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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不平衡的复苏比衰退好

第二十二届中美商

贸联委会 21日在四川成

都举行。国务院副总理王

岐山与美国商务部部长

布赖森、贸易代表柯克共

同主持中美商贸联委会，

美国农业部部长维尔萨

克与会。中美双方签署了

5项经贸合作文件，并同

意扩大双边高技术与战

略贸易合作，鼓励两国企

业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

不断创新合作模式。

美国政府正在通过行动来宣示
其对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急迫感。为改
善美国当前不断飙升的财政贸易双
赤字，加快推进全球经济再平衡，美
国的姿态是开放的。相对系统全面阐
述这一立场的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 Fred Bergsten。在美
国《外交事务》上详细阐述了全球经
济再平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建议
美国政府主动提出或积极配合中国
等国家提出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并
支持中国提出的把 SDR 打造成重要
国际货币，同时希望美国政府以开放
的姿态促成欧元、英镑、日元，甚至人
民币等与美元一起分担国际货币的
角色。

中国的态度则表现出了一贯的
渐进和中庸。中国、德国等出口导向

型国家表现出弹钢琴的姿态———在
肯定全球经济再平衡重要性的同时，
也提出了一个再平衡全球经济的时
间函数———矫正全球经济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

毋庸置疑，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
这场非对称博弈中，纵然美国的地位
在这场危机中遭到了多样化挑战，但
美国依然在这场博弈中身居强位。当
前的境况对中国、德国等并不有利，
美国等市场的萎缩意味着其产能过
剩更加突出，特别是当前中国等国通
过经济刺激以消化其过剩产能，从而
进一步加剧了其国内产能过剩和投
资过热的状态———这或许会令其对
美国等国的市场更难以割舍。从某种
程度上反映，美国政府正在通过行动
来宣示其对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急迫

感。
Fred Bergsten分析了抛售美元的

威胁与继续恶化其财政贸易双赤字
所带来的两大威胁对美国的利弊。若
由于美国强化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政
策，而导致外国政府投资者等抛售美
元，美国应该欣然接受这一挑战。一
方面，美国年度贸易赤字达到 5 万亿
美元，而美国的净外债则由目前的
3.5 万亿美元提高到 2030 年的 50 万
亿，即占当时美国 GDP的 140%。这将
给美国带来沉重的负担，并不可避免
加剧美元汇率的贬值。另一方面，日
益扩展的美国财政赤字不可避免地
抬高国债利率和美国国债收益率曲
线。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的走高将提
高美国政府乃至私人部门的融资成
本，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复苏。至于美

元抛售风险，美国认为各国政府目前
还没找到一种完全可替代美元的世
界货币，因此抛售美元风险烈度不会
太大。

这种观点我们不能完全苟同，但
有一点是很肯定的———不计后果的
抛售美元是一种双输的冲动，其作为
舆论导向可以，但付诸行动则需要再
三权衡。此外，对待人民币国际化问
题也应该理性。当前，为摆脱其持续
恶化的双赤字问题，美国在国际货币
体系和美元地位上做着开放式的让
步，美国的这种让步更多的是推卸责
任。国人当以理性分析，切不可以胜
者自居。当前这次全球经济危机首先
发生在美国，其实深层次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美元充当世界货币角色。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全球经济再平衡：国家利益为先

2011年 11月 22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中美商贸联
委会会议提出“不平衡地复苏比平衡地衰退要好”的观点颇引
人瞩目。在欧债危机不断、全球经济面临更大不确定性的背景
下，最近中国领导人频现国际高端财经会议，并强调要把确保
全球经济强劲增长作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首
务。

王岐山在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提出的“不平衡地复苏比
平衡地衰退要好”的观点颇为引人瞩目。在欧债危机不断、全
球经济面临更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最近一段时期中国领导
人频现国际高端财经会议，并强调要把确保全球经济强劲增
长作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首务。

