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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及启示

杜 娟

(西安交通大学 法学院,西安 710049)

  摘 要:近些年来中美之间贸易摩擦不断,2018年3月,美国又根据“301调查”结果正式宣布对中国进口的

6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从而引发了中美贸易战。美国掀起贸易战的表面成因是中美之间长期存在的贸易不平

衡和巨额的贸易逆差问题,实则贸易逆差并不是中美贸易战的真正成因,在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战背后,是美国对

中国崛起的忌惮和遏制,是美国在全球战略上针对中国的一种竞争,核心目的在于打压“中国制造2025”强国计划,

以此维护美国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优势地位。在中美贸易结构中,农产品贸易是美国对中国具有出口优势的重

要双边贸易领域,故中国则主要以对美国进口农产品征税作为博弈筹码,这对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和农业生产也造

成了一定影响,但影响程度有限。贸易摩擦也暴露出中国农业的一些问题,即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某些农产品国

内供给不足,依赖进口程度高,为此,中国应积极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科技创新,进一步扩大农业对外开

放的水平,同时健全中国的农业贸易政策体系,并抓住本次贸易战后重新谈判的契机,争取参与制定出更加公平合

理的国际农业贸易投资新规则。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贸易逆差;关税措施;农产品贸易;中国农业

中图分类号:F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9)03-0152-09

 

收稿日期:2018-10-23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19.03.18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4JZD022)

作者简介:杜娟(1987-),女,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治理学、国际经济法。

  引 言

2018年3月以来,中美之间贸易摩擦频繁,美国

政府宣称根据“301调查”结果拟对来自中国进口的

600亿美元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中国随后宣布对美

国部分进口商品征收对等关税,至此,中美贸易战正

式打响。2018年年4月3日,美国正式提出对中国的

5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并于6月15日公布了500
亿美元征税清单,中国随即于6月16日宣布对自美

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到7月6日,美
国正式对第一批清单价值34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25%关税,8月23日开始,美国又对第二批清单上价

值16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中国被迫采取反制

措施,对进口美国的商品对等加征关税[1]。此后,美
国又于9月24日宣布了2000亿美元的征税清单,我
国商务部也明确表示将采取反制措施,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也于同日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

方立场》白皮书,以澄清中美经贸关系的事实,并阐明

中国对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的立场。
其实中美贸易争端一直不断,近些年来,美国单

方面挑起过一系列贸易摩擦,不断宣布对自中国进口

的乘用车轮胎、光伏电池、铝箔等商品采取关税措施,
使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蒙上了层层阴影。直至今年,
特朗普不顾世贸组织规则,执意挑起中美之间的贸易

争端,掀起了新一轮的贸易战。此次的贸易战,美国

对中国的征税领域主要涉及高性能医疗机械、生物医

药、新材料、农机装备、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航空

产品、高铁装备等,而中国对美国的反击领域则主要

包括大豆、猪肉、鲜水果、干水果、坚果、葡萄酒、花旗

参等,可以看出,美国主要针对中国的先进制造业进

行关税打击,而中国则主要针对美国的农产品实施反

制。在美国最新公布的2000亿美元征税清单中,也



开始涉及到中国的海产品、农产品、水果、日用品等,
可见美国也在对中国的农产品下手。

那么,中美之间为什么会爆发此次贸易战? 贸

易战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中美贸易战会对中国

农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

需要从中美之间这些年的双边贸易实践着手。

一、中美双边贸易发展概况

(一)中美双边贸易的历史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

发达国家,两国位居世界前两大经济体,自1979年两

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以来,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

