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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摩擦及其对美国在华企业的影响*

梁泳梅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 要: 中美经贸摩擦的主要表现是美国不断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在估算中美经贸摩擦

对美国在华企业的影响后认为，由于美国在华企业在美国整体利益格局中占比较小，产品出口比

例较小及其行业分布的特点，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在华企业的影响十分有限，但这也意味着

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不会大量减少。中国应准确把握和平衡好利用在华美资企业牵制美国政

府的应对措施，通过更高水平的扩大开放来应对中美经贸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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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美经贸摩擦开始以来，截至 2019 年 9 月

底，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已经进行了十三轮。最

新《中国经济学人》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多数经济

学家判断未来五年内中美经贸摩擦很难消失，甚

至还有四成的经济学人认为经贸摩擦会进一步恶

化［1］。可见，分析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自身的影

响，做到知已知彼，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应对来自外

部的压力。中美经贸摩擦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美国

对中国产品不断加征关税，其对美国自身的影响

既涉及到美国的国内消费者，也涉及到美国在华

企业。而美国消费者与美国的企业集团对美国政

府的影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通常来说企业对美

国政府施加的压力会更大。因此，分析中美经贸

摩擦对美国在华企业的影响，对于估计中美经贸

摩擦的发展趋势从而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无疑

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意义。

一、中美经贸摩擦的实质及主要
表现

1. 中美经贸摩擦的实质: 美国欲遏制中国发展

中国各界普遍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并

不像美国所宣称的是为了解决巨大的货物贸易逆

差，其实质和主要目的是遏制中国的发展，主要是

通过遏制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来遏抑中国经济

的快速发展，这在已有文献中已取得共识［2 － 3］。
随着全球经济的深度一体化，国际分工体系也在

不断调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产技术的持

续进步，提高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当

今世界的大国竞争更多地集中在科技创新与产业

链之间的竞争上［4］。虽然中美经贸合作依然是

互利共赢的，美国依然位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的中高端，对华出口了包括飞机、汽车、集成电路

等在内的大量资本品和中间品，中国依然位于全

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货

物主要是消费品和最终产品; 但是美国却认为中国

“威胁”了美国的经济与技术安全，在 2018 年版的

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将中国确定为美国长期的“战

略竞争对手”。因此，美国对中国采取的各种贸易

保护主义行为及其带来的经贸摩擦，说到底是老牌

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采取的战略竞争手段［5］。当

然，除此以外，美国挑起贸易争端还能获得包括对

工业中间品货物贸易顺差进行打压［2］、要求中国增

加对美国产品的购买等在内的利益敲诈好处。
2. 中美经贸摩擦主要表现为美国不断对中

国的出口产品加征关税

本次中美经贸摩擦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美国对

中国的出口产品不断加征关税。2017 年 8 月，美国

贸易代表办公室基于 1974 年《美国贸易法》第 301
条款对中国关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相关

政策和实践进行调查( 俗称 301 调查) ，并于次年 3
月发布了调查结果，对中国展开了包括不公开的技

术转让制度、对外投资等多项指控，为其发起贸易



战提供依据。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来自

中国的包含重要工业技术的价值 500 亿美元的进

口产 品 征 收 25% 的 关 税，包 括 涉 及“中 国 制 造

2025”计划的产品。中美经贸摩擦开始不断升级，

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所涉及的商品范围不断扩大，

价值不断上升，税率也不断加码( 见表 1) 。

表 1 中美经贸摩擦的主要表现与发展走势

时间 美国政府的做法 中国政府的应对

2018 年 6 月 15 日
美国拟对来自中国的包含重要工业技术的价值 500 亿美元
的进口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

中国拟对原产于美国的价值约 500
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 25%的关税

2018 年 6 月 18 日
确定拟加征关税的 2 00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清单，称如果
中国采取报复性措施并拒绝改变贸易“不公平”做法，将额
外征收 10% 的关税

2018 年 6 月 27 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限制中国投资美国关键科技产业

2018 年 7 月 6 日
美国对 34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进口关税的措施
落地

中国对 340 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
25% 的进口关税

2018 年 8 月 1 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华 2 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
税率从 10% 上调至 25%

2018 年 8 月 8 日
美国公布第二批对价值 160 亿美元中国进口商 品 征 收
25% 关税的清单，并宣布该清单自 8 月 23 日起生效

中国对原产于美国约 160 亿美元进
口商品，自 2018 年 8 月 23 日起实
施加征 25% 的关税

2018 年 8 月 23 日 对价值 160 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25% 关税正式生效
对原产于美国约 160 亿美元进口商
品加征 25% 的关税正式生效

