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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回答中美贸易究竟平衡还是不平衡，回答中美贸易平衡问题涉及的焦点问题，比如贸易不平衡的
成因、本质、影响、解决办法和未来走势，特别是回答人民币汇率是不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首要
因素、中美贸易不平衡是不是造成美国失业的罪魁、升值人民币能否再平衡中美贸易、美国提出的碳
关税和低碳经济战略能否再平衡中美贸易等重大问题。
中美两国通过战略对话促进市场开放和经贸深度合作，在国际不平衡中求得全球平衡，是未来的根本
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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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根据联合国进出口贸易数据，对中国1992～2003年共12年的出口贸易中垂直专门化与中国对美出
口贸易中的垂直专门化程度作了分年度的计算。
结果显示：在这12年中，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垂直专门化的价值比率已从1992年的14％上升至21.8％。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中垂直专门化的价值比率上升得更多，从1992年的14.77％上升至22.94％。
来自日本的中间品在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品的垂直专门化程度占比大约为1／5，如果加上来自韩国的中
间品进口，那么日、韩对中国的中间品出口在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垂直专门化程度中约占1／3，说明中
国对美出口贸易反映了东亚对美国的产业链效应。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教授Tyler Cowen（2006）的研究认为，产业转移是中美贸易失衡的
重要原因，根据他的统计，在1985年，美国对中国内地、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的贸易逆
差占了美国对外贸易赤字总额的52.3％；但到2005年，上述比例已降至40.9％。
另外，中国出口产品的很多原料来自其他经济体，中国只不过是最终产品出口地，因此承担了“最后
的压力”。
所以其认为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增加，主要是因为亚洲制造和组装产业链向中国转移。
　　张燕生等（2006）的研究也支持了上述观点，他认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加的原因是原东
亚各国和地区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
中国的加工贸易，大部分是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和提
高竞争力，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工序而发展起来的，上述东
亚国家和地区在中国设立了大量的外资企业，其产品在我国加工、组装后依赖原有的销售渠道，主要
经香港等地转口到美国、欧洲等传统市场。
中国从上述国家和地区进口原辅材料、零配件等，在中国进行加工组装.而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的这种
贸易流程，导致了中国加工贸易进口原辅材料、零配件与出口市场的分离。
由于各国对进口商品的原产地认定以‘实质性改变’为原则，加工产品的出口国就从上述国家和地区
转移到了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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