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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的现状及其前景
陈 继 勇

197 9年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
,

中美双边贸易迅猛增长
,

在国内外引起了重视
。

本

文试图大体上依据美方的贸易统计资料
,

就中美贸易的现状及其前景作一初步探讨
。

中美双边贸易是两国间的经济往来
,

它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

起

着不同的作用
。

解放前的美中贸易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和掠夺的重要手段
; 解

放后的中美贸易应是中美两国本着平等互利
、

互通有无的精神
,

扩大经济交往
,

发展经济的

一个有力措施
。

早在 17 8 4年
,

中美两国之间就有了贸易往来
,

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

由于英国控

制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大部分
,

中美双边贸易额很小
。

1 9 0 0

—
1 9 1 3年

,

中美双边贸易额每年

只有 5
,

18 6万美元
。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

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和商品输

出
,

中美双边贸易有了明显的发展
。

1 9 2 0

—
1 9 2 9年

,

中美双边贸易额平均每年超过 2
.

6 亿

美元
。

② 但在美国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和特种肖条期间中美贸易锐减
, 1 9 2 9

—
1 9 3 8年

,

中美

双边贸易额 由 2
.

9 亿美元剧降至 8 ,

20 0 万美元
。

以后
,

中美贸易又有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

到

1 9理6年
,

中美贸易额创解放前中美贸易的最高纪录
,

高达 5
.

58 亿美元
, ③ 占当年中国对外贸

易总额的 53 %
。

美帝国主义通过对中国的贸易
,

廉价掠夺了中国的原料
,

并向中国高价销售

了大量的剩余商品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

中国政府本着平等互利
、

互通有无的精神
,

继续同美贸易
。

1 9 5 0年
,

中美双边贸易额为 1
.

91 亿美元
,

其中中国向美出口 1
.

46 亿美元
,

中国 自美 进 口

4
,

5 00 万美元
。

④ 随着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和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
,

中美双边贸易关系急

剧恶化
。

1 9 5 1年
,

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商品
, 1 , 5 4年以后

,

中美双边贸易往来完全停止
。

美国的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没能阻止 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
,

随着中国经济的较快增长和

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日益提高
,

影响不断扩大
,

以及美国陷入印度支那战争的泥潭
,

美国在

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地位不断下降
,

国内经济状况恶化和与苏联争霸
,

美国政府认识到
,

对 中

国实行贸易禁运是自食其恶果
。

因此
,

非改弦易辙不可
。

从六十年代末期起
,

美国政府开始

采取一些措施
,

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管制
,

从而使中美贸易关系逐步解冻
。

1 0 7 2年是中美贸易关系发生根本转变的一年
。

当年
,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
,

中美双

方发表了《上海公报》
,

该公报指出
: “

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
,

并

一致 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 的利益的
。 ”

在公报精神的影响下
,

中美贸易长

期中断的状态结束了
,

两国的贸易往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

情况如下表
:

由上表可以看出
, 1 9 7 2

—
19 7 8年间

,

中美贸易额由不到 1亿美元迅速增长到 1 1
.

5 亿美

元
, 7 年间增长将近 11 倍

。

但是
,

这一时期的中美贸易在迅速发展的同时
,

发展趋势却极不



1 92 7

—
8 1 9 7年中美贸易额 单位

:

亿美元

出出 口口 进 口口 差 额额

111 9 7222 0
.

9 50 999
.

2 444 0 3
.

6 3 555一 0
.

3 1 111

111 9 7 3338
.

0 5 1110
。

6 4 999 7
.

4 0 222 一 6
.

7 5 333

111 9 7444 9
.

3 3888 1
.

4 8 1 777
。

1 9 111一 7
。

4 444 Q

111 9 7 5554
.

6 1 999 1
.

8 444 5 3
.

0 666 3一 1
.

4 222 5

111 9 7666 3
.

6 444 32
。

0 1000 1
.

3444 5 +0
.

6 666 5

111 9 7 777 3
.

74 000 2
.

0 2 777 1
.

7 1 333 +0
.

3 1444

111 9888 7 1 1
.

4 7 777 3
.

