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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流媒体报道

（一）半岛电视台：中国在卢拉访华前解除对巴西牛

肉的进口禁令

巴西农业部表示，就在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

席尔瓦（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即将在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

的几日前 , 中国已同意立即恢复巴西牛肉进口。此前，巴西当局

在发现一例非典型疯牛病病例后 , 于 2 月 23 日自愿停止向中国出

口牛肉。在巴西总统卢拉于周日访华之前，巴西农业部长卡洛斯·法

瓦罗（Carlos Favaro）已于周三提前抵达北京。周四，双方恢复

了牛肉贸易。巴西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法瓦罗与中国海关

总署署长俞建华会面后，“中国政府决定解除对巴西牛肉的禁令”。

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还没有对这一消息发表评论。

去年，中国花费 80 亿美元购买巴西牛肉，几乎占其从巴西这

个拉丁美洲最大经济体进口额的9%。法瓦罗在北京会见了俞建华，

他说这一决定“对巴西来说是向前迈进的一步”。卢拉总统预计

将于周二在北京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希望通过此行扩

大贸易关系，寻求新的中国投资。中国已经是巴西最大的出口市场，

2022 年双边贸易额超过 1500 亿美元。巴西主要向中国出口大豆

产品、铁及其衍生物、石油产品和牛肉。2009 年，中国还超越美

国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巴西如今也是中国在拉美最大的投

资接受国，主要受益于在高压输电线路和石油开采方面的投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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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拉在10月份与极右翼的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的决胜选举中险胜，他将成为自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

以来首位访华的外国领导人。此次访华不到两个月前，卢拉在白

宫会见了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因为尽管中美两国关

系日益紧张 , 但巴西政府的目标在于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平衡

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巴西参议员汉密尔顿·莫朗（Hamilton 

Mourao）说：“巴西必须在中美争端中保持灵活、务实的立场。”2019

年，莫朗曾作为巴西副总统在北京与习近平会面。

卢拉拉近了巴西与中国的距离，在 2003 年至 2010 年的两届

总统任期内，他两次前往北京。卢拉此次访华之前，巴西在博索

纳罗执政期间与中国经历了一段关系坎坷的时期，博索纳罗在竞

选时发表了反华言论，这种言论一直持续到他执政的头几年，那

时他任议员的儿子将新冠肺炎大流行归咎于中国。

卢拉将率领一支庞大代表团访问中国，包括 6 名内阁部长，

以及州长、议员和 240 名商界领袖，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商界领

袖来自巴西农业领域，他们将巴西大部分牛肉、大豆和木浆销往

中国。本周晚些时候，巴西总统还将访问上海。

作者：佚名，2023 年 3 月 23 日

翻译：钮胤羲

（https://www.aljazeera.com/economy/2023/3/23/china-lifts-brazilian-

beef-import-ban-ahead-of-lulas-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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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路透社：卢拉访华之行以务实方式重振巴西对

华关系

本周末，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将前往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以重振巴

西与其最大出口国之间的关系，并寻求中国对巴西这个拉美国家

的新投资。卢拉将于 3 月 28 日在北京会见习近平主席，他将是习

近平连任国家主席后首个访华的外国领导人。此次访华不到两个

月前，卢拉在白宫会见了美国总统乔·拜登，因为尽管中美两者

关系日益紧张，但巴西政府的目标在于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平

衡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巴西参议员汉密尔顿·莫朗（Hamilton 

Mourao）说：“巴西必须在中美两国的争端中保持灵活、务实的

立场。”2019 年，汉密尔顿·莫朗曾作为副总统在北京与习近平

会面。这使他成为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政

府中在中国问题上的关键调和声音，博索纳罗的意识形态致使巴

西与中国发生了外交争端。

巴西外交部官员表示，巴西希望实现与中国贸易的多元化，

不仅限于铁矿石、大豆、石油和肉类出口，还准备签署技术、创

新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协议。一个早期的积极迹象是，中国

周四恢复了在巴西确诊出非典型疯牛病病例后暂停了一个月的巴

西牛肉进口。

中国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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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拉拉近了巴西与中国的距离，在 2003 年至 2010 年的两届

