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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家

中美貿易關係緊密
合則雙贏鬥則俱傷

美國重啟對中國
貿易調查的背景原因
。每一次中美因貿易
或貨幣引起的爭端，
其實都是美國為保護
自己的利益、戰略而
採取的無理手段。此

次美國發起對華貿易調查，正值中國貿易
恢復與再度發展的重要時期。中國經濟今
年上半年的經濟增長達到6.9%，較此前預
期水平6.7%為高，這預示中國這一輪經濟
結構調整初見成效，未來的經濟實力與地
位或將進一步強化。

「301條款」違背國際準則
分析此次經濟增長，貿易的貢獻作用

至關重要。從國家競爭力的外部因素來看
，GDP核算的關鍵點在於商品與服務淨出
口，這不僅需要考慮淨出口本身，還要考
慮到貿易對消費和投資的促進作用。綜合
中國上半年經濟指標，其中出口對經濟增
長的貢獻為1.23個百分點，貢獻率為
17.8%，反映出貿易調整後對經濟增長的
重要作用再度凸顯。特別指出的是，今年
中國貿易以美元計價的出口同比增長8.5%
，進口同比增長18.9%，結束了2015年和
2016年負增長的狀態。

據WTO統計，2016年中國商品出口
佔世界的比例為13.15%，雖低於2015年的
峰值13.79%，仍為歷年來第二高點。與此
同時，2016年中國仍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
。如果從出口佔世界份額看，中國出口競
爭力雖有所回落，但依然為近年來較高水
平。尤其是從中國不同類別商品的貿易競
爭力的變化分析看，中國經濟的轉型過程
已經促使出口結構正在發生變化，並逐步
走向價值鏈的中高端。這正是美國再度對
中國發起貿易調查與制裁的重要背景及原
因，美國不願也不能接受其他國家的進取
，尤其是崛起國家對美國經濟各層面的挑
戰，維護本國經濟利益與國際地位是美國
的基本原則與宗旨。

美國對他國貿易調查的條款，其中反
映了美國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的特權與特殊
，也折射出美元霸權的輻射影響。世界貿
易組織是獨立於聯合國的國際組織，市場
稱之為經濟聯合國。該組織的主要職能是

管理、組織、協調、調節和提供成員國貿
易之間產生的各種貿易問題，如果國家之
間有貿易摩擦可以通過該組織協調。而美
國以自己的法律條款及標準應對他國，單
方面實施貿易調查及制裁，這無疑是非法
與不合理的，這更像是一款美國為自己量
身定做的貿易 「法外神器」。

美國運用301條款在上世紀60年代打
擊了崛起中的歐共體，鞏固了其經濟霸主
的地位。隨後在上世紀70及90年代兩次利
用301條款擊垮日本，導致日本經濟滯脹
，在90年代初引起日本國內地產和股市的
泡沫化。凡與美國形成貿易競爭的國家或
地區，都是美國借題發揮運用301條款的
理由，但卻違背國際準則與法律，美國應
審時度勢，以寬容和包容的態度推進全球
化進程。

中美貿易基礎狀況的差異有其內在邏
輯。談及經濟、貿易等比較因素不能忽略
的是國家資質、定義與水平。目前按照世
界銀行的界定，美國屬於世界最大的發達
國家，中國屬於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這種資質的差異就在於：美國經濟與貿易
高級化，技術創新引領全球，基礎要素全
球供給，進而美國的貿易逆差與產品利潤
形成落差。中國經濟與貿易是初級化，產
品粗加工、深加工是特色，技術創新正在
進行，即使有技術創新也是跟隨美國等世
界領先技術，如中國飛機、手機產業等都
是如此。

在技術基礎不對等的情況下，美國對
中國的貿易調查顯得更加不公平，不大度
甚至不合理。一個質量型、具有壟斷力的
國家貿易，對一個數量型、速度效率並不

足的國家貿易採取制裁似乎有點嫉妒、
滅殺嫌疑，並不符合一個大國的風範。
過去中國低端產業，美國高端產業，雙
方貿易疊加較少；現在中國低端、高端
產業都有巨大發展，美國為了保護本土
工業，啟動貿易制裁，明顯具刻意傷害
的心理動機，完全背離美國大國形象。

單邊主義傷害兩國利益
中美之間自1979年重開外交通道之後

，兩國經貿投資合作不斷擴展，並有效促
進兩國戰略合作，實際效果與成就舉世矚
目，而目前美國基於策略短見勢必傷害長
遠的兩國合作基石。 「301條款」是美國
《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的俗稱，一般
而言，301條款是美國貿易法中有關對外
國立法或行政上違反協定、損害美國利益
的行為採取的單邊行動立法授權條款。由
於這一調查由美國自身發起，因此具有極
強的單邊主義色彩，僅服務於美國自身利
益。

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繼續擴大，被
業內認為是美國政府實施301調查的重要
原因之一。據美國商務部統計，今年上半
年，美國與中國雙邊貨物進出口額為
2891.5億美元，增長9.8%。其中，美國對
中國出口592.4億美元，增長15.6%，佔美
國出口總額的7.8%，提升0.6個百分點；
美國自中國進口2299.1億美元，增長8.4%
，佔美國進口總額的20.3%，提升0.2個百
分點。美方貿易逆差1706.7億美元，增長
6.1%。這就是美國處於自身訴求實施不對
等條款制裁的現實，目前中國出口美國較
多的產品包括機電、服裝、玩具等，這些