2 4 1118
.

2 3666 一 4
.

9 9 555

资料来源
: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 《 8 1 9 7年中美贸易统计 》
。

稳定
,

贸易额的增长不是逐步上升
,

而是大起大落
,

波动剧烈
。

19 7 4年
,

中美贸易额由 1 9 7 1

年的 4 90 万美元猛增到 9
.

3亿美元
,

到 1 9 7 6年又剧降为 3
.

4亿美元
, 1 9 7 8年则迅速回升到高达

1 1
.

5亿美元
。

1 9 7 2

—
1 9 7 8年间

,

中美贸易的发展之所以起伏不定
,

主要是由于中美两国关系还未正

常化
,

发展双边贸易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

这些问题是
:

(1 ) 中美两国的债权问题
。

1 9 5 0年 12 月 17 日
,

美国政府下令封存了中国在美国的 财 产
,

在同年 12 月 29 日
,

中国政府也宣布没收了美国在中国的公私财产
。

中美两国的这个债权问题

一直没有解决
,

以致中美两国不能直接通航
,

不能建立直接的银行业务
,

尤其是双方不能通

过信贷关系来扩大和促进贸易
。

(2 ) 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实行管制
。

1 9 7 2年以来
,

美国政府虽然放宽了一些对中国出口 的

管制
,

但对向中国出口高
、

精
、

尖的产品
,

美国政府仍进行严格限制
,

由于美国政府不发给

出口许可证
,

使部分合同不能履行和签约
。

(3 ) 最惠国待遇间题
。

在此期间
,

美国没有给予中国以最惠国待遇
,

中国向美出口的商

品是按普通税率征收关税的
。

以地毯为例
,

中国向美出口的手工地毯的关税率为货物价值的

45 %
,

而享受最惠国待遇的只有 12 %的关税
。

这样高的关税削弱了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

竞争力
,

直接影响了中国向美国的出口
。

由于美国对中国贸易实行歧视性待遇
,

从而使中国

对美 出口贸易大大落后于中国自美进 口贸易
。

(4 ) 中国在发展对美贸易中也存在着若干困难
。

在对美出口贸易中缺少
“

拳头
”

商品
,

能

供应的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多不适销
,

适销的商品又货 源不足
,

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中国向美出

口贸易
,

并使中美双边贸易的发展极不平衡
。

1 9 7 2

—
1 9 7 8年间

,

中国 5年处于逆差 状 态
,

逆差总额高达 1 9
.

6亿美元
。

1 9 7 9年是中美贸易获得急剧发展和中美贸易关系正常化的一年
。

当年
,

中美贸易总额在

1 9 7 8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有余
,

达 23
.

8亿美元
,

为 1 9 7 5

—
1 9 7 8 年中美贸易额的总和

。

此后
,

中美贸易继续迅猛增长
。

到 1 9 8 1年
,

中美贸易总额
、

中国自美进口贸易额和中国对美出口贸

易额分别高达 55 亿美元
、

36 亿美元和 1 9亿美元
。

⑤ 与 1 9 7 8年相比
,

分别增长了 3
.

7倍
、

3
.

4

倍和 4
.

3倍
。

1 9 78 年
,

美国在中国贸易中的比重为 5
.

4%
,

位于西德之后
,

到 1 9 8 1年
,

美国



在中国贸易中的比重迅速提高 到 1 2
.

8%
,

超过西德而仅次于日本
,

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

对象国
。

19 7 9

—
1 9 8 1年

,

中美贸易总额
、

中国自美进 口贸易额和中国对美出口贸易额的年

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6 7
.

0%
、

63
.

5%和 7 4
.