总统任期内，他两次前往北京。卢拉此次访华之前，巴西在博索

纳罗执政期间与中国经历了一段关系坎坷的时期，博索纳罗在竞

选时发表了反华言论，这种言论一直持续到他执政的头几年，那

时他任议员的儿子将新冠肺炎大流行归咎于中国。一名高级政府

官员告诉路透社，包括前副总统莫朗和当时农业部成员在内的许

多人“试图避免灾难”，并阻止这些事情升级为意识形态战争。

巴西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没有受到外交争端的影响，尽管中国的投

资陷入了停滞，其部分原因是疫情阻止了中国高管访问巴西。贸

易专家认为，博索纳罗执政时期，中国投资者并不受欢迎。

前巴西驻华大使马科斯·卡拉穆鲁（Marcos Caramuru）此前

告诉路透社，巴西最初受益于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执政时期的中美贸易战，但他哀叹中国在巴西的投资几

年来失去了动力。中国 - 巴西企业家委员会称，到 2021 年，中国

企业在巴西的投资恢复到了 2017 年的水平，预测未来几年将稳步

增长。

卡拉穆鲁说，无论巴西执政政府是何政治色彩，中国政府都

与巴西政府保持开放的关系，但中国更喜欢在地方当局更友好的

时候投资。2009 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了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

巴西如今也是中国在拉美最大的投资接受国，主要受益于在高压

输电线路和石油开采方面的投入。

博索纳罗担任总统期间，许多中国公司暂停了与巴西联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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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合作计划，转而推进与州政府的业务，特别是在不太富裕的

东北部地区，那里卢拉的工人党势力最强。中国的新项目包括位

于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的拉丁美洲最大桥梁，以及最近中国计

划在萨尔瓦多的一个前福特工业园区建造电动汽车，可能会在附

近开采锂并生产电池用于出口。

作者：Anthony Boadle，Lisandra Paraguassu，2023 年 3 月 23

日

翻译：钮胤羲

（https://www.reuters.com/world/lulas-china-visit-refresh-brazil-ties-

with-pragmatic-approach-2023-03-23/）

（三）商业标准（转自彭博社）：中国 14 亿人口在疫

情后的消费情况

中国因三年疫情影响出入境受到限制后回来了——但它的数

百万消费者回来了吗？答案影响着企业的命运、全球通胀的前景，

并将成为决定世界经济是否会陷入衰退的一个因素。人们正在计

划旅行、外出就餐、重返大商场。尽管如此，这个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的居民还会不会像过去那样大笔消费？

中国到底有多“开放”？

在中国优化调整出入境政策三个月后，我们进行了实地考察：

1. 餐饮和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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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不可预测的疫情将许多人限制在家中，如今中国消费者

可以重新放心走出家门。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外出就餐人数的

增加上。消费者在餐馆食品和饮料上的支出正在逐渐回到疫情之

前的水平，但还没有超过它。

据估计，中国最大的火锅连锁餐厅之一“海底捞”, 在 1 月

份关键的春节假期期间的日销售额同比高于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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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提供火锅这一在中国广受欢迎餐饮的多数餐馆其销售

额仍远低于 2021 年，当时中国实际上处于为防止病毒进入而采取

边境管控的防疫“泡泡”中。彭博智库（Bloomberg Intelligence）

消费者和技术领域高级分析师凯瑟琳·林 (Catherine Lim) 说，中

国消费者对疫情带来的紧张感正在“消散”。但她说，对经济前

景的担忧“现在正促使他们在可自由支配开支方面更加谨慎”。

春节假期为许多行业带来了消费高潮，但由于人们对新冠感

染的担忧，加之当时感染病例不断增加，以及疫情后经济走向的

不确定性，消费势头尚待逐步恢复。这点在电影票房上多少有所

体现。在七天假期中，中国人涌入电影院，票房收入达到 68 亿元

人民币（9.9 亿美元），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5%。但从更长的时

间跨度来看，中国电影票房仍低于疫情前水平。2023 年前 10 周

销售额比去年增长了近 13%，达到 140 多亿元，但比 2019 年下降

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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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购物

在疫情防控期间，人们比较习惯于网购食品、服装等商品，

优化调整防疫措施后人们逐渐恢复到以前商场购物。同时，还伴

随着一些新的变化，就是消费者在旅行和健康方面的花费投入比

以往更多，比如购买健身设备、运动俱乐部会员等。这可能会导

致用于购买高端时装和昂贵包包的投入减少。在疫情之前，中

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买家来源国，因此法国路威酩轩集团

（LVMH）、卡地亚（Cartier）所有者瑞士历峰集团（Richemont）

等公司都将密切关注这一趋势的走向。几代人之间也有差异。

根据国际咨询公司奥纬咨询（Oliver Wyman）收集的数据，

后疫情时代的千禧一代（1981 年至 1996 年出生的人）在健康和

体育方面正在计划增加的支出最多。与此同时，奥纬咨询的调查

显示，婴儿潮一代是中国第一代真正接受西方品牌的人，但他们

最不可能随着疫情的消退而计划大笔挥霍，今年他们在奢侈时装

上的支出将下降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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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度消费者指数 (Kantar Worldpanel) 大中华区总经理虞坚