美部分官员屡次以中美贸易不平衡设题，并通过发起人
民币汇率低估议案、对华发起贸易调查等措施以扭转所谓不
平衡问题。

在当前全球经济风雨飘摇之际，中国提出“保增长、促稳
定”的发展观点得到了之前举行的 G20会议上各国领导人的
高度认同。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出口
促进战略，在发达国家经济前途未卜之际，亚太地区作为未来
全球最大的潜在市场引起美国的高度关注。在此情况下，美国
提出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并试图通过
上述安排主导亚太经济秩序。

借助相关协议，美试图打造出这样的贸易格局：在自己具
备极大竞争优势领域实现美产品的长驱直入，而在有可能被
其它国家赶超的高科技领域却选择性开放。这与美国百年前
与英国大打贸易战争，用高关税将英国具备竞争力的制造业
挤出美国市场，并与周边落后国家发展密切经贸关系，大量出
口美国具备优势的产品以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如出一辙。

由于在农产品贸易领域美国农业具备的比较优势，美已
多次就此问题向中国施压。而此类贸易问题美国与日本也曾
出现多次。但在高科技领域，美国又因为各种原因屡次对中国
设限。在解决中美贸易平衡问题上，实际上存在平衡并稳定增
长的双赢之举。通过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范围，一方面可
以实现美国出口产品的大量增长并扩大美国国内就业，另一
方面在满足中国需求的同时也为两国贸易平衡做出巨大贡
献，但美方却屡次忽视中国的合理诉求。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超之前在广交会上表示：“现今中美
经贸合作面临一些分歧和挑战，中方并不回避这些问题，但解
决美对华贸易逆差的关键不是限制自华进口，而是扩大美对
华出口。”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桑百川对
大公报强调：“美国可以通过扩大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促进全
球贸易平衡。” （来源：中国新闻网）

美国在“不平衡复苏”
中能有作为？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联委会
上指出，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重要
基石。两国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
方在经贸、投资、金融、科技、旅游、清
洁能源、基础设施等各领域合作成果
丰硕，中美地方间合作深入发展，这
些均有力地促进了两国经济增长和
就业增加。中方愿与美方开展更加紧
密而广泛的经济合作，希望美方在放
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慎用贸
易救济措施、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
位、平等对待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等方
面取得实质进展。

王岐山表示，当前全球经济形势
依然严峻，确保经济复苏是压倒一切
的任务，不平衡的复苏比平衡的衰退
要好。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主要经济
体，自身经济平稳发展就是对世界的
积极贡献。双方应同舟共济，全面落
实二十国集团戛纳峰会达成的共识，
以实际行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避免
经济问题政治化，推动两国乃至世界
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布赖森、柯克和维尔萨克表示，
美中两国双边关系日益紧密，经贸往
来达到空前水平。美中相互贸易和投
资体现了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
则，是两国经济增长、创造就业、鼓励
创新的重要推动力，不仅造福两国人
民，也惠及世界。美中在农业领域的
合作不断深化，农产品贸易和技术合
作卓有成效。美方高度重视中美商贸
联委会这一重要平台，期待本届联委
会能取得切实、有意义和可持续的成
果。

中美双方一致认为，中美商贸联
委会对扩大双边经贸合作、维护中美
经贸关系健康发展、推进两国全面互
利的经济伙伴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双方充分肯定联委会下各行业合作
工作组在开展务实合作、加强沟通和
磋商、妥善处理彼此经贸关注方面所
取得的积极成果。双方同意扩大双边
高技术与战略贸易合作，深化中美在
知识产权领域的合作，就商签《中美
农业合作战略规划》保持沟通，鼓励
两国企业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
创新合作模式，就改进快递相关的政

府服务和监管等议题进行交流，共同
推动两国企业在新能源领域扩大合
作，搭建中美服务贸易企业交流平台
以共同推动双边服务贸易发展，在药
品数据保护领域开展合作，继续加强
在药品检测技术领域的合作，积极推
进智能电网标准、电动汽车和充电设
备、改装汽车零部件等领域的交流与
合作等。