8%
,

大大超过了同一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
、

进 日贸易额和出口贸易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

19 7 9年以来
,

中美贸易能获得如此迅速的发展
,

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

具体说来
,

有如

下
_

几个方面
:

首先
,

是中美两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

战后
,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 日益增长
,

科学

技术的巨大进步
,

国际分工
、

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的进一步加强
,

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在深度和

广度上都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发展
。

日益密切和扩大国际经济联系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

必然趋势
。

作为世界上的两个大国— 中国和美国—
当然需要通过对外贸易来加强它们之

间的经济联系
。

特别是七十年代末期以来
,

美国经济滞胀严重并陷入新的危机
,

国外甚至国

内市场又受到 日本和西欧的激烈竞争
,

从而引起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急剧下降
,

外贸逆差不断

扩大
,

国际收支日益恶化
,

资本和商品大量过剩
,

失业人数激增
。

迫切需要扩大商品输出和

资本输出
,

以减少失业
,

平衡贸易
。

因此
,

发展中美贸易对美国经济的发展来说
,

起着相当

重要的作用
。

正如美国商务部长鲍德里奇在谈到中美农产品贸易时所指出的
,

目前
,

美国有

1
,

10 0多万英亩 (折合约 6 ,

70 0 万市亩左右 ) 的耕地为中国市场而种植
,

美国生产的棉花
,

每 七

包中有一包是中国购买的
,

中国已成为美国在世界上的第三大农产品出 LI 市场
。

美国可以有

15 一 20 万从事同中国开展新的贸易的职位
。
⑥ 与此同时

,

发展中美贸易也对我国经济建设有

刊
。

1 9 7 6年
“

四人帮
”

被粉碎后
,

特别是 19 7 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随着党的工作中心

的转移
,

我国十分重视和强调在 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

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

引进外国的先进技

术和管理经验
,

以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

因此
,

通过发展对外贸易
,

其中包括发

展对美贸易
,

可以引进技术和外资
,

从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
、

调整和发展
。

其次
,

是由于中美两国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双边贸易的措施
。

这些措施包括
:

( i) 中美两国于 19丁9年 1 月 1 日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

结束了美国侵朝以来两 国间的长

期敌对状态
,

从而为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提供 了必要的政治前提
。

(2 ) 中美两国于 1 9 7 9 年 5月签订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解决资产

要求的协议》
。

这一协定的签订为中美两国贸易的顺利发展扫除了一大障碍
。

(3 ) 中美两国于 1 9 7 9年 7 月签署了《中美贸易协定 》 (该 协定于 1 9 8 0年 2 月 1 日生效 )
,

该

少定规定
,

在平等互利和非歧视性待遇原则 (即最惠国待遇 ) 的基础上
,

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

经济贸易关系
。

这一协定的签订对 中美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19 7 8 年
,

中国对美出口贸易额只有 3
.

2亿美元
,

自获得最惠国待遇后
,

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猛增
,

到 19 8 1

年
,

高达 19 亿美元
,

三年之间增长了将近 5倍
。

据西方报刊报道
,

自从中美双方相互提供最

惠国待遇之后
,

中美贸易随之显著上升
。

从波特兰大港的数字显示
, 1 9 8 0年中国对美出口达

3 万吨
,

比 1 9 7 9年大约增加 2
,

00 0吨
,

美国同期从该港输往中国的货物则从 1 9 7 9年的 7 万吨

增至 5 0万吨
。
⑦

( 4 ) 19 8 0年 10 月
,

中美就粮食贸易达成协议
,

协议规定
,

从 1 9 8 1年开始
,

关国每年向中

国提供多达 90 。 万吨谷物
,

连续提供 4 年
。

⑧ 协议的签订推动了中美农产品贸易的发展
。

当

年
,

中国自美进 口粮食 (小麦
、

玉米
、

大豆 ) 1 , 100 万吨
,

价值 14 亿美元
。
⑨ 比 19 7 9年增加了

1
.