易发展迅速,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不仅促进了两

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发展情况

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贸易逆差阶段、贸易

顺差阶段和加入 WTO之后的迅猛增长阶段。
第一阶段为贸易逆差阶段,即从1979年我国改

革开放、中美正式建交开始至1992年,在这个历史时

期,中国对美国处于贸易逆差阶段。1979年中美之

间贸易总额仅为24.6亿美元,贸易逆差12.7亿美

元,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十多年发展,中国经济不断增

长,到1992年,与美国的贸易总额已达到175亿美

元,贸易逆差缩小至3亿美元[2-3]。
第二阶段为贸易顺差阶段,即从1993年至2001

年,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关系发生转变,从贸易逆差

开始转变为贸易顺差。1992年时,中美之间还存在3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到1993年时,随着中美双边贸易

总额继续不断增长,中美贸易格局突然逆转,转变为

对美62.9亿美元贸易顺差,直至2001年,中国加入

世贸组织前夕,中美贸易总额达到805.7亿美元,贸
易顺差达281.4亿美元[4]。自此,中国走上了长期对

美贸易顺差的发展阶段,且贸易顺差逐年扩大。
第三个阶段为加入 WTO后的迅猛增长阶段。

中国自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中美双边贸易总量增长迅速,根据中国海关和国家统

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02年中美贸易进出口总额仅

有971.8亿美元,到2017年已达到5837亿美元,增
长了约500%,中国已成为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其中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已达到4197.6亿

美元,比2002年的699.5亿美元也增长约500%。与

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也快速增长,从2002年

的272.4亿增长到2017年的1539.4亿美元,增长约

465%,中国已成为美国重要的出口市场(见表1)。

               表1 2002-2017中美贸易进出口总值 亿美元

年份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顺差
累计同比(%)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2017 5837.0 4297.6 1539.4 2758.2 12.3 11.5 14.5
2016 5196.1 3852.0 1344.1 2507.9 -6.7 -5.9 -9.1
2015 5583.9 4096.5 1487.4 2609.1 0.6 3.4 -6.5
2014 5551.2 3960.8 1590.4 2370.4 6.6 7.5 4.2
2013 5210.0 3684.3 1525.8 2158.5 7.5 4.7 14.8
2012 4846.8 3518.0 1328.9 2189.1 8.5 8.4 8.8
2011 4466.4 3244.9 1221.5 2023.4 15.9 14.5 19.6
2010 3853.4 2833.0 1020.4 1812.6 29.2 28.3 31.7
2009 2982.6 2208.2 774.4 1433.8 -10.6 -12.5 -4.8
2008 3337.4 2523.0 814.4 1708.6 10.5 8.4 17.4
2007 3020.8 2327.0 693.8 1633.2 15.0 14.4 17.2
2006 2626.8 2034.7 592.1 1442.6 24.2 24.9 21.8
2005 2116.3 1629.0 487.3 1141.7 24.8 30.4 9.1
2004 1696.0 1249.4 446.6 802.8 / / /

2003 1263.3 924.7 338.7 586.0 / / /

2002 971.8 699.5 272.4 427.1 / / /

 数据来源:海关信息网(http://www.haiguan.info/NewData/NewDateList.aspx? d=2);中国国家统计局网(http://data.

stats.gov.cn/easyquery.htm? cn=C01);下图表数据来源同此

  从增长趋势上看,中国加入 WTO的十多年间, 对美的出口和进口总额除2009年和2016年稍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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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外,一直都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其中对美出口增

速略大于进口增速(见图1),且随着两国进出口总

额的迅速增长,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在逐年扩

大,从2002年的427.1亿扩大到2007年的2758.2
亿美元(见图1、图2)。

图1 2002-2017中美贸易进出口趋势

图2 2002-2017中美贸易顺差趋势

  总的来说,中美建交以来,两国相互开放市场,

贸易规模迅速增长,2017年的中美双边贸易总额是

1979年中美建交时的237倍,是2001年中国加入

世贸组织时的7倍多[3]。贸易战发生之前,中国是

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美
国的飞机、农产品、汽车和集成电路的主要出口市场

均在中国,2017年,美国出口的57%的大豆、25%的

波音飞机、20%的汽车、14%的集成电路和17%的

棉花都出口到了中国[4];与此同时,美国也是中国第

一大货物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国,中国对美

出口大多为消费品和最终产品,从美进口多为机电

产品和农产品,弥补了中国自身供给能力的不足。

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曾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可

