方

面，经济学人判断中美经贸摩擦对国内居民的日常

生活和对外交流活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尤其是赴美留学和旅游活动。在制造业方面，经济

学人判断受到影响最大的制造业行业为以电子芯

片、通信技术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并认为国内制造

业企业的应对措施是着力扩大国内产品市场份额。
在宏观经济方面，经济学人判断中美经贸摩

擦短期内对中国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对美国产

生较小的负面影响。但长期内，中美经贸摩擦对

中国的负面影响降低，对美国的负面影响程度增

加。对中美而言，其负面影响都是经济增速放缓、
就业结构改变、通货膨胀率上升等，但对中国来说

可以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对美国来说可

以缓解对外贸易逆差问题、促进本国制造业回流。
在对中美经济发展差距的判断方面，经济学

人认为中美经济互补性还很强，贸易增长空间较

大，中美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合作与竞争并存

的关系。另外，经济学人也预判中美两国今后 20
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 4. 8% 和 2. 1%，中国将于

2034 年追平美国经济总量，将于 2043 年追平美

国制造业总体水平，将于 2072 年追平美国人均

GDP，实现赶超。除此之外，中国经济学人判断特

朗普有很大概率赢得 2020 年大选，连任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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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gment about current situation of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gap: analysis based on

questionnaire survey by China Economist

WANG Shu-sena，LI Gangb

( a． Graduate School，b．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836，China)

Abstract: There has been a fierce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2017，which has had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macro-economy and social welfare of both countries． The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CASS and China Economist carried out surveys about the situation of the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the impact of the Sino-US trade frictions，the Sino-US economic
development gap，and the US president election，etc．，which is to study the awareness and judgment of
Chinese economists on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s and development gap． Most respondents
think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eliminate the friction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but the economic complementariti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still very strong，and there is a large space for trade growth．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must be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for both countries． Ｒespondents predict
that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4. 8% and 2. 1% respectively in the
next 20 years; both countries will tie on the size of their economy in 2034 and will tie on the overall technical
level of manufacturing in 2043． They will tie on the per capita GDP in 2072，and thereafter China will
surpass the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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