9倍
。

(5 ) 美国向中国贷款
。

19 7 9年 8月
,

美国付总统蒙代尔访问我国时
,

主动提出将对中国



提供 20 亿美元的贸易贷款
,

并于必要时增加其贷款额
。

1 9 8 1年 5 月
,

美国进出口 银行代表团

在北京同中国银行商谈了贷款的原则协议
。

19 8 1年 9月 23 日
,

美国进出口银行批准向中国提

供 5 , 7 10 万美元的一揽子贷款
。

19 8 1年 1 2月2 1日
,

美国进 出口银行和大通曼哈顿银行向中国

银行提供了 3
,

25 1万美元的出口信贷
。

这些贷款的提供无疑会促进中美贸易的发展
。

(6 ) 美国向中国提供一般技术援助
。

1 9 7 8年 12 月
,

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和美国可

口可乐总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
,

根据协议
,

美国向中国提供一套生产瓶装可 口可乐的设备 (包

括从原料处理到装 出成品的全套设备)
,

并帮助 中国在北京西郊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瓶装可口

可乐工厂
。

1 9 8 1年 8 月 27 日
,

美国约翰
·

迪尔公司与中国签订了第一个转让制造农业机械技

术的合同
,

合同包括出售三种型号的联合收割机的许可证和技术知识
,

该公司将提供 图 纸
,

质量控制和其它方面的资料
,

培训中国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

该公司有义务在 10 年内回购一

定数量中国造的部件和农业工具
,

甚至可能是完整的收割机
。

L 这些技术援助和合作也在一

定程度上带动了中美贸易的发展
。

此外
,

中美双方为了发展双边贸易
,
还采取了其它一些办法

:

如补偿贸易
、

来料和来样

加工
、

举办展览会
、

双方相互设立各种贸易办事处
、

派贸易代表团互访等
。

毫无疑间
,

这些

办法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中美贸易的发展
。

最近几年来
,

中美双边贸易在迅速发展的同时
,

还具有如下三个方面较为突出的特 点
。

第一
、

发展趋势稳定
。

1 9 7 9年以来
,

中美双边贸易额没有出现大起大落
、

起伏不定的现象
,

而是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稳步增长
。

中美贸易额及发展速度 单位
:

亿美元

成成
了了 口 如写写 比上年增长长 玲 J 曰 由`̀ 比上年增长长

成叮 口 公 2奋奋 比上年增长长
夕夕工

二
多口 用划毛毛

%%%
夕工 士多口 切毛毛 %%%

夕几 召夕 笼口之之

资料来源
: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贸易方向》 1 9 8 1 年

。

② 美国商务部《美国商业 》 1 9 8 2 年 2 月 8 日
。

第二
、

中美进出口 贸易的商品结构有显著差别
。

情况如下
:

在我国自美进口贸易中
,

既有大宗的农产品
,

又有先进的机 器设 备 等
,

以 1 9 7 9 年 为

例
:

(见 34 页的上表)

可见
,

在中国的自美进口贸易中
,

农产品是大宗商品
,

而且居于支配地位
。

1 9 7 8年
,

中

国自美进 口农产品 5
.

4亿美元
,

占当年中国 自美进口 的 67
.

5%
。

0 1 9 7 9年自美进 口农产品贸

易额迅速增加到 10 亿美元
,

占当年中国自美进口的 5 8
.

2%
。

1 9 8 0年
,

中国自美进口农产品贸

易额继续扶摇直上
,

高达 22 亿美元
,

占当年中国自美进 口贸易的 5 8
.

6纬
。

@ 三年均超过了中

国 自美进口贸易额的一半
。

在中国自美进 口农产品贸易中
,

小麦和棉花的进口 又占居主要地

位
,

并且发展速度很快
。

1 9 7 8

—
1 9 8 1年

,

中国自美进 口小麦额由 2
.

5 亿美元急剧增长到 13

亿美元
,

O在中国自美进 口额中的比重也由 30
.

4写上升到 3 6
.

1%
。

1 9了8

—
1 9 8 0年

,

中国自



19了9 年中国自美进口 的 5 1种主要商品

类 别 进 口 值 (美元 ) 占中国自美进 口额的 %…
ù

…
11

1… l
eee s

花麦米豆维筒件管油脂杆素

脂 纤

缝 井

机 部

准 无 缝

脂缝 钻树

棉玉小大无钻聚标豆尿无聚

抽气田用聚脂结均钞

油气田用旋转钻井机

电 动勘 探仪 及另 件

3 5 6
,
7 6 3

,
0 1 6

2 6 8
,
5 4 7

,
0 7 3

2 1 4
,
1 0 5

,
5 8 3

1 0 6
,
7 2 2

,
3 4 3

5 6
,
7 7 7

,
0 6 2

5 6
,
5 3 6

5
7 6 6

5 4
,
1 5 7

,
6 6 3

3 6
,
5 2 1

,
4 6 1

3 5
,
8 9 4

,
3 3 5

2 9
,
9 3 7

,
4 6 8

2 7
,
1 7 9

一
2 3 3

2 2
,
5 6 5

5
1 5 5

2 2
,
4 1 6

,
0 7 3

1 7
,
8 0 0

,
3 2 0

1 7
,
6 9 8

,
3 2 0

2 0
.