观的外部市场,美国也在此过程中获得了丰厚的经

济利益,双方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所以,中美两国

的贸易关系是互利共赢的,两国双边贸易的互补性

很强。既 然 如 此,那 么 中 美 之 间 为 何 还 会 爆 发

贸易战?
(二)中美双边贸易失衡及其成因分析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中美双边贸易关

系的显著特点就是贸易不平衡问题和巨大的贸易逆

差现象,这是中美两国贸易之间长期存在的问题。

美国也正是以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为

由,指控中国实行“不公平贸易”,进行“经济侵略”,

并挑起了此次贸易战。那么,中美贸易逆差是导致

此次贸易战的真正原因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

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究其根本并不是中国

自身能够决定的,也并不是中国直接导致的,而是多

重客观因素共同形成的结果。

1.中美双边贸易逆差主要是由两国经济的结构

性问题和双方在各自的产业竞争优势下的国际分工

不同所决定的。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

品和制成品,而美国的比较优势则在于资本和技术

密集型产品,所以,从两国双边贸易结构来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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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顺差主要来源于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而在汽

车、飞机、集成电路、机电产品等高科技领域对美国

都是逆差。2017年,中国在飞机贸易领域对美逆差

为127.5亿 美 元,占 中 国 飞 机 贸 易 逆 差 总 额 的

60%,在汽车贸易领域逆差为117亿美元,同时,中
国在农产品贸易领域对美也是逆差,2017年逆差为

164亿美元,占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总额的33%[4]。
另外,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货物贸易差额就

开始处于持续的逆差状态,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
国的进口规模更是不断萎缩,2017年美国总体贸易

逆差就高达8061亿美元[5],且近些年美国不只与

中国存在逆差,2017年与102个国家都存在贸易逆

差,美国的逆差是一种持续性和普遍性的状态,主要

受其本国国内政策和经济自身的结构性问题的影

响[6]。所以中美双边贸易逆差是两国在不同比较优

势下的经济结构性问题,是中美双方经济结构、国际

分工不同所决定的,是由市场自发导致的结果,需要

双方共同进行结构性调整[7]。

2.中美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是由于美国长期对

华实施严格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管制的结果[8]。美

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在高科技产品贸易方

面一直拥有很高的产业竞争优势,而中国这些年虽

然科技创新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水平同美国相

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在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发展中,
美国基于冷战思维和对中国发展的忌惮,高新技术

产品成为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中的最重要的限制

内容,美国此举无异于人为抑制了自身具有比较优

势的产品出口潜力,其实美国大量的具有竞争力的

高科技产品恰是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所需要的,中
美在该领域的贸易前景十分广阔,而美国却自己选

择关闭了增加对华出口的大门,使美国众多企业丧

失大量的出口机会,加剧了中美贸易逆差,使得中美

双边贸易关系遭受严重扭曲[9]。

3.仅考虑货物贸易领域的逆差而忽视服务贸易

领域的顺差使得中美贸易逆差和贸易不平衡状态被

过分夸大。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背

景下,两国的双边贸易关系已不仅仅包括货物贸易,
还有服务贸易。美国服务业非常发达,中美服务贸

易增长迅速,中国目前已成为美国第二大服务贸易

伙伴,近10年间,中美服务贸易总额从2007年的

249亿美元扩大到2017年的750亿美元,与此同

时,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最大的逆差来源国,占中国

服务贸易逆差总额20%左右,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

差主要集中在旅行、运输和知识产权使用费这三个

领域,根据美国方面统计,2007-2017年,美国对华

服务贸易出口额从131.4亿美元扩大到576.3亿美

元,2017年的服务贸易逆差就为541亿美元[4]。所

以,在服务贸易领域,美国具有显著优势,仅从货物

贸易的角度论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显然是不客观不

全面的。

4.中美两国关于贸易逆差的统计长期存在差

异,而美国的统计方法一直都高估了中美贸易逆差

的整体规模[10]。例如根据中国海关和国家统计局

的数据,2017年中美贸易逆差额为2758.2亿美元,
而根据美国的统计,该数值则为3958亿美元,相差

1000多亿美元。[3]根据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2018年9月24日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