(Jason Yu) 表示：“快消品的价格还没有开始回升，这表明消费

者对消费仍持谨慎态度。”该公司正在对全中国 4 万个家庭的消

费行为进行跟踪调查。“肯定还会有明显的复苏，但仍未全面复

苏。”中国的消费恢复速度比其他地方重新开放后要慢。例如，

到 2021 年 7 月，英国已经取消了几乎所有的疫情限制。根据英国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当年 9 月 25 日的一周，整体零售客流量

是 2019 年同期的 85%。

麦格理集团（Macquarie Group）中国经济部门负责人胡伟俊

（Larry Hu）表示：“中国经济复苏的最大阻力是消费者信心尚

未恢复。”

由于中国不愿意像世界其他地区那样向消费者发放现金来

刺激经济复苏，更可持续的公众情绪和支出反弹依赖于更多就业

岗位出现。不过，劳动力市场仍然疲软，最新数据显示，2 月份

失业率升至 5.6%。年轻人的失业率要糟糕得多，失业率飙升至

18.1%，创下六个月来的新高。

3. 高额商品

中国的重新开放正慢慢刺激人们重返房地产。公寓销量在

2022 年前两个月下滑了 22% 后，于今年 1 月至 2 月增长了 3.5%。

十多年来，房地产业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关键引擎，但在过去一年里，

房地产业遭受重创，全国各地都有未完工的住宅空置。房地产低

迷的部分原因是新冠影响，后来又因防疫措施调整过程中病例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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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激增而加剧。2022 年 12 月，房屋销售同比下降 27%，亟需政府

在年初提供支持。

然而，当涉及到另一项高额商品时，中国消费者就更加犹豫

不决了。

2023 年前两个月，汽车销量同比下降 9.4%。中国有 200 多

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经销商依靠大幅降价和现金减免优惠来吸引

买家。在中国国家统计局追踪调查的所有零售类别中，今年头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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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汽车销量降幅最大。

4. 国际旅行

疫情前，中国是世界上游客数量增长最快的来源国，而过去

三年里，泰国、意大利等国的度假胜地都深感中国游客的缺席。

因为中国于 1 月优化调整了出入境政策，中国的机场再次繁

忙起来。但是，据航班数据跟踪机构飞常准（VariFlight）称，尽

管国际航班的数量高于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但截至3月16日，

仍只有疫情前水平的 22%。

许多海外航线仍未恢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航班仍被限制

在每周 12 趟。中美两国都必须批准取消限制，而且是否会很快

提高航班上限还不得而知。一些国家还要求中国游客提供核酸检

测阴性结果。国际旅行复苏的速度正在影响一些航空公司的经

营。中国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春秋航空（Spring Airlines）本月表

示，出国旅游需求仍然疲软，抑制了其从疫情复苏。该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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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运力仅为疫情前水平的 20%。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也将增加美国至中国航班的计划至少推迟到 10 月份。

航空旅行的反弹不仅仅是因为航班有限而滞后。另类数据提

供商数达咨询（Sandalwood Advisors）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研究

员艾格尼丝·徐（Agnes Xu）说，人们需要时间来预订出国旅行，

许多国家要求中国公民持有签证。麦格理集团的胡伟俊总结说，

在优化调整实施新的疫情防控措施三个月后，中国出入境旅行正

在恢复——但比世界其他地区更谨慎，尤其是那些原先限制较少

的地方。“与美国相比，中国疫情后复苏较慢，”他说，“美国

有中国没有的报复性消费现象。消费者对美国重新开放阶段的信

心要高得多，政府也发放了大量补贴。中国两者都没有。”

“中国的复苏才刚刚开始。”

作者：Jinshan Hong，Karen Leigh，2023 年 3 月 21 日

翻译：钮胤羲

(https://www.tbsnews.net/world/heres-how-chinas-14-billion-people-are-

spending-again-after-pandemic-602986)

二、顶级组织与智库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贸易战五年，中国继续与美

国出口缓慢“脱钩”

今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口水战升级，特别是2月，安东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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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 (Antony Blinken) 借故中国高空气球事件取消了备受期待的