8

1 5
.

6

1 2
.

5

6
.

2

3
.

3

3
.

3

3
.

2

2
.

1

2
。

1

1
.

7

1
.

6

1
。

3

1
.

3

1
.

0

1
.

0

资料来源
:

美国
: 《中国贸 易评论》 1 9 8。 年第 3

、
4 月刊

。

美进口 的棉花额 由 1
.

6 亿美元迅速增长到 7亿美元
,

@在中国自美进口贸易额中的比重均超

过了 18 %
。

此外
,

在自美进口贸易中
,

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的进口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

并且增

长迅速
。

19 7 8年中国自美进 口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 1
.

07 亿美元
, 19 79年就增加到 2

.

3 亿美

元
, 1 9 8 0年继续增长到 4

.

6亿美元
,

在自美进口贸易中
,

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所占比重三年

1 9了9年 中国对美出口 的 1 5 种主要商品

出 口 值 (美元 ) 占中国对美 出 l习额的%

油油火布锢玩

细花印色

原汽焰按古素

男式棉或法兰绒运动衫

绒 毛 地 毯

美 式 牛 津浅 口 女 鞋

虾

猪 鬃

钨 砂

棉 手 套

竹 篮 及 竹 袋

灯 心 绒 女 子 西 装 裤

7 1
,

7 8 8
,

8 9 5

2 1
,
6 1 4

,
8 9 4

1 5
一

6 2 3
,
7 9 9

1 5
,
1 5 3

,
3 7 6

1 3
,
1 3 6

,
8 9 1

1 2
,
2 7 5

5 7 94

1 0
,
5 5 1

,
3 5 6

1 0
,
2 5 3

,
6 2 0

9
,
9 4 8

,
4 1 6

9
,

7 3 1
,
6 2 8

9
,

5 7 0
,
7 0 9

9
,
3 1 4

,
8 5 7

9
,
1 1 9

,
1 6 3

8
5
9 0 8

5
6 8 8

8
,
1 6 6

,
6 7 9

1 2
.

1

3
.

7

2
.

6

2
.

6

2
.

2

2
.

1

1
.

8

1
.

7

1
.

7

1
.

6

1
.

6

1
.

6

1
。

5

1
.

5

1
.

4

资料来源
:
美国

: 《中国贸易评论 》 1 98。 年第 3
、

4 月刊
。

3 4



均超过2 1 %
。

在自美进口机器设备中
,

主要有飞机
、

石油勘探和钻井设备
、

计算机和其它运

输设备等
。

在 1 9 8 0年中国自美进口的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中
,

飞机的进 口额为 1
.

62 亿美元
,

石油和天然气钻探机械 2 ,

30 0万美元
,

包括资料处理机和部件的计算机类 2 , 9 00 万美元
,

其它

运输设备和部件 2 ,

30 0 万美元等
。

然而
,

在我国对美出口贸易中
,

大宗商品少
,

商品品种多
,

各种商品所占比重一般都小
。

以 1 9 7 9年为例
:

(见 34 页下表 )

由上表可以看 出
, 19 7 9年中国对美出口 的 15 种主要商品只占当年 中国 对美 出 口 额 的

3 9
.

7%
,

其中
,

只有一种商品 (原油 )所占比重达到了两位数 ( 12
。

1% )
。

而 1 9 7 9年中国自美进

口 的 15 种主要商品占当年中国自美进口 额的 77 %
。

其中
,

有三种商品 (棉花
、

玉米
、

小麦 )所

占的比重均达到了两位数 (各为 2 0
.