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所载,美国官方统计的对华贸

易逆差每年都会被高估20%左右,而引起差异的原

因则主要包括进口价格和出口价格之间的差异、转
口贸易增值、直接贸易加价、地理辖区和运输时滞

等问题。
因此,美国借由中美双边贸易失衡和长期高额

贸易逆差对中国的指控是与事实不符的,并且这也

不是中美贸易战的真正成因。

二、中美贸易争端的真正成因与本质

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中美两国的贸易失衡问

题导致的此次贸易战,但究其根本,其实是美国作为

老牌的资本主义守成大国对快速崛起的社会主义中

国的忌惮和扼制,是两国之间关于全球战略的一种

竞争,是两国之间一种更深层次的博弈[11]。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在经济、政治、

科技、国防、外交等众多领域都实现了巨大的发展。
近些年来,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货物贸

易总量居世界第一,也成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

大国;不仅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

家开发银行,人民币还实现了国际化,被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IMF)正式纳入其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

篮子,成为五种主要国际货币之一。国产大飞机和

国产航母的成功问世,标志着中国高端制造业实现

了零的突破并迈出了前所未有的一大步;习总书记

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中国经济外交的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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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

署了近120份合作协议,可谓硕果累累[12]。同时,伴
随着中国软硬实力的蓬勃发展,中国的主场外交也

不断展现出巨大活力。从2014年北京APEC、2016
年杭州G20,到2017年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2017年厦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再到

2018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正逐渐走向世界

舞台的中央,中国的影响力也正在逐渐深化。
然而,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守成大国的美国,担忧

新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会对其形成挑战,莫名其妙

地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进而产生了焦虑并

想要遏制中国的崛起[13]。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就开始不断散播所谓的“中
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言论,并公开地或背地指

责中国为“新帝国主义列强”“债权帝国主义”“修正

主义者”等等,体现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某种焦虑和

应激反应[14]。同时,一些西方国家还指责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认为这是一种国际扩张主义的体

现。2018年10月,美国权威智库“新美国安全研究

中心”(CNAS)更是发布了名为《权力的游戏:应对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报告,用以研究中国的“一
带一路”政策并计划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正因为

美国担忧中国会威胁到其继续主导世界经济的发

展,为防止中国撼动其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挑起了

贸易战,想通过贸易战的方式,施压和遏制中国。
同时,观其实质,美国掀起对华贸易战的核心目

的,在于打压“中国制造2025”强国计划,维护美国

在高新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美国在高新技术和高

科技产品领域一直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

优势,美国的经济运行模式很大程度上维系于这种

产业竞争优势,一旦这种优势受到挑战,就可能导致

其经济的衰退甚至崩溃。“中国制造2025”恰恰是

对美国高新技术霸主地位的一种挑战和竞争,它是

2015年中国提出的一个国家发展规划,主要是立足

于使中国掌握重点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培养一批

具有明显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并使这些产业集群逐

渐具备全球创新引领能力和明显竞争优势,促使中

国全面实现工业化,成为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

2025”强国计划有可能抵消美国在高新技术产业方

面的优势,形成产业竞争,威胁到美国的技术优势和

经济地位。“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确定了中国未

来主要发展的10个高科技制造领域,而此次贸易

战,美国公布的征税公告中涉及到的中国进口产品

主要包括航空航天产品、高铁装备、工业机器人、高
性能医疗机械、生物医药、新材料、农机装备、新能源

汽车等,这些基本都是“中国制造2025”确定的十大

重点发展领域。所以,美国掀起对华贸易战的核心

目的不言而喻:遏制中国产业布局从劳动密集型产

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阻碍中国的制造

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从下游向中上游的移动升级,维
护美国自身在高科技研发和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和