2018 年 9 月 24 日
向中国价值约 2 000 亿美元的商品额外加征 10% 的关税正
式生效，并称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将关税税率提高至
25%

对原产于美国的约 600 亿美元商品
加征 10% 和 5% 的关税正式生效，
中国回应将同步反制

2018 年 12 月 1 日
中美两国元首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布宜诺斯艾利斯
峰会上达成暂时休战的框架性协议并开启90 天的结构性谈判

2019 年 3 月 1 日
美国宣布不提高 2 000 亿美元的自华进口商品关税，税率
维持在 10% 中国表示欢迎

2019 年 5 月 6 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原征收 10% 的 2 000 亿美元中国
进口商品提高关税至 25% ，并将对另外 3 250 亿美元的中
国进口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

2019 年 5 月 10 日
对原征收 10% 的 2 000 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提高关税至
25% 正式生效

2019 年 6 月 1 日
对原加征 5% 或 10% 关税的原产于美国的 600 亿美元商品
提高关税至 10%、20% 和 25% 正式生效

2019 年 6 月 29 日
中美两国元首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大阪峰会上同
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美方表示谈
判期间不再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

2019 年 8 月 2 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 9 月 1 日起对价值 3 000 亿美元
的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

2019 年 8 月 15 日
美国宣布对价值 3 00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10% 关税分
两批实施，实施日期分别为 9 月 1 日和 12 月 15 日

2019 年 8 月 23 日
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对
价值 750 亿 美 元 美 国 商 品 加 征
5%、10% 的关税

2019 年 8 月 28 日

USTＲ 宣布对价值 3 0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税率由
原定的 10% 提高至 15% 并分两批实施，实施日期分别为 9
月 1 日和 12 月 15 日; 同时对 2 500 亿美元关税税率从 25%
提高到 30% 征求公众意见，并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生效

2019 年 9 月 11 日

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布第
一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除
清单，包括两个清单 16 项商品，自
9 月 17 日起实施

2019 年 9 月 12 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中国加征 2 500 亿美元商品关税
的时间从 10 月 1 日推迟到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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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美国对

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因此下文主要分

析美国加征关税对美国在华企业的影响，尤其是

重点分析对美国在华企业出口的影响。

二、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基本情况

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用美国在华直

接投资企业的情况来反映美国在华企业的状况。
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是指美国的跨国企业以取得企

业经营权或控制权为手段，为获取利润而在中国

从事制造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投资行为，基

本上可以反映美国在华企业的总体情况。
1. 美国在华企业资产总额相对较少

从总体上看，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仅占其对全

球直接投资的很小一部分，也就是说，美国在华企

业的利益只是美国海外企业中非常小的一部分。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 ( BEA ) 的数据，截至 2018
年，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存量为 1 165. 18 亿美元

( 基于历史成本价格调整后) ，占美国在全球对外

直接投资总额的 2% ( 见表 2 ) 。虽然近几年来美

国在华直接投资数额在不断上升，在华直接投资

占其在全球直接投资的比例也在提高，但是总体

来看美国在华企业的资产总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

少，这也意味着美国在华企业或者说美国企业在

华业务的重要性并不是很高。

表 2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头寸 亿美元

年份 全球 中国 中国占比 /%
2015 52 890. 71 921. 50 1. 7

2016 55 860. 30 972. 87 1. 7

2017 60 133. 35 1 075. 56 1. 8

2018 59 509. 91 1 165. 18 2. 0

注: 本表所指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指美国企业拥有至少
10%股份的对外投资。数据为基于历史成本价格调整后的。

数据来源: 美国经济分析局。

2. 美国在华投资半数分布在制造业，尤其是交

通运输设备、化学产品、计算机与电子产品的制造

分行业来看，截至 2018 年底，美国在中国的

直接投资中约有 50% 分布在制造业 ( 见表 3 ) 。
2008—2016 年，制造业在美国在华投资总额中的比

重是不断上升的，从 45% 增长到 51%。从 2017 年

开始制造业占比有所下降，2017 年和 2018 年均维

持在 50%。

表 3 美国在华直接投资行业分布情况 %

行业 2008 2010 2015 2016 2017 2018

采掘业 6 6 4 3 3 1
制造业( 总项) 45 43 49 51 50 50

交通运输设备 4 5 12 14 12 13
化学产品 10 9 11 11 12 11
计算机与电子产品 14 9 8 8 8 9
食品 5 7 5 4 3 3
机械制造 3 3 4 4 5 5
初级品与金属产品 1 3 2 2 2 2
电气设备、电器与组件 1 0 1 1 1 1
其它制造业 7 6 7 7 7 7