中美签署5份
经贸合作文件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
级研究员周世俭表示，放松对华高科
技出口管制，是对中美双方都有利的
事情。“对美国而言，它不仅能够拉动
美国经济复苏，还有助于减少美国对
华贸易逆差。”周世俭说。
王岐山呼吁美方在放宽对华高技

术产品出口管制、平等对待中国企业
赴美投资这些问题上取得实质进展。

美国贸易代表柯克此前表示，美
方希望在知识产权保护、投资、创新
领域政策等方面达成“具体”、“可观”
的成果。事实上，美方的关注也正是
在华美国企业关注的事项。美国商会
主席狄安华表示，美国商会致力于推
动市场准入、投资批准程序、知识产
权保护、产业政策等问题的解决。

当天签署的五项合作文件分别
是《中美知识产权合作项目框架协
议》、《中美高技术贸易重点领域合作
行动计划落实措施》、《中美商贸联委
会贸易统计工作组进展报告》、《关于
支持中美能源合作项目的谅解备忘
录》、《中国贸易促进会和美国商务部
关于建立中国贸促会—美国商务部
对外商务服务司中美企业合作对接
项目的谅解备忘录》。

新兴产业
中国将投1.7万亿美元

据彭博社报导，布赖森在会议结
束后称赞会议极具意义，并指中国已
经同意设立办公室专责知识产权保
护与改善工作。中方官员还证实，未

来五年会在战略工业投放1.7万亿美
元(约合13万亿港元)，并承诺美国及
其他国家企业，在这些项目，会获得
中资企业同等的机遇。

布赖森指出，美国许多人对美中
贸易关系抱持较为负面的看法，华盛
顿方面的态度正在“恶化”，“我们必
须在这些领域产生具体且有意义的
成果，包括改善知识产权保护、非歧
视的创新政策及给予美国投资人更
多机会”，而在本次会议上，上述方面
已经取得进展。

高科技管制
美国立场松动

专注于中美高科技产品贸易的
美国LTI公司副总裁Nina Hsu表示，高
科技产品出口对中国和美国而言都
是很重要的事情：美国认为出口对于
发展经济很重要，而中国对美国的高
科技产品有需求。

她对记者表示，美国正在对整体
的高科技出口管制进行改革，改革的
最大挑战在于在美国国内达成共识。
“美国想要改变出口管制体系，需要
在美国政府内部达成共识，其中有国
防部、国务院、能源部等机构，还需要
国会的支持。由于每个机构的利益不
同，想要达成共识是很难的事情。”她
解释说。

在JCCT召开前夕，中国驻美国大
使张业遂在美国就当前中美经贸关
系发表演讲时也特别谈到这一问题，
他呼吁美国放宽高技术产品对华出
口限制。他说，2001年至2010年，中国
自美国进口的高技术产品比重从
18.3%下降到7.1%。如果美国继续保
持18.3%的市场份额，2010年对华出
口将增加460亿美元。

虽然中美签署了关于高技术贸易
合作文件，但周世俭认为，这一问题并
没有取得太大进展。因为美方表示要
成立研究组来研究这一问题。“这是拖
的态度，实际上放宽不放宽出口管制，
主动权都在美方。”周世俭说。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提出的
五年出口倍增计划中，中国是一个关

键市场。作为美国商务部长，布赖森
也意识到中国在其中的作用。他在访
华前表示：“通过对JCCT议题贯彻，我
们将通过推动对华出口增长，这有助
于帮助国内经济发展，帮助我们实现
在2014年出口翻番的计划。”

始于1983年的中美商贸联委会
是中美最早建立的高级别经贸磋商
机制之一，它是解决中美贸易、投资
具体问题的重要平台。

多方面共识
可促美就业

上海美国商会总裁傅丝德23日
在上海表示，确保切实履行在第22届
及往届中美商务贸易联合委员会 (中
美商贸联委会) 上中美达成的多方面
共识，既可为美国创造更多就业机
会，也能帮助中国实现自身的发展目
标。