领先地位[15]。

三、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农业的影响

既然中美贸易战实质上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一种

深层次的战略博弈,那缘何会对中国农业产生影响?
这得从中美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结构来看。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最早开始的领域,
也是中美双边贸易最重要的方面之一。长期以来,
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和重要的进口来

源国,中国主要从美国进口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包
括大豆、谷物、畜产品等,而美国主要从中国进口劳

动密集型农产品,包括海产品、水果、蔬菜等,中国与

美国之间的农业贸易互补性较强,两国之间的农产

品贸易在双方市场上也占据重要地位[3]。同时,从
中国自身来看,中国的农业贸易体量巨大,是全球第

一大农产品进口国和第二大农产品贸易国,对于像

大豆、食 糖、棉 花 等 农 产 品,中 国 都 是 全 球 最 大

的买家。
中国虽然是农业大国,但离农业强国却还有距

离,有些农产品依赖进口的程度较高,且进口渠道单

一。例如大豆就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中国目前对大

豆的供需缺口大概是9000多万吨,而美国恰是全

球第一大大豆生产国,产量在1亿吨左右,但其国内

消费量有限,一半左右需要出口,2017年美国出口

的57%的大豆都销往了中国,中国是美国大豆最大

的买家[16]。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贸易战不仅会

阻滞中美两国顺利开展农产品贸易,而且由于中国

还是美国最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地,也正因此,中国在

此次贸易战中也主要以对美农产品征税作为回击,
这必然会影响到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量以及中

国国内相关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价格等方面,但究竟

会造成怎样程度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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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中国农产品进出口和全球市场的影响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净进口国,进口额从

2001年的118亿美元已增长到了2017年的1259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6%,农产品贸易领域也是

长期处于逆差状态,2017年逆差总额为503亿美

元[17]。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中国长

期对美农产品都是处于贸易逆差状态,2017年的逆

差额为164亿美元,占据了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总

额的近33%,据统计,2017年每个美国农民平均都

向中国出口农产品1万美元以上[4]。
此次贸易战截至目前,中国已公布了两批对美产

品的关税清单,涉及近九成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第
一批是6月15日发布的公告,宣布对美进口的500
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涉及517项农产品,主要