行業或將受到較大的影響。但美方專家認
為對華發起貿易調查無益於解決美國經濟
問題，經貿關係是中美雙邊關係的壓艙石
和推進器，合則雙贏、鬥則俱傷。

面對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中國應該
予以抵制，並要有所準備。尤其是在中國
經濟形勢向好的當下，我們更應該適當採
取必要的保護：一方面是繼續加緊脫虛向
實的結構性轉型、注重實體發展，特別重
視外貿發展是當務之急。政策應對外貿企
業更多傾斜，扶持措施必須加碼，以利於
本輪貿易恢復的持續。另一方面，我們應
加強人民幣匯率方向的把握與選擇，必須
清晰認識到：人民幣升值的威脅與風險，
人民幣貶值的策略與時機，兩者要有效搭
配與協同作用。中國要堅持自己的人民幣
匯率制度、市場建設主見是十分必要的。

當下的嚴峻挑戰形勢還來自於IMF（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評估。筆者目前已
經注意到，IMF的言論嚴重向美國角度傾
斜，對國際公平的認識有缺憾。一方面是
對美元高估的預測。6月23日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評估美元高估10%至20%，此時美
元指數為93點。去年同期IMF就有過同樣
的評估，當時美元指數為96點。

另一方面，近日IMF評論人民幣留有

餘地，保留不滿。具體言論包括：人民幣
匯率彈性有待提高，且對5月份宣布的 「
逆周期調節因子」持保留意見。IMF認為
，中國必要的支持性改革（有效的貨幣政
策框架、穩健的金融體系及匯率靈活性）
還沒有跟上資本流動開放的實際步伐。 「
更嚴格實施資本流動管理，正在對經營環
境產生不利影響，部分原因在於其實施的
方式不透明，且不同時間、不同省份的執
行情況並不平均。此外，開展資本流動管
理有延遲改革及增加國內資產泡沫的風險
。隨着投資者發現漏洞及投資組合流動的
增加，資本流動管理的有效性可能會下降
。」筆者認為，IMF對發展中國家的嚴格
要求嚴重背離了國際環境的比較差異。

因此，外界在關注美國對中國實施貿
易調查與制裁的同時，也不要忽視國際環
境與機構的導向，更不能放棄自身發展道
路的堅持，中國經濟基礎與市場結構的特
性需要謹慎看待，更需要制度規範，以及
與國際準則對接。從美國經濟周期、政策
轉折及全球局勢的層面考量，美國應重視
與中國長遠利益關係的維護，審慎運用政
策與特權，不要傷害兩國持續合作的良好
局面，更不要刺激世界貿易環境並導致經
濟關係的惡化。

香港作為開
放型的經濟體系
，競爭壓力自然
大，加上香港是
中國內地與世界
各地接軌的橋樑
，無論內資及外
資均大量投放在

本港市場。隨着過去十多年，中國經
濟的快速崛起，由最初的人口勞動密
集市場，變為現今的高端科技及策劃
管理市場；由以前的勞動變為今天的
腦動；以往被人支配，今天變為支配
市場。

目前房價並非高企
今天中國內地的競爭力已脫胎換

骨，大量資金從內地流入，帶旺香港
經濟發展，香港應該是受惠的城市。
但在帶動經濟向上的同時，亦令住屋
以至各類物價一同上漲，因此我們絕
不能停留在原地踏步，必須努力學習
世界不停的變化，借助國家今天的實
力，加強互動絕對是利多於弊，香港
必定能受惠。

香港地產市場的競爭越來越大已
是不爭的事實，我們不單要面對本地
的競爭，撇開環球市場不說，至少也
要與我們接軌的中國內地一同競爭。
因此筆者絕對不認同今天香港的樓價
是高企，因為香港是中國其中一個重
要城市，今天樓市的需求絕不止是本
地人的需求，亦應計入某個百分比的
內地客之需求，那麼樓價自然有強勁
支持。

買樓置業要面對內地客的競爭，
同樣道理，發展商投地建屋也有競爭
。近年有很多香港的發展商已經感到
壓力，除了本地市場的競爭者外，亦
需要與外來的競爭者（內地發展商）
互相競爭。

競爭激烈是今天經濟發展的必然
走向，因此我們必須接受現實，加強
自我的競爭能力，去迎接內地及世界
的高速變化。筆者堅信，香港人的特
色就是靈活變通、勤奮刻苦、努力學
習及打不死的精神，只要保持不放棄
的心態，任何環境我們都能夠適應及
改變，正所謂 「窮則變、變則通」，
這就是香港精神，各位加油！

以香港精神迎接競爭
利嘉閣地產總裁 廖偉強

經濟觀察家

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 譚雅玲

近日關於美國對華實施301條款的貿易調查風聲鶴唳，未來中國貿易遭遇
美國制裁的概率上升。此舉不僅違背了中美戰略合作基本框架與原則，同時也
嚴重脫離了中美貿易差異的現實，無論對美國或中國都將造成一個不利的局面
，經貿上雙輸的結果值得審慎評估。

樓市強心針

領軍智庫

中國對美貿易順差 (2015年數據、單位為億美元)

電器機械
機械
家具、寢具
衣料(針織產品)
玩具

中國對美國的前五位出口品 出口總額 美國對中國前五位出口品

航空器
電器機械
機械
大豆
機動車

956
844
291
175
151

154
127
122
110
108

資料來源：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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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樓市需求包含內地客的需求，樓價具有支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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