8%
、

1 5
.

6%和 12
.

5% )
。

第三
、

中美双边贸易极不平衡
。

19 7 9

—
1 9 8 1年

,

中国连续三年处于逆差状态
,

其总额高达 5 3
.

6亿美元
,

平均 每年 为

1 7
.

9亿美元
,

其中最多的是 1 9 8 。年
,

逆差额为 25
.

9亿美元
。

我国经常处于逆差状态的主要原因

是
,

我国一方面 自美大量进 口农产品和机器设备
,

另一方面对美出口又不能大幅度增加
。

我国

对美出口贸易不能大幅度增加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商品 (如纺织品 ) 进行限制
。

中美贸易今后的发展趋势如何? 这是一个许多人都很关心的问题
,

特别是 19 8 1年底里根

政府违反《上海公报》 ,

决定向台湾出售武器以来
,

中美关系出现 了一些阴影和云雾
,

L美国
一

许多人士把这一新的情况与中国国内的经济调整联系起来
,

对中美贸易的发展前景作了种种

预测
。

概括起来
,

主要有两种
:

一种意见认为中美贸易的发展将会停滞或者倒退
。

其主要理 由是
:

(1 ) 中美贸易是与中

美政治外交关系紧密相联
,

相互制约
,

相互影响的
。

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武器
,

损害了中国

的主权
,

干涉了中国的内政
,

极大地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
,

导致了中美政治外交关系

的恶化
。

L这势必严重影响中美贸易的发展
。

(2) 中国现在正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

而且对美

贸易总是处于逆差状态
,

加上美国对中国向美出口的一些商品限制较严以及美国对中国的一

些歧视性法令的存在
,

这都使中美贸易的发展前景不可乐观
。

0

另一种意见认为
,

中美贸易将会继续获得较大的发展
。

其主要理由是
:

( 1) 虽然中美贸

易由于里根政府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严重事件受到一定影响
,

但美国方面正在采取一些办法

和措施来缓和中美关系
,

因而不会对 中美贸易产生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

( 2) 1 9 7 2年以来
,

中

美贸易的迅速发展给中美两国经济的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积极影响
,

特别是美国从中

获利不少
。

美国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
,

必然继续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
。

( 3) 从最近几年中美

贸易的发展情况看
,

中国的经济调整并没有影响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
,

而恰恰是在中国经济

调整时期
,

中美贸易得 以迅速增长
。

L ( 4) 美国方面正在研究修改有关同中国贸易方面的法

律
,

研究放松对 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限制
。

美国付国务卿沃尔特
·

斯托塞尔在今年 6 月举行的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议上指出
, 1 9 8 1年 12 月

,

美国已解除了不得向中国出售军火的历史性

禁令
,

而且美国政府对有关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法律进行了彻底的回顾
,

并找出了已经过时

的对中国实行法律歧视的三个方面
: 即享受美国对外援助的资格

,

48 0号公法
,

七种以前禁止

钓毛皮进口
。

L一旦这些歧视性的法令被废除
,

这将会对中美贸易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

美中

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
·

菲利普斯的报告说
, 19 8 1年 7 月至 1 9 8 2年 3 月

,

美国已批准



1 , 2 0 3 项向中国出口的许可证
,

这比先前的 9 个月期间增加了将近 40 %
。

L根据美中贸易全国

委员会的估计
, 1 9 8 2年中美双边贸易将比 1 9 8 1年增长 10 一 20 %

,

贸易额将高达 65 亿美元
。

@

上述的两种预测
,

我们认为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

我们认为
,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
,

中美贸易

关系的发展不会很快
,

但也不会大幅度倒退
,

而可能是缓慢发展
,

并且不排斥一定程度的起伏
。

不可否认
.

里根政府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严重事件的发生
,

在一定时期内和在一定程度

上将对中美贸易产生消极影响
,

但是
,

它不可能导致中美贸易的长期停滞和大幅度下降
,

这

是因为
:

(1 ) 发展中美贸易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

中美贸易是中美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

又与中美政治外交关系紧密相联
。

美国从长期战略考虑
,

不能不进一步发 展 中 美 关

系
,

包括发展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
。

( 2) 在中美贸易中美国有利可图
。

19 7 2一 1 9 8 1年间
。

美

国在对华贸易中获得的贸易顺差高达 7 3
.