包括大豆、谷物、棉花、肉类、水产品、乳制品、水果、坚
果、威士忌酒和烟草等;第二批征税清单涉及387项

农产品,主要包括生皮、植物油、蔬菜、咖啡、可可制品

等。所以,短期内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数量会受

到很大影响,同时中国农产品的总进口量也会受到抑

制[18]。而从长期来看,如果此次贸易战后中美经贸

关系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中国为了弥补国内对农产品

的市场需求,填补美国农产品的进口缺失,势必会积

极寻求新的进口市场作为替代,同时也可能在国内出

台相关农产品的扩产政策和安排。这样一来,就可能

导致一种结果,即在国内方面,相关农产品的种植量

会扩大,同时在国际上,其他国家会迅速抢占中国这

块农产品出口市场,并且纷纷增加本国相应农产品的

产量为出口作准备,因为中国的农产品市场竞争一直

比较激烈,在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其他竞

争对手会迅速抢占美国在中国失去的市场份额。例

如巴西农业部长最近就曾向中国表示,巴西愿意成为

中国大豆的长期稳定的供应国并且有能力将巴西国

内的大豆产量翻倍,并且印度方面也在积极寻求机

会,欲向中国出口本国农产品……如此一来,贸易战

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导火索,引起新一轮的全球农产品

供给过剩现象。
同时,美国公布的新的2000亿美元征税清单

中也开始涉及到中国出口美国的绝大多数海产品、
果蔬等农产品,意味着美国也开始对中国的农产品

下手。海产品是中国出口美国的主要农产品,出口

额占全部输美农产品的42%,美国是中国第二大海

产品出口市场,所以中国的海产品对美国的出口量

比较大,对美国市场依赖度较高,很多海产品短期内

可能难以找到替代市场;另外在果蔬产品出口方面,
美国是中国第五大蔬菜出口市场和第三大水果出口

市场,2017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蔬菜、水果分别占

出口美国农产品总额的16.4%和11.7%,而美

国2000亿征 税 清 单 则 包 含 了 中 国 对 美 出 口 的

93%的蔬菜和99%的水果,这对中国果蔬产品的出

口和相关的果农和菜农的收入都会产生一定的影

响[16]。所以,中国农产品的进出口短期内都会受到

一定程度的影响,但长期来看,中国势必会积极开拓

新的国际替代市场,寻求新的农产品进口来源国和

出口替代国,中国农产品的进出口量也会逐步达到

新一轮平衡。
(二)对中国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

中国提高对美国进口农产品的关税,并不等于

禁止进口美国农产品,所以,还是会有美国农产品的

进口存在,只是总量会受到抑制,并且中国继续进口

美国农产品的成本会相应增加,这会导致美国农产

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优势被削弱甚至丧失,同时短

期内中国会出现部分农产品的进口缺口,使得国内

相应农产品的价格可能会上涨,但长期来看上涨幅

度和空间应该是有限的。因为美国生产的农产品主

要是玉米、小麦、棉花、大豆等,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

产品主要是大豆、谷物(玉米)、棉花和畜产品(奶制

品、牛肉、猪肉等),这些并不是美国特有的,其他国

家也在普遍生产,例如最受关注的大豆的进口,中国

每年除了从美国进口外,大部分还从巴西和阿根廷

进口,实际上很多农产品的供给来源地是多元化的,
美国农产品进口受到抑制,进口商自然会积极寻求

其他进口来源,同时曾经一些主要依赖美国进口农

产品的企业也可能更多的转而选择国内供给或其他

种类农产品作为替代,这样则会产生美国农产品的

进口替代效应,从而缓解甚至抵消中国国内农产品

价格上涨问题[19]。更何况,当前国际农产品市场

上,农产品总体的出口超过了国际购买力,农产品的

供给一定程度上是过剩的,国际市场上农产品的价

格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在这样的国际市场环境下,加
之美国进口替代效应的存在,尽管中国对美国进口

农产品加征了关税,也未必会导致中国国内农产品

价格的大幅上涨。
(三)对中国国内农业生产的影响

此次贸易战不仅对中国国际农产品贸易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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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同时在中国国内农产品生产方面,也会带来一

