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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美国经济形势与中美经贸关系

——全国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扩大会议讨论综述

张　彬

　　全国美国经济学会 1997 年会长扩大会议于

1997 年 9 月在成都举行, 此次会议得到了四川省外

经委、四川省社科院、四川省世界经济研究所、四川

联合大学的大力支持。出席会议代表近 30 人, 学会

会长郭吴新教授、副会长洪文达、陈宝森、郑伟民、

杨思正、薛敬孝出席并主持了会议。会议就当前美国

经济形势、中美经贸关系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以及美

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等问题交换了看法。下面就会

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及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当前美国经济形势与发展趋势

11 关于当前美国经济形势

与会代表认为, 近年来美国经济运行平稳, 增长

势头较强。尤其是 1996 年, 美国经济表现更佳, 其

主要经济指标都好于往年, 长期以来困扰美国的财

政赤字、外贸赤字、通货膨胀等老问题都在不同程度

上得到改善, 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

最好的国家。

(1) 美国当前经济表现了“三高三低”, 即经济

增长率高, 1996 年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为 2. 8% , 1997

年 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达 5. 8% , 估计全年达

3. 0% ; 竞争力高, 无论是在服务贸易, 还是在高科

技信息产业方面, 美国远远领先于日本、欧洲; 企业

利润高; 失业率低, 出现了自 1973 年以来最低失业

率 4. 8% ; 通货膨胀率低, 1996 年为 2. 9% , 1997

年一直保持在 3% 以下; 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

(GD P) 的比重低, 近年来财政赤字连年下降, 1997

年的财政赤字将减少到只有 200 多亿美元, 目前财

政赤字占 GD P 的比重为 2% 以下。从美国的主要经

济指标看都好于往年, 由此可得出结论, 美国 1997

年依然是一个景气之年, 甚至可能比去年还好。

(2) 美国经济扩张期延长。美国经济的这次增长

已进入第 7 个年头, 按照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对经

济周期的定义, 战后美国共有 9 次经济扩张期, 平均

持续时间为 50 个月。最长的扩张期在 60 年代, 为

106 个月, 其次是 80 年代, 为 91 个月。这次的扩张

期从 1991 年 3 月算起, 到 1997 年 9 月已经持续了

78 个月, 如果再持续两年半, 它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持

续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张期。

(3) 美国在世界贸易中起带头作用。表现无论在

国际商品贸易还是服务贸易中美国都占主要地位;

在知识产权、投资上也占绝对优势。另外, 美国在重

建世界经济新秩序中有决定性优势。表现为: 第一,

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起重要作用, 世界贸易秩序是以

美国为中心确立的; 第二, 在全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过

程中, 美国占优势; 第三, 在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及

制定多边贸易规则上也占有优势; 第四, 在南北关系

上它占据主导地位。

(4) 支撑 9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较长持续发展的

基础是高技术。在影响 21 世纪国家竞争力的高科技

领域, 美国在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宇航技术方

面居世界领先地位。

分析美国经济表现良好势头的原因, 代表们认

为有以下几方面:

(1) 高新技术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以信

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高新技术的发展, 改变了经济

运行的方式, 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美国信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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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所创造的产值现在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0～

50%。据认为, 美国经济之所以能持久和较高速增长

而没有引发通货膨胀, 就是得益于生产率的提高。工

资和其它成本的增加, 可以由生产率的提高来弥补,

而没有必要转嫁到价格上。

(2) 企业重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又一重要原因。

90 年代以来, 美国无论在企业并购数量, 并购规模,

还是企业并购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方面都居领先地

位, 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增长。据统计,

1993—1995 年, 美国企业并购交易达 9 170 起, 金额

为 7 591 亿美元。1996 年一季度的企业并购成交额

比 1995 年同期增长 56%。到 1996 年 6 月 30 日企业

并购达 2 626 起, 金额 2 200 亿美元, 到 9 月底企业

并购超过了 4 000 起。

(3) 美国出口情况改善, 成为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据统计, 美国出口占GD P 比重, 80 年代上半期平均为