北京之行。但最近有报道称，中美贸易关系在 2022 年达到“创纪

录水平”，这表明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所谓的经济“脱钩”

尚未到来。然而，这一广泛报道的数据具有误导性。在唐纳德·特

朗普总统 2018-2019 年发起的贸易战期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遭

受重创，目前仍受到影响。中国现在正将一些外国商品的采购从

美国转移出去。双方都有同样的恐惧：对方会突然以安全的名义

将贸易武器化——切断进出口。为了抢占先机，两国现在都在尝

试贸易多元化。

从 2018 年开始，中国为反制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开始对

美国出口产品征收关税。美中领导人于2020年 1月宣布“休战”，

当时中国表示未来两年将增加美国进口 2000 亿美元。由于各种原

因，这一目标很难得以实现。即使到 2021 年，美国对华出口也才

勉强达到贸易战前的水平。

最新发布的 2022 年数据显示，美国出口下降幅度越来越大，

远远落后于同样向中国市场出口的其他国家。曾经主要的美国制

造业出口产品——如汽车和波音喷气式飞机——几乎消失了。由

于美国新的出口管制政策，半导体行业的销售额在 2022 年放缓，

也可能不会恢复。美国服务业出口在疫情大流行期间暴跌，目前

尚未恢复。即使在美国出口似乎表现不错的地方——2022 年美国

对中国的农产品销售创下历史新高——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迹象。

农业收益的主要原因不是出货量增加，而只是价格上涨以及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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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危机相关的全球粮食安全的担忧。此外，中国买家正在转

向其他供应商，而美国农业部门的出口仍然高度依赖中国市场。

当然，虽然挑战仍在，但中美贸易也曾经相互依存、互利共赢。

真正的新闻是，美国对华出口成为了双边关系继续恶化的又一个

渠道。

2022 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滞后

2018-2019年的美中贸易战摧毁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图1）。

美国出口下降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中国针对特朗普总统对

超过 3000 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商品征收关税而反制的报复性关税。

其次是由于特朗普的关税导致美国竞争力下降，特别是针对企业

所需的零部件投入成本增加。

                       图 1

2020年 1月，特朗普总统与中国签署了他著名的“第一阶段”

协议，呼吁贸易战休战，但双方几乎所有的关税都保持不变。该

协议的一部分条款约定中国在 2020-2021 年按规定数量额外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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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超过2017年的基线水平。最终，

中国因美国没有履行相应约定，并没有购买特朗普贸易协议中额

外的 2000 亿美元美国出口产品。2022 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仅

略有改善。从技术上讲，这是美国对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出口

记录”——因为出口高于 2017 年贸易战前的水平（图 1），并且

从 2021 年开始平稳增长。但这是一个空洞的描述。即使出口量年

年不变，哪怕仅有一点通货膨胀，出口的名义价值也会年年创新高。

一个更有价值的比较是，如果出口在 2018-2022 年期间每年

以与中国从世界进口相同的速度增长，考察美国对中国在该假设

条件下出口水平与实际出口的对比。这会将美国的实际出口与向

中国出口的其他国家的表现进行比较——不仅考虑贸易战，而且

还考虑新冠疫情冲击在 2020-2022 年对中国经济增长和进口需求

的负面影响。（中国的 GDP 增长率在 2020 年仅为 2.2%，2021 年

为 8.1%，2022 年仅为 3.0%。）这种比较还考虑了通货膨胀。

到 2022 年，美国对华出口比预测水平低 23%。这种比较揭

示了第二个潜在的问题——差距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

美国出口在 2020 年（第一阶段协议的第一年）距预期仅差 16%，

但差距在 2021 年扩大到 22%。注意最后一个比较——在第一阶段

协议，特朗普总统认为中国将购买的出口商品：尽管采购约定在

2021年底到期，但美国2022年对华出口仅达到第二年（2021年）

约定的 58%——仅比 2021 年美国 57% 的出口表现略有改善。

没有迹象表明美国制造业出口将回到贸易战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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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国的制成品出口在贸易战后不仅没有复苏，而且现

在有恶化的迹象（图 2）。这很重要，因为在贸易战之前，制造

业占美国对中国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的 44%，是贸易战前出口的

最大组成部分。到 2022 年，这一比例下降到 41%。

                       图 2

2022 年，美国对华制造业商品销售额比 2021 年下降了 3%，

现在再次低于贸易战前的水平。（诚然，中国从世界进口的制成

品在 2022 年也下降了 8%）因此，2022 年美国对华制造业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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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中国从世界进口这些产品的预期增长率低 23%。半导体行业是