零售业 5 7 15 14 13 13
信息业 1 5 3 3 2 3
存款机构 － － 5 5 4 4
财务( 存款机构除外) 和保险机构 3 4 4 3 7 7
科学和技术服务业 1 2 2 2 1 2
控股公司( 非银行) 6 6 9 9 4 6
其他产业 － － 11 11 15 15
数据来源: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提供的数据计算而得。

再进一步看美国在华企业在制造业内部的分

布情况。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

设备( 主要是汽车) 、化学产品、计算机与电子产

品这三大类。其中，美国在华企业在交通运输设

备制造业( 主要是汽车) 的发展迅速，在化学产品

制造业发展较为稳定，在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制造

业则出现了收缩。具体来看，美国在华直接投资

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占比最大，截至 2018 年

底，在该行业的美国在华直接投资资产存量约占

总额的 13%。2008—2018 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

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中的占比增长很快，从

4% 大幅提高至 13% ，增长了 2 倍多。化学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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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是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第二大制造行业，

截至 2018 年底，该行业美国在华直接投资资产存

量约占总额的 11% ，且 2008—2018 年也基本稳

定在这个比例。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制造业是美国

在华直接投资的第三大制造行业，截至 2018 年

底，该行业美国在华直接投资资产存量约占总额

的 9%。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不同的是，美国

在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制造业的业务出现不断收紧

的趋势，2008—2018 年，占比有较大下降，从 14%
减少至 9%。

3. 美国在华企业出口比重较低，仍以中国本

土市场为主，出口主要集中在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上

相关调查显示，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出口外

销比例相对较低，所生产的产品主要是在中国本

土市场销售，这与其它外资企业存在较大差异。
美国经济分析局的调查数据显示，2015 年美国跨

国企业海外控股子公司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为

3 558 亿美元，而这些子公司的产品从中国出口到

美国的仅有 105 亿美元，仅占前者的 3%。由此

可以推断，美国在华公司的产品主要是在中国市

场销售。2015 年美国海外公司通过中国向美国

出口 105 亿美元，仅占总额的 3%。
进一步分行业来看，美国海外公司通过中国

向美国出口的产品主要集中在计算机和电子产品

上，2015 年为 34. 78 亿元，占当年从中国出口到

美国总量的 33% ( 见表 4) 。

表 4 2015 年美国企业海外控股子公司

通过中国向美国出口情况

行业
金额 /亿美元

2015 年 2010 年

占比 /%

2015 年 2010 年

总额 105. 45 79. 48

采矿业 0. 01 0

制造业 80. 28 74. 47 76 94

计算机与电子产品 34. 78 34. 42 33 43

机械制造 9. 54 8. 51 9 11

电气设备、电器与组件 8. 02 6. 69 8 8

初级品与金属产品 6. 47 4. 53 6 6

交通运输设备 5. 76 1. 96 5 2

化学产品 2. 62 4. 08 2 5

食品 0. 18 0

批发业 18. 80 4. 70 18 6

零售业 4. 80 4

科学和技术服务业 0. 02 0

其他产业 0. 37 0

数据来源: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提供的数据计算而得。

三、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在华企
业的影响

通过比较美国在华投资在美国总体经济利益

中的地位、美国在华企业的行业分布和产品市场

方向，中美经贸摩擦的过程中美国采用对中国出

口至美国的商品征收关税的方式来对中国施压，

这对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影响十分有限。
1. 美国在华企业的大部分业务不会受到中

美经贸摩擦的影响

截至 2018 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存量仅占美

国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2% ，影响很小，而

“关税制裁”仅针对出口商品产生影响。我们可

以做一个较为粗略的估算。首先，假设美国在华

制造业企业都要受到“关税制裁”的影响，以 2018
年为例，约有 582. 59 亿美元资产的企业所有者会

受到利益损害。该部分资产约占美国同期在全球

海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0. 98%。因此，这部分受损

利益所有者在美国海外投资的整体利益格局中力

量是比较微弱的。从利益博弈的角度来看，美国

在华制造业企业的力量对比明显处于弱势。其

次，美国在华制造企业生产的大部分产品均面向

中国本土市场的销售，只有不到 3% 的销售额用

于出口，因此可以推测美国在华企业的绝大部分

业务都不会受到“关税制裁”的影响。
2. 美国征税清单设计尽量减少对美国在华

企业的影响

结合 2018 年 6 月 15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 USTＲ) 公布的对华“301 调查”的征税清单与美