6. 7% , 下半期平均为 7. 3% , 1993 年达1115% , 1995

年仍在 10% 以上。出口的改善, 表明美国企业的国际竞

争力提高, 劳动成本相对下降, 同时, 对外贸易上使用

多轨并进的贸易政策起了促进作用。

(4) 美国政府对经济干预和调控的能力加强。克

林顿上任时就坦言“问题在于经济”, 他将采取有力

措施解决经济问题。从现在的情况看, 克林顿的经济

政策得到了实施并取得了成效。克林顿经济政策的

核心是“重建财政”, 即减少财政开支, 降低财政赤

字以提高国内储蓄, 同时还进行税制改革和放宽限

制, 等等。目前政府财政赤字的大量减少, 通货膨胀

压力减轻, 国债保持在一定比例等, 这都为政府对经

济的干预增加了调控力度。

代表们在分析美国经济表现良好一面时, 也注

意到美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他们主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看法。

(1) 美国消费者债务负担已经过重, 有可能影响到

消费者的购买需求, 导致需求缩减, 引致经济衰退。

(2) 美国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并没有随劳动生产

率提高而提高, 而且收入分配差距在扩大。主要表现

在新增就业的绝大部分在劳务部门, 而且是工资比

较低的部门。

(3) 股市酝酿着风险。克林顿上台以来, 美国股

市不断攀升, 屡创新高, 1997 年 7 月 16 日创下了一

举突破 8 000 点的历史纪录, 股市的攀升固然有经济

景气的背景, 但也不能排除股市已出现了过度投机

的可能。如果政府出面压抑股市上涨势头, 或投资者

对于过度繁荣的股市失去信心, 这都会对股市产生

影响, 有可能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4) 美元的持续升值, 也给美国企业带来了巨大

的压力。美元升值使美国企业出口变得困难, 汽车工

业受其影响最大, 传统工业部门、化工部门等也出现

了滑坡现象。

2. 关于美国“新经济”

关于美国“新经济”, 有的代表认为, 美国学术

界现以“新经济”之说概括当前美国经济形势。美国

股市飙升显示了“新经济”的出现, 而“新经济”则

是建立在全球市场和信息革命的基础之上。“新经

济”主要表现在五方面, 即信息技术设备投资猛增;

利率保持低水平; 出口大幅度上升; 通货膨胀得以控

制; 公司利润连年递增; 探其原因, 主要有: (1) 是

经济长周期运动规律所致; (2) 经济全球化为美国跨

国公司和出口大幅度增加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3) 经

济学的“创新”, 表现在里根经济学使美国 80 年代中

期摆脱“滞胀”, 克林顿经济学使美国“新经济”出

现; (4) 高科技产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也有的代

表对美国出现的所谓“新经济”持不同看法。

3. 关于美国经济周期

关于美国经济周期问题, 有的代表指出由于 90

年代美国出现了较长期的经济增长, 并认为美国经

济周期波动已成过去, 从此可以进入无衰退的持续

增长。显然, 这一论点是不能成立的, 也是没有根据

的。经济周期波动将依然存在, 经济危机迟早还会发

生。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替换关系也将仍然存

在。以往经济学界有一个衡量通货膨胀的NA IRU

( N onaccelerat ing infla t ion rate of unemp loy2
m ent——不致加剧通货膨胀的失业率) 标准。它是指

失业率的一个临界点, 低于这点就说明劳动力供应

可能紧张, 引起通货膨胀。每当NA IRU 降低到 6%

以下, 就必然出现通货膨胀。现在由于经济全球化和

新技术的发展, 使衡量充分就业的门槛降低了。现在

失业率可能要降到 4～ 5% 而不是过去的 6% 才会引

起通货膨胀。如果目前的失业率一直降下去, 劳动力

会短缺, 工资将上升, 通货膨胀终将复活。况且通货

膨胀从潜伏到爆发有一段时间差, 约一年或一年以

上。因此不能予以忽视。同时, 这次美国经济繁荣的

时间所以能延续较长, 除石油价格下跌、美元汇价的

坚挺、联邦政府福利支出的减少、日本和西欧各国的

经济情况不佳等外部因素外, 高科技所起的作用也

是很大的。但高科技及高科技产业与汽车、建筑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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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工业一样本身也具有周期性, 甚至波动影响更大。