2亿美元
,

并向我国销售了大量的剩余农产品和机器

设备
。

美国不会放弃这种有利的事
,

因此
,

就不会不与我国发展贸易关系
。

( 3) 我们也愿意

继续同美贸易
。

在 目前的经济调整中
,

我国一方面需要继续从美国进口部分粮食和棉花
。

截

止 19 8 2年 8 月止
,

我国在 1 9 8 2年度 已从美国购买了 6 10 万吨小麦
、

10 0 万吨玉米以及一定数

量的大豆和棉花
。

为了发展 中美农产品贸易
,

美国的小麦
、

大豆和饲料生产商去年在北京开

设了三个办事处
。

@另一方面
,

为了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

我们在农业
、

交通运输
、

能源
、

轻工业方面也愿意与美国合作
。

1 9 8 2年初
,

美国一些大公司的代表与我国进行了深入

谈判
,

洽谈在农业
、

交通运输
、

能源
、

轻工业方面的工程项 目合作问题
。

例如
,

发展平朔煤

矿
、

北京汽车制造厂的生产设备现代化以及在广州建立一个核发电站等
。

L有的现 已达
.

成了

协议
,

如
,

我国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露天煤矿的协议 , 我国与美国大西洋里

奇菲尔德公司和圣菲国际公司签订的在南海勘探和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的协议
。

L据估计
,

美

国约有 20 家大公司将参加我国的近海石油勘探投标
,

等等
。

(4) 中美之间的贸易协定以及中

美经济关系其它方面的作用
。

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
,

中美在经济贸易方面签订了一系列的

协议和合同
,

如贸易协定
,

长期粮食贸易协定
,

合资经营的协议等
,

这些协议和合同的执行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
。

但是
, 1 9 8 1年

,

中美贸易总额
、

中国自美进口贸易额和中国对美出口贸易额 已分别高达

55 亿美元
、

36 亿美元和 19 亿美元
,

在这种情况下
,

中美贸易的发展要想继续保持 1 9 7 8年以

来的成倍增长是根本不可能的
。

其原因有四
:

( 1) 我国自美进口 的主要项 目是农产品
, l g s c

年 已高达 22 亿美元
,

因此不会继续大幅度增加
。

(2) 我国对美出口贸易的扩大也不会很快
。

从我国对美出口商品结构看
,

主要是石油
、

纺织品
,

虽然石油的出口在美国不存 在 限 制 问

题
,

但我们每年的产量只有 1 亿吨
,

其中出口只 1 , 2 00 万吨
,

货源有限
,

不可能大幅度增加
。

纺织品的出口虽不存在货源不足的问题
,

是我国向美出口中的
“

拳头
”

商品
,

但是
,

纺织品的

出 口又迂到了美国政府的种种限制
,

也不能大幅度增加
。

( 3) 我国在对美贸易中经常处于逆

差状态
,

往往靠用发展 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盈余来弥补对美贸易中的巨额逆差
,

这种状况

不改变
,

我国的支付能力会受到很大限制
,

也很难指望中美贸易会有较快的发展
。

( 4) 从美

国方面看
,

它至今未给予我国以发展中国家普遍优惠制待迁
,

至今未宣布修改同中国发展经

济关系的一些歧视性法令
,

同时
,

美国政府对同中国进行经济交往的美国公司和商人支持不

够
,

使美国公司和商人在与西德
、

法国
、

日本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 等等
,

这些因素无疑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速度
。

尽管如此
,

但我们相信
,

中美双方将会继续采取措施
,

逐步解决一些妨碍中美贸易顺利

发展的实际问题 (如 1 9 8 2年 3 月 5 日中美签订了关于互免海运
,

空运企业运输收入税收的协



定
, 1 9 8 2年 8 月 17 日中美发表了关于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间题的联合公报

,

等等 )
,

使中

美贸易能够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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