傅丝德称赞中国在改善知识产
权保护和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方
面所采取的积极举措。“贯彻实施知
识产权保护是关键。我们支持中国
旨在加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所开展
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
劣商品专项行动及其他相关举措。
这不仅对美国在中国的竞争力来说
至关重要，而且对中国自身向创新
型经济迈进来说也举足轻重。”傅丝
德说。

她也坦言，根据上海美国商会对
会员企业最近一次的调研显示，美国
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仍然遇到困难
和问题，超出2/3的会员企业表示最近
几年并未看到任何明显改善。

傅丝德认为，目前中美商贸事务
中有许多要做的工作，但中国在战略
性新兴产业、农业等领域达成的多方
面共识及改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承诺
将实现两国经贸发展的“双赢”。

中美商务贸易联合委员会成立
于1983年，是中美两国之间最高层次
的双边磋商及增进中美商务贸易合
作机会的重要机制。
（来源：商务部网站、新华网、《香

港商报》、中国新闻网）

美国应该兑现它的承诺了。因为消除歧视、拆掉壁垒，让
中国资本同等待遇进入美国实体经济投资市场，极其有利于
它重振经济、创造就业、增加税收、推动创新，并且惠及世界经
济。

第 22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美国方面继续做出欢迎中国
投资的表态。希望美国方面的态度这次是认真的，能够转化为
实际行动。当然，联想到近些年美国方面频频阻挠中国非金融
类直接投资的实际表现，也只能使用“希望”的措辞。近几年，
不仅中国国企的赴美投资受到阻挠，就连私营的技术类企业
也常常碰壁，甚至基础设施建设企业也屡遭挫折。

美国惯用的理由是模糊不清、牵强附会的“影响国家安
全”。最新的案例则是，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将对华为、中兴
等中国电信企业的美国业务展开“国家安全”调查。美国白宫
也将对中国电信企业进行“安全威胁评估”。

200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对国家安全的概念进行了调
整，界定范围在军事、国防等层面上加入了基础设施的安全审
查。中国投资的受限范围和程度空前上升，而一个接一个的失
败案例中充斥着“冷战”的遗毒和政治的歧视。

中美之间的相互投资显然是严重失衡的。美国对华投资
范围广泛，规模是中国对美投资规模的十几倍，而且中国对美
投资的范围和领域因受限而狭窄。至少在这方面，看不出美国
是个高度开放型的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风范。

在世界经济艰难复苏、美国经济持续低迷甚至可能二次
下滑的背景下，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特别严格设限，至少算
是投资保护主义行为。但经过仔细观察分析，美国针对中国的
投资保护主义与经贸问题政治化，实质上是冷战思维和政治
歧视的具体体现。

众所周知，在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是利益共同体的载
体，而美国过时的冷战思维是不利于利益共同体的构建的，是
不利于其自身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复苏的。

消除投资市场壁垒和歧视主要取决于美国。美国应该避
免双重标准，不要将微观层面经济行为政治化，更不要长期患
上“中国威胁臆想症”。像对待日本、韩国、墨西哥一样，美国向
中国开放投资市场，也是一个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且互利双赢
的结果。

中美之间至今还没有一个正式的投资协定，这与双方互
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关系极不相称。而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应
该加强对中国的战略信任，与中国一道致力于建设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以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

（来源：新华网）

美国需言行一致
向中国开放投资市场

借助相关协议，美试图打造出这
样的贸易格局：在自己具备极大竞争
优势领域实现美产品的长驱直入，而
在有可能被其它国家赶超的高科技领
域却选择性开放。

在世界经济艰难复苏、美国经
济持续低迷甚至可能二次下滑的背
景下，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特别
严格设限，至少算是投资保护主义
行为。

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这场非对称博弈中，美国依然在这场
博弈中身居强位。从某种程度上反映，美国政府正在通过行动
来宣示其对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急迫感。

中美商贸界成都会谈，中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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