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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瞭望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构成巨

大冲击，中美货物贸易自然也承

受较大影响。然而，随着疫情的

发展，尽管特朗普时期贸易战引

发的关税冲突、出口管制等后果仍

在，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下降的趋势

却发生逆转，商品结构在保持长期

基本规律的同时呈现新的特点。

受商品在途时间和原产地认

证等因素影响，各国海关统计存

在差异，但在本文选取的研究节

点2019年3月至2021年3月期间，

中美两国海关统计数据间的差别

总体较小，平均值仅为3.2%，且

中国外贸数据比美方提前一个月发

布。本文中除特别说明的，中国对

美出口额参照中国海关数据，美国

自华进口额以美国海关数据为准。

疫情冲击下呈现韧性

中美货物贸易因双方较强的

经济互补性和强大的供需能力而

保持庞大规模。比较2020年3月疫

情暴发前后各一年的月度数据，

可以看出，无论按照美国海关统计

的自华进口额，还是按照中国海关

统计的对美出口额，多数月份都保

持在300亿美元以上的规模。

新冠疫情使得中国对美货物

贸易出口呈现“V”型变化。从中

国海关数据看，新冠疫情的暴发

一度导致对美出口骤降。2020年2

月，中国对美出口104.9亿美元，

比1月下降67.7%，较2019年2月下

降53.9%。按照美国海关统计，

美自华进口额在2020年2月出现明

显下跌后，很快在2020年3月就到

达谷底，2月和3月的进口额分别

较上年同期下降31.2%。数据显

示，尽管疫情冲击巨大，但伴随

中国疫情的有效防控和复工复产

的加快，中国制造的全球优势更加

凸显，加之美国推出史无前例的

强财政刺激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

策，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保持增

长，中国对美出口迅速实现反弹，

甚至超过了疫情暴发前的水平。

2020年4月，中国对美出口额

320.3亿美元，重达300亿以上美

元规模。此后的5～8月，中国对

美出口额持续增长，分别为373.1

亿美元、397.7亿美元、436.6亿

美元和446.9亿美元。相比而言，

在疫情暴发前的一年中，出口额

最高是在2019年6月，为392.5亿

美元。然而，中国对美出口额仍

未达到此轮复苏的最高点。受美

国感恩节和圣诞、新年市场需求

的刺激，以及疫苗接种和逐步解

除居家限制的影响，中国对美出

口在2020年11月突破了500亿美

元大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519.2

亿美元。不过，按照美国海关统

计，美国此轮自华进口复苏的顶

点发生在2020年10月和11月，分

别为448.3亿美元和448.6亿美

元，都未超过2018年10月因担心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而出现囤

货情况下的521.7亿美元高点。无

论按照哪方统计口径，中国流向

美国的商品贸易额在疫情冲击下

都实现了更为强劲的反弹，“V”

字的右侧明显高于左边。

中国自美进口基本保持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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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同步复苏的态势。2020年1月～5