一旦对高科技产品的需求减弱, 就会影响整个经济

下降。所以, 经济周期仍将存在, 衰退也还会发生,

但是由于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确出现了许多重大

变化, 使得周期波动的作用减弱, 经济高涨的时间拉

长, 将来即使发生衰退, 波及面不会象过去那样广,

破坏性不会那么大, 时间也不会持续很长。

二、关于当前中美经贸关系

与会代表从以下几方面深入讨论了中美经贸关

系问题:

11 当前中美经贸关系的现状和特点

近年来, 中美经贸关系虽然经历了曲折、反复、

矛盾和摩擦, 但发展速度还是很快的。在贸易方面,

据中国海关统计, 1997 年上半年中美贸易总额为

214196 亿美元, 比 1996 年同期增长 1813% , 其中对

美国出口为 140182 亿美元, 比 1996 年同期增长

3012% , 占全国出口额的 17142% ; 对美国进口额为

74114 亿美元, 比 1996 年同期增长 019% , 占全国进

口额的 11176%。中美贸易顺差达 66168% 亿美元,

比 1996 年同期增长 9311% (不包括香港转口)。如按

美方的统计, 美中的贸易逆差近年持续扩大, 1994 年

为 295 亿美元, 1995 年和 1996 年分别增加到 338 亿

和 395 亿美元。在投资上, 由于美日经济摩擦加剧,

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在东亚的商品和资本最大新兴市

场。有代表指出, 目前中美经济关系呈现出以下特

点:

(1) 两国社会制度虽然不同, 但中美贸易的互补

性与日俱增。

(2) 在双边经贸关系中, 中国在商品贸易中得到

的利益大于美国, 但在服务贸易、资本市场和高科技

领域中, 美国获得的利益却大大多于中国。

(3) 在中美双边贸易中, 美国处于强势, 中国处

于劣势。美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随着中国经济实

力的增强, 中国在谈判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

21 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代表们认为, 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存在的主要问

题有:

(1)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有的代表提出应将此

问题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下考察。首先应看到

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加工厂的地位。中国作为加

工地其出口产品的原产地问题模糊。在这种情况下,

受益方不是生产国而是投资国。其次从服务贸易上

看, 美国远远超过中国, 增长势头迅猛。所以不能脱

离服务贸易和投资而孤立地看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

差问题。第三, 我国出口商品存在着名义关税和实际

关税不符, 原产地的标签管理等问题, 这也是造成我

国对美贸易出现顺差的主要原因之一。

(2) 最惠国待遇问题。美国认为给中国永久性最

惠国要等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而且其要价是十

分高的, 即要求中国开放市场,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必须作出具体承诺, 等等。

(3)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虽然美国政府

一再公开表示支持中国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但

在谈判中又漫天要价, 蓄意阻挠, 试图从中获得更多

的商业利益, 致使这一问题久久不能解决, 至今中国

仍被排除于该组织之外。围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问题, 今后我们仍应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以确保我国的整体利益不受损害。我们既要继续坚

持对外开放的方针, 努力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和国际惯例, 积极创造条件, 比如进一步较大幅度降

低关税, 削减非关税壁垒, 开放市场, 改善投资环境,

但我们又只能根据中国的国情决定改革开放的步

伐, 否则就只能是“欲速而不达”。

美国跨国公司对华投资问题。目前国内对跨国公

同来华投资争论很大, 有人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会占

领中国市场, 不要引进太多外国直接投资, 而主张以贷

款为主。对此, 多数代表并不同意, 他们认为美国跨国

公司来华投资从调查的情况看是利大于弊。我们从跨

国公司引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是成功的, 它使我国

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缩短了若干年, 因此

应对这一问题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美国对中国形势看

好, 大公司对中国兴趣增大, 可更多地吸引美国大公司

来华投资, 开放部分企业, 在吸引外资政策上要向行业

性倾斜和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31 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展望

与会代表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是乐观的。因

为发展中美经贸关系是符合双方利益的。1997 年 10

月 26 日—11 月 3 日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主席去

美国与克林顿总统会晤, 这必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格

局及中美关系包括经贸关系的发展产生深远而重大

的影响。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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