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告摘要 

尽管中美关系陷入紧张局势，2020 年全球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出现衰退，美国
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在双方提高关税两年后出现了反弹。2020 年初，美国和中国签署了第一
阶段经贸协议，为中国市场开放创造了机会。双方暂停升级关税，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关税
豁免机制，以履行其在该协议下的承诺，美国也建立了一些相应的制度。 

相比之下，2019 年，中国高额的报复性关税导致美国对华商品出口大幅下降 11.4%。同
年，服务出口出现自 2003 年以来的首次下降（数据滞后一年）。尽管如此，2019 年对华商
品和服务出口仍为美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2020 年，美国对华商品出口出现反弹。美国对华商品出口增长约 18%，自 2019 年的近

十年来的最低点有了大幅回升。在 435 个国会区中，共有 278 个国会区对中国的商品

出口呈现增长态势，72 个国会区的出口增长超过 1 亿美元。 

 中国的关税豁免机制符合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承诺，有助于推动经济复苏。尽管两国都保

持着对彼此商品的高关税，中国的关税豁免机制促进了美国商品的正常流动。中国建立

关税豁免机制是为了履行其第一阶段关于大量购买美国能源产品、制造业产品和农产品

的承诺。由于第一阶段的购买承诺将于 2021 年底到期，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是否会维持

其关税豁免政策。如果双方不全面取消关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不太可能长期保持增长

势头。 

 2019 年，大多数美国地区对中国的服务出口比 2018 年少。在经历了多年的增长放缓

后，美国对华服务出口下降了 3%，只有 42 个国会区呈现增长。对中国的服务出口历来

是美国出口扩张的一个优势，在过去十年中实现了三位数的增长。2019 年的下降在很

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对中国的旅游出口减少，这包括个人旅行、商务旅行以及出于教育目

的的旅行，如在美国大学注册入学等。 

 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商品出口市场和第四大服务出口市场。尽管双边关系紧张，但对华商

品出口的反弹使中国保持作为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的地位。在美国服务出口方面，2019

年的下降导致中国从第三大服务市场下滑至第四大服务市场，与爱尔兰相差无几。 

 对华出口使美国许多行业受益。美国对华出口最多的商品是油籽和谷物、半导体及其零

部件、石油和天然气以及汽车。许多地区，特别是那些代表大城市、大学城或物流中心

的地区，也从旅游、教育和航运等服务出口中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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