国在华企业出口行业结构，可进一步估算中美经

贸摩擦对美国在华企业的影响。
在美国对华征税清单中，金额较高的单项是

“排量在 1 500 ～ 3 000 cc 之间的乘用车”，涉及金

额为 15. 2 亿美元。虽然交通运输设备行业是美

国在华投资最主要的制造行业( 占美国对华直接

投资总额的 13% ，见表 3 ) ，但是这个行业的美国

在华企业主要聚焦于中国本土市场，出口到美国

的销量较少。
在美国对华征税清单中，“其他电气设备及

装置”的单项金额也较高。但是电气设备、电器

与组件在美国在华投资中的比重非常小，只占总

额的 1% ( 见表 3 ) 。而且在电气设备、电器与组

件产业中，美国在华企业向美国出口量也较小，

2015 年仅为 8 亿美元( 见表 4) ，其中还有很大一部

分没有包括在“其他电气设备及装置”的单项中。
在美国对华征税清单中，美国在华企业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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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较大的可能是“集成电路: 处理器和控制器”和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硬盘驱动器”( 见表 5 ) 。
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在美国在华投资中的比重并不

很小( 9% ，见表 3) ，而且又是美国在华企业向美

国出口的主要产品( 约占美国在华企业向美出口

总额的 33% ，见表 4 ) 。因此，该行业的美国在华

企业是值得我方研究如何利用的企业。

表 5 2018 年 6 月 15 日美国对华征税清单主要细项

最终清单金额最高的 5 个单项 金额 /亿美元

排量在 1 500 ～ 3 000 cc 之间的乘用车 15. 2

其他电气设备及装置 15. 2

集成电路: 处理器和控制器 11. 2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硬盘驱动器 8. 9

液体泵零件 8. 6

四、从美国在华企业利益影响角
度看中美经贸摩擦的应对

从本文的估算结果来看，中美经贸摩擦对美

国在华企业的利益影响十分有限。据此得到应对

中美经贸摩擦的建议:

第一，准确把握和平衡好利用在华美资企业

牵制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一方面，利用美国在

华企业牵制美国政府的可能性较小。美国在华企

业在美国总体对外投资中的利益占比较小，在美

国总体经济利益格局中的比例更小。可以推测，

这部分企业对美国政府的游说力量非常有限。而

且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在设计清单时也在尽量避

免损害美国在华企业的利益。因此，虽然可以把

有效利用美国在华企业来牵制美国政府作为一种

可供考虑的应对方式，但显然不应该花费过多的

精力与资源，否则有可能成为成本高、收益小的措

施。另一方面，从美国对华征税清单来看，有可能

直接受影响的美国在华企业主要集中于计算机与

电子产品制造业。我方应该尽快调查清楚该行业

美国在华企业对美国政府加征关税的真实态度与

利益诉求，并加以合理利用。
第二，进一步通过高水平的扩大开放应对中美

经贸摩擦。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在华企业的利益

影响十分有限，这也意味着中美经贸摩擦并不会轻

易阻断美国企业在华继续投资。中美经贸关系仍

然有很大的互补性，中国仍然需要与包括美国在内

的各个国家企业进行更高水平的合作。因此，我们

需要进一步拓展开放领域、优化开放布局，进一步

加快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进一步

放宽市场准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允许更多

领域实行外资独资经营，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

放，通过开放实现中国与各国在华企业的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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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 and its impact on
American enterprises in China

LIANG Yong-mei
(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836，China)

Abstract: The major manifestation of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i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impose tariffs on the export products from China． After 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on American enterprises in China，it is believed that the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have very limited impact on American investment enterprises in China，because the American enterprises in
China have relatively less interest pattern of USA，relatively small export propor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But that also means that America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will not be
greatly reduced． China should accurately grasp and balance the measures to take American investment
enterprises in China to contain the US government，and respond to the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through a higher level of expansion of opening up．

Key word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Sino-US trade;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 America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tar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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