定程度的影响。中国农产品进口的两大项是大豆和

猪肉,贸易战最受影响的莫属大豆产品的进口,大豆

除了可以榨油,同时豆粕还是非常好的蛋白饲料,在
中国国内生猪、鸡禽等畜禽养殖方面,豆粕是非常重

要的饲料来源,短期内美国大豆进口的缺口可能会

提升国内豆粕饲料的价格,从而将会推高生猪、禽类

等养殖的成本,而养殖成本上涨问题则可能对国内

生猪等的养殖产业造成不利影响。不过也有分析人

士认为,生猪等畜禽类产品的养殖成本上涨会促使

猪肉、鸡肉等肉类产品的价格上涨,反倒会刺激国内

的养殖产业,起到积极作用,同时国内猪肉等价格的

上涨还会进一步吸引其他国家对中国出口更多的猪

肉等肉类产品,这样则会逐渐替代美国生猪在中国

的出口市场[20]。况且中国本身也是全世界最大的

肉类消费国,猪肉进口的可替代国家很多,市场自发

的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
综上,虽然中美贸易战在短期内会抑制中国农

产品进口,刺激国内相应农产品的生产,但从长远

看,因为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加之中国也会

积极寻求新的农产品贸易合作伙伴,进口替代效应

应该也会很快显现出来,中国农产品的进口和农产

品价格未必会受到贸易战的严重影响。果蔬等农产

品的出口虽然也会受到影响,但中国国内市场的消

费和吸收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同时国内的水果和蔬

菜价格也普遍较低,因此一些期待农产品价格大幅

上涨的企业或农民的愿望很可能要落空。

四、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农业的启示

在农产品的进口替代效应下,中国对美国进口

的农产品并不存在很强的依赖性,虽然中国对美国

进口农产品加征关税,但最终也不一定会严重影响

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和农业生产。然而值得注意的

是,此次贸易战却暴露出中国农业的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连续14年粮食丰收,而每

年却还要从美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国家进

口大量的谷物、棉花、肉类、畜产品等农产品,如前文

提到,中国农产品进口额从2001年以来年均增长

16%,对外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农产品大量依赖

进口,而且无论贸易战走向何方,中国也都将从全球

进口更多的农产品。同时,也据农业部预测,中国粮

食缺口到2020年可能达到1亿吨以上,届时中国将

成为农产品的纯进口国[21]。
所以,此次贸易战也为中国农业敲响了警钟,在

国际经贸关系正常的前提下,中国尚可以通过进口

来满足国内对相关农产品的消费需求,而未来如果

国际局势发生变化,或者出现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因

素,致使国际农产品供给也出现短缺,国内自产的农

产品又供给不足,那么中国14亿人口对农产品的需

求将面临较大短缺,社会安定也将受到影响。中国

作为农业大国,在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得到长足进步

的情况下,农业绝不能成为中国发展的短板,中美贸

易战的发生,使得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中国农业的未

来发展方向和国际农产品贸易格局,努力提高中国

农业生产水平和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具体而言,首先,中国农业不仅面临总量平衡问

题,农业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贸易战更是凸显了中

国农业改革的紧迫性,不仅需要加快农业结构性转

型升级,还要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中国作为农

业大国,想要迈进农业强国的行列,就更应该加大对

农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提高农业科技创新水平,
提高农产品品质,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利用现

代农业科技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产业安全

问题。中美贸易战实质上是一场科技战,新时代的

中国农业必须走高质量的发展路线,只有提高中国

自身的农业科技创新水平,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才能从根本上应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局势。

第二,要进一步发展农业的对外开放,这也关系

到国家的对外开放大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就确

立了农业对外开放的政策,加入 WTO前,中国的农

产品贸易长期都保持顺差的状态,加入 WTO后,农
业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步加快,中国农业受到国际市

场的冲击和影响也越来越大,很多农产品国内生产

规模的增长速度赶不上国际上进口增长速度,所以

加入 WTO后,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也在逐年增大。

2017年,中国农产品的国际贸易逆差就已超过500
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超过30%[22]。中国现在已成

为名副其实的农产品进口大国。中国农产品贸易逆

差较大主要是受到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和水资源匮乏

的影响,加之中国农业生产率不高,种植业条件也不

是很好,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差。所以中

国农业不仅需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还需要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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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通过对外开放统筹国内国际