月，中国自美月度进口额均在100

亿美元以下。2月降至疫情期间最

低的85.9亿美元，但也比2019年

2月高出7.5%。2020年2月，中国

海关统计的中美双边贸易达到了

罕见的平衡度，中国对美顺差占

双边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9.9%。

此后，尽管中国对美出口快速增

长，但月度顺差占双边贸易总额

的比重基本稳定在46%～62%之

间，与疫情暴发之前的一年相比

变化不大，说明疫情并未根本性

地改变中美货物贸易关系。

对美出口在中国出口总额中

的比重同样受到疫情影响，但也

显示出强劲韧性。2020年2月，

中国对美出口占比降至13.1%，

较上年同期下降3.7个百分点，达

到2017年1月以来的最低值。此

后，对美出口额的占比开始快速

回升，3月～5月分别为13.7%、

16.1%和18.1%，恢复并超过疫情

前水平。2020年11月，中国对美

出口的占比达到19.5%，接近2017

年以来20.7%的高点。2021年1～3

月，对美出口占比分别为16.8%、

17.7%和16%，均高出2020年同期

约3个百分点，经济加快复苏使得

美国作为中国商品出口目的地国

的重要性显著增强。

新的亮点开始呈现

与自美进口货物相比，中国

对美货物出口涉及的类别略显广

泛。以2021年3月为例，中国当

月对美货物出口涉及97个代码，

而当月自美进口商品涉及96种

商品。除明确禁止自美进口的烟

草及烟草代用品制品等产品（海

关编码第24章）外，其余商品都

实现了中美双向贸易。但相比之

下，受美国官方限制和强制引导

影响，美自华进口的货物集中度

较高，2019年3月～2021年3月期

间，货物清单上前三大类出口商

品合计占当月出口额的比重分布

在48.1%至57.4%之间。其中占

比最高值发生在2019年11月，最

低值则发生在2019年7月，都是

在疫情暴发之前。疫情暴发后，

中国对美货物出口前三类商品合

计占比与此前保持不变，2020

年3月～2021年2月的平均值为

52.9%，与2019年3月～2020年2月

的平均值一致。由于疫情前一年

的月出口额合计的最大值和最小

值均高于疫情暴发后，说明疫情

导致中国对美主要货物贸易类别

的合计占比更为稳定。

中国对美的货物出口主要来

自中国完善的工业体系和中美产

业链的紧密配合，制造产业链上

下游的密切配合为中美双方提供

了重要的合作基础。疫情暴发前

的12个月中，海关编码属于84章

（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

器具及零件）的货物11次位居第

一大商品，85章（电机、电气设

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

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

备及其零件、附件）货物只有一

次位居第一（2019年6月），位

列第三的分别为94章（家具；寝

具、褥垫、弹簧床垫、软坐垫及

类似的填充制品；未列名灯具及

照明装置；发光标志、发光铭牌

及类似品；活动房屋）九次和95

章（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及

其零件、附件）三次。2020年3

月开始的12个月中，伴随远程办

公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包括

集成电路在内的85章商品实现逆

袭，十次位居第一，84章商品则

除两次位居第一外均排名第二。

位居第三的商品则有着不小的变数据来源：中国海关、美国海关。

2019年3月至2021年3月中国对美货物贸易出口额和美国自华进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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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2020年4月～7月间，由于美

国对口罩等防护用品需求量急剧

增长，63章（其他纺织制成品；

成套物品；旧衣着及旧纺织品；

碎织物）商品连续四个月位居

第三。2020年4月，口罩所在的

63079000类商品的对美出口额出

现井喷式增长，达17.5亿美元，

是此前一年月平均出口额的9.89

倍。5月又在4月的出口额基础上

增加了107.7%。2020年8月～10月

间，95章商品再次在中国对美出

口商品排名中升至第三。

将观察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可以看出中国对美货物贸易出口

呈现更多新的特点。61章（针织

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和87

章（车辆及其零件、附件,但铁道

及电车道车辆除外）两大类商品

出口排名波动比较明显。其中，

61章商品尽管排名有所下滑，但

疫情后的出口额比疫情前高，且

保持基本稳定。87章商品在疫情

前最高曾排到第四位，疫情后虽

然在2020年5月一度掉到第十，

但出口额和占比均稳步上升，从

2020年11月开始稳居中国对美货

物出口第六位。

减少政府干预对市场的扭曲作用

疫情一年中美双边货物贸

易的坚韧表现再次证明了两国经

济相互依存的深厚和在全球产业

链上的相互需要。2021年已过

去四五个月，中美两国均保持了

较快的经济复苏，市场供给和需

求的能力复苏，企业开展合作的

需求强烈，消费者被疫情压抑的

购买力也需要释放。中美两国数

字经济在疫情下出现快速发展态

势，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商业模

式的不断创新，以及对市场预期

和消费习惯的影响将会长期化，

即便疫情得以控制也难以恢复原

状。这些变化不仅催生传统消费

品升级和物联网发展，也为创新

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

各国为抗击疫情向市场投放的天

量货币导致通胀压力上升，从国

际大宗商品市场向终端消费品传

导，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贸易额的

增长起到推动作用。

拜登政府一方面延续特朗普

政府向市场撒钱的做法，1.9万

亿美元的新冠纾困法案在国会得

到通过后，继续推动超过2万亿

美元的大规模基建和经济复苏计

划，同时还在加快疫苗接种，以

期为经济活动的恢复创造条件。

2021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在经

历急剧收缩后出现反弹，经调整

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化增

长6.4%，经济扩张明显提速。3

月的美国居民个人收入环比增长

21.1%，为消费支出的增长创造了

条件。同时，反映市场零售价格

水平的PCE（个人消费支出）指

数明显上升，3月升至0.5%，比2

月增加了150%；不包括食品和能

源的PCE指数升至0.4%，较2月增

加了300%。与2020年3月相比，

上述两个PCE指数分别增加2.3和

1.8个百分点，接近美货币政策管

理机构设定的通胀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目

前仍未取消特朗普对自华进口商

品加征的关税，导致中国对美出

口商品的关税水平居高不下，大

幅增加了中美企业合作和消费者

购买对方商品的成本。根据美国

彼得森研究所的数据，美国目前

对自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率

达到19.3%，远高于2018年4月之

前的3.1%水平，也比当前美国对

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平均关

税率（3.0%）高得多。畸高的关

税率及拜登政府仍不明朗的态度

导致了市场预期的混乱和投资者

决策的短期化，反过来降低了全

球供应链的效率，推高了保证安

全和可持续供应关系的成本，对

于包括中美在内的各国经贸关系

造成新的冲击。已延烧一段时间

的全球芯片供应短缺就是因美国

政府干预等因素导致预期紊乱、市

场供需平衡被打破的典型实例。

后疫情时期的公共卫生安全

和经济复苏需要各方采取共同行

动。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位置

和发展态势决定了竞合而非对抗更

符合双方利益。两国理应继续探索

建立更有效的对话和协调机制，稳

定市场预期，减少企业决策不确定

性，建立规则，推动创新发展。

美国贸易代表戴琦、财长耶伦分

别于5月27日、6月2日与刘鹤副总

理通话，释放了一定积极信号。

（作者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

济合作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

所副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