2022 年美国制造业出口下降的一个重要来源（图 2，b）。半导体

和半导体制造设备一直是 2020-2021 年制造业为数不多的亮点之

一，甚至超出了第一阶段协议的预期出口。这其中有很多原因。

首先是新冠疫情推动了对电子产品的高需求，以及向居家办公、

学校和休闲环境的转变。到 2022 年，全球对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

等使用半导体的产品需求从疫情的高位收缩。另一个是担心美国

对半导体和设备实施出口管制，这导致了 2020-2021 年的囤积行

为。要注意，鉴于2022年10月宣布的严格的新一轮出口管制措施，

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和半导体设备销售可能会继续下降。

美国新冠相关医疗用品的出口在 2022 年也下降了 40%。该行

业近年来的销售额高于预期，部分原因是新冠疫情导致需求增加。

即使基数较低，汽车和飞机也是 2022 年几乎没有复苏迹象

的行业。这是贸易战前两个最大的制造业出口部门。2018 年面对

关税相关成本，特斯拉等汽车制造商将生产迁出美国，以保持与

中国消费者的联系。美国对中国的汽车出口尚未恢复。

在波音 737MAX 机型发生两起坠机事件后，2019 年美国对

华飞机出口大幅下降，至今也未恢复。（2023 年 1 月，中国航空

公司再次开始使用 737MAX 飞机）虽然中国国有航空公司历来

在波音和欧洲空客之间分配飞机采购，但中国在 2022 年 7 月和 9

月宣布了约 400 亿美元的空中客车喷气式飞机采购订单。波音公

司的公告更为有限，去年该公司称，“地缘政治差异继续限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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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飞机出口。”9 月，中国因波音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制裁了该

公司防务部门的一名高管。出于依赖性考虑，在观察到西方国家

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后对向俄罗斯商业航空公司机队出口飞机零

部件和服务实施制裁，中国可能会特别抗拒购买波音产品。

由于贸易路线因俄乌冲突重新调整，美国对中国的能源出口

大幅下降

尽管世界能源价格飙升，但美国对中国的能源出口在 2022

年比 2021 年的峰值下降了 13%（图 3）。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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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在 2020-2021 年尚未达到第一阶段协

议下的采购约定，但已较贸易战前的水平大幅扩大。2022 年的下

降部分反映了两国应对俄乌冲突而重新调整的能源贸易流向。

2022 年，由于俄罗斯将其能源供应武器化——限制向欧洲销

售天然气作为对支持乌克兰的惩罚——以及作为对俄制裁措施，

西方限制对俄罗斯的煤炭和石油进口，西欧国家面临能源短缺。

与此同时，美国越来越多地将其出口能力转向供应其欧洲盟友，

而不是中国。美国对欧盟和英国的原油、煤炭和液化天然气 (LNG)

出口量合计同比分别增长 46%、64% 和 145%。2022 年美国对中国

的原油、煤炭和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分别下降了13%、77%和 77%（见

附表）。因此，美国对中国的液化天然气和煤炭出口大幅下降（图

3，b），原油出口下降幅度较小，但这三种商品的价格都高得多（附

表）。2022 年，中国将能源采购转向俄罗斯——由于对欧洲市场

的销售减少，俄罗斯释放了出口能力——以及马来西亚（石油）、

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和蒙古（煤炭）等国家。2022 年，中国的

煤炭开采量也比前一年增加了 11%，这是自 2005 年以来的最大年

度增幅。

美国对华服务出口继续表现不佳

由于疫情的影响，美国对华服务出口在 2020-2021 年大幅下

降，并在2022年继续陷入困境（图4）。在2019年之前的几年中，

旅游业占美国对华服务出口的一半以上。2020-2021 年，由于受

到疫情影响，中国旅游和商务旅行都降至2019年水平的1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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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2021 年，美国对华教育服务出口（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

和学院学习）也有所下降。此外，尽管金融服务和知识产权收费

是第一阶段协议其他部分涉及的两个领域，因此预计出口将会增

长，但这些服务出口实际也低于 2019 年水平。

                      图 4

总体而言，2022年美国对华服务出口仅比2021年增长了7％，

仍比 2017 年水平低 25％，如果美国在 2018-2022 年的出口仅与

中国对全球的服务进口保持一致，这甚至比该假设条件下预计水

平低 24％。（有关美国出口服务在 2022 年表现低迷的细节将在

2023 年 7 月由经济分析局发布数据时披露）

由于大宗商品价格通胀，农产品出口价值激增

2022年美国对华出口的一线希望仍然是农业。受多种因素（包

括乌克兰危机）影响导致全球价格上涨，美国向中国的农产品出

口比 2021 年增长了 16％（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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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美国对华大豆出口是两国间经济上最重要的农产品贸易，出