两方面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资源,利用国际农产品供

给来缓解中国国内的资源承载压力。中国农业农村

部副部长韩俊也表示:“中国农业对外开放是大势所

趋,是符合我国农业发展方向的正确选择,今后该出

口要尽力出口,该进口的也要主动进口,积极、有序、
稳妥地扩大农业对外开放。”[22]只是发展农业对外

开放势必要进口国际农产品,适度的进口是必要的,
但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要

根据我国自身的农业资源特色合理布局国内农业产

业,提升我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和其他优势农产品

的出口力度,使国内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的增长水

平与农产品进口的增长水平保持平衡的态势,防止

国际农产品的进口对国内相关农业产业造成严重的

冲击;另一方面要注意发展多元化的国际农产品进

口来源地,避免某一类或几类农产品对某个单一国

家的进口依赖程度太高。如前文所述,中国对美国

大豆、谷物、畜产品等进口量巨大,2017年对美国的

农产品贸易逆差就占当年农产品逆差的33%。所

以此次贸易战也再一次提醒我们,除了美国这一大

农产品进口市场外,中国也需要积极开拓其他市场,
促使农产品贸易朝着多元化进口发展。例如深化同

其他主要农业贸易伙伴的关系,加强与欧盟、巴西、
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农产品主要出口国的贸易合作,
同时也要坚定不移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

“一 带 一 路”沿 线 国 家 和 周 边 国 家 的 农 产 品 贸

易合作[23]。
第三,要健全中国的农业贸易政策体系,例如通

过政策导向鼓励农业对外投资,鼓励我国具有比较

优势的或具有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积极出口到海外市

场等。同时,由于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国际农产品价

格波动频繁,国际农产品大多时候处于过剩状态,一
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农业产业也常会出台农业补贴

政策,所以,中国也需要注意对国际农产品市场进行

监测,对其他国家农业补贴政策保持关注,并据此及

时对本国农业产业采取相应政策,确保中国农产品

能够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市场环境中参与竞争。
第四,争取利用本次贸易战的时机参与重构更

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农业贸易秩序。这次中美之间的

贸易冲突到目前为止会走向何方还有待观察,但以

谈判来解决争端已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所以贸

易战最终的结果应该也会以中美两国谈判达成新的

共识而告终,所以中国务必要抓住此次贸易摩擦之

后重新谈判制定新的贸易投资规则的机会,着力提

升我国农业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话语权,争取制定

出更加公平合理并有利于我国农业发展的国际农业

贸易投资新规则[22]。同时还要积极参与其他双边

或多边国际农业协定谈判,为中国农业开拓出更有

利的国际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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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mpactsandEnlightenmentsonChina’sAgricultureFromtheSino-USTradeWar

DUJuan
(SchoolofLaw,Xi’anJiaotong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Inrecentyears,tradefrictionsbetweenChinaandtheUnitedStateshavebeenfrequent.InMarch
2018,theUnitedStatesofficiallyannouncedtheimpositionoftariffsonChineseimportsof60billionUSdollars
basedontheresultsofthe“301investigation”,whichtriggeredtheSino-UStradewar.Thesurfaceinducementof
theUStradewarisalong-standingtradeimbalancebetweenChinaandtheUnitedStatesandahugetradedeficit.
However,throughanalysis,thetradedeficitisnottherealcauseoftheSino-UStradewar.Infact,behindthe

growingSino-UStradewar,itisthefearandsuppressfromtheUnitedStatesagainstChina’sriseanddevelop-
ment,itisakindofcompetitionthattheUnitedStatestargetsChinaintheglobalstrategy.Thecorepurposeisto
suppressthe“MadeinChina2025”plan.China’scountermeasureismainlythetaxationofimportedagricultural

productsfromtheUnitedStates.ThishasalsohadacertainimpactonChina'sagriculturaltrade,buttheimpactis
limited.Atthesametime,thetradewarhasalsoexposedcertainproblemsinChina'sagriculture,thatasalarge
agriculturalcountry,Chinahasfacedtheproblemofinsufficientdomesticsupplyoncertainagriculturalproducts
andreliesheavilyonimports.Forthat,Chinashouldactivelypromotestructuralreformonagriculture,promote
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expandagriculturalopeningupinthefuture,atthesametime,China
shouldalsoimproveitsagriculturaltradepolicysystem,andseizetheopportunityofthistradewartorenegotiate
newfairandreasonablerulesofinternationalagriculturaltradeandinvestmenttosolvetheseproblems.

Keywords:Sino-UStradewar;tradedeficit;tariffmeasures;agriculturaltrade;Chinese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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