口量在 2022 年增加了 11%，价格上涨了 14%（见图 5，b），美国

农业部将全球大豆价格上涨归因于南美的干旱（阿根廷和巴西是

其他主要大豆供应国）、相关产品（如印度尼西亚的棕榈油）的

出口禁令，以及乌克兰危机。美国棉花出口也同样增长，2022 年

价格和数量均有所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纺织行业增

加从海外采购棉花。据称中国还补充了国有棉花储备。

尽管出口量下降，但更高的价格也使美国玉米出口价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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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增加。美国高粱出口价值基本持平。

并非所有农产品在 2022 年都表现良好。随着中国国内生产恢

复，美国猪肉出口下降了 42%（中国通过提高猪肉进口关税进一

步降低了进口），美国小麦尽管价格上涨但出口也出现了大幅下滑，

龙虾以及皮革等产品也未能从贸易战期间的低迷出口表现中复苏。

美国农民和中国消费者的相互依赖可能正在出现裂痕

随着中美外交关系恶化，双方似乎越来越希望减少对彼此的

经济依赖。对于美国的出口来说，似乎已经实现大部分脱钩。美

国失去了出口飞机和汽车的能力，一些政策决定（如出口管制）

限制了高端半导体制造设备等产品的销售。美国的能源销售正转

向欧洲，中国则正在从俄罗斯进口。而服务贸易需要相当程度的

人际交往，这在政治紧张局势下变得越来越困难。

农业不同于其他行业，但也表现出中美分歧的影响。随着时

间推移，美国农民已经更加依赖中国市场进行出口销售（图 6）。

（毁灭性的 2018-2019 年贸易战是一次例外，中国针对大豆和其

他农产品实施反制性进口关税，美国农民不得不寻求数十亿美元

的联邦补贴。）

2022 年，美国向全世界出口的总农产品中有超过 19％出口

到中国，而 2017 年为 14％，2009 年为 13％。对于大豆这一最重

要的出口作物，其依赖性已经有所减缓，但仍然很高。在 2019 年

贸易战之前，超过 50％的大豆出口到了中国，而在某些年份，这

个数字超过了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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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同时，中国的买家可能越来越不依赖美国。2021-2022 年，

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仅占中国进口总量的 18％，较 2016 年

22％和 2012 年 26％均有所下降。至于大豆，2021-2022 年中国从

美国进口的大豆仅占总进口的 31%-32％；贸易战前，这一份额通

常超过 40％。中国一直在努力减少对任一进口大豆来源的依赖。

截至 2021 年底，中国农业农村部将扩大国内大豆生产定为 2022

年的重要政治目标之一，以确保“粮食安全”。（当然，面对气

候相关的冲击，例如严重的风暴、洪水、干旱，增加地理集中的

采购可能会使中国更不安全）

政策制定者应谨慎解释证据

尽管中美贸易规模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但对美国出口数

据的进一步检查显示出中国脱钩美国的更多证据。虽然这只是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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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关系的一半图景，但最近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也讲述了一个

类似的故事。通过贸易，两个经济体的直接相互依赖正在减少。

这样的政策整体意义十分复杂。生产或消费的地理集中程度

过高时，对某些产品多样化可能会有一些好处。在这些极端情况

下，减少直接依赖可能会限制一个国家未来限制 ( 武器化 ) 贸易

流动以实现某些非经济目标的能力。但这也有成本。首先是建立

新供应商或寻找新消费者的成本。其次，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关闭

双边接触可能会减少分散风险的能力，并最终增加国内或第三国

的冲击风险。最后，对于大宗商品而言，减少双边相互依存的影

响可能是有限的。如果美国和中国继续对世界其他地区开放贸易，

一个国家的冲击仍可能通过价格变化与第三国的贸易间接影响另

一个国家。中美贸易关系肯定正在发生变化。政策制定者的任务

是确保这种变化最终变得更好。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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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作者：Chad P.Bown，Yilin Wang，2023 年 3 月 16 日

翻译：岳程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s/five-years-trade-war-

china-continues-its-slow-decoupling-us-ex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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