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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谈判波折不断，影响几何  

 

——基于最新加税清单的梳理 
  

报告导读 

➢ 本报告梳理中美互相加征关税最新清单，并简析其影响。 

投资要点 

❑ 中美贸易谈判波折不断、道阻且长 

自 2017 年 8 月美国发起对华 301 调查至今，中美贸易摩擦历时已逾两年，可

谓一波多折、道阻且长。2018 年 9 月双方互相就部分商品正式实施加征关税；

2018 年 12 月谈判出现转机，美方推迟之前的加税计划，双方有了更加充裕的

时间深入磋商谈判；但 2019 年 5 月美方再次施压，将关税税率提高，中方也

予以反制，于 6 月正式实施。 

中美两国领导人于 6 月底在大阪 G20 峰会进行会晤，并决定重启经贸磋商。

然而好景不长，8 月初美方称拟将于 9 月 1 日起对 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

加征 10%关税，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 美国加税的影响 

假设这样一种情形：为保持出口数量不变，中国企业将加征的关税全部由自身

负担；测算在这种情况下出口金额的变动对我国出口和经济增速影响。 

加税规模 关税税率 出口金额减少（亿美元） 对美出口增速减少 整体出口增速减少 GDP 增速减少 

500 亿美元 25% 125 3.2个百分点 0.6个百分点 0.2个百分点 

2500亿美元 
25%（500 亿）、

10% 
325 8.4个百分点 1.5个百分点 0.3个百分点 

2500亿美元 25% 625 16.2个百分点 3个百分点 0.6个百分点 

5050亿美元 
25%（500 亿）、

10% 
580 15.1个百分点 2.8个百分点 0.6个百分点 

5050亿美元 25% 1262.5 32.8个百分点 6个百分点 1.1个百分点 

5050亿美元 
25%（2500 亿）、

10% 
880 22.9个百分点 4.2个百分点 0.8个百分点 

5050亿美元 
30%（2500 亿）、

15% 
1132.5 29.4个百分点 5.4个百分点 1个百分点 

 

❑ 中国对美进行反制 

截止当前，中国对美国的反制措施涉及进口金额的规模超过 1100 亿美元，税

率为 25%、20%、10%、5%不等。 

对比中国进口美国商品的结构以及三轮反制后中国对美加税商品结构

（TOP10），可以看到除了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其中有小部分商品也被

加税），进口排名前十的商品基本也是中国反制的主要对象。 

2019 年中国从美国进口增速已经出现较大幅度下滑。进口增速出现大幅的波

动，不仅有加征关税的影响，国内需求放缓对进口也有一定负面影响，同时也

存在中国主动降低大豆等农产品进口的因素。但由于中国自美国进口占全部进

口比例大约为 5%左右，因此对整体进口的影响不大，进口更多还是受内需以

及国内供给变化的影响。 

 

风险提示：中美贸易谈判好于当前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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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美贸易谈判波折不断、道阻且长 

自 2017 年 8 月美国发起对华 301 调查至今，中美贸易摩擦历时已逾两年，可谓波折不断、道阻且长。2018 年 9

月双方互相就部分商品正式实施加征关税；2018 年 12 月谈判出现转机，美方推迟之前的加税计划，双方有了更加充

裕的时间深入磋商谈判；但 2019 年 5 月美方再次施压，将关税税率提高，中方也予以反制，于 6 月正式实施。 

中美两国领导人于 6 月底在大阪 G20 峰会进行会晤，并决定重启经贸磋商。然而好景不长，8 月初美方称拟将于

9 月 1 日起对 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0%关税，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表 1：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的应对之策（更新至 2019 年 8 月） 

美国对外贸易政策 中方应对之策 

2017.8.18 美国贸易代表宣布对华启动 301 调查。 2017.8.2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称，美方做法无视

世贸组织规则，是不负责任的，中方对这种单

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 

2018.3.2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

录，宣布计划对从中国进口的 500 亿美元商品加

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 
2018.3.23 

商务部发布了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 232

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该清单暂定包含 7

类、128 个税项产品，按 2017 年统计，涉及美

对华约 30 亿美元出口。 

2018.4.3 

美国发布了建议加征额外 25%关税的自中国进

口产品清单，该清单包含大约 1300 个独立关税

项目，价值约 500 亿美元，涉及航空航天、信息

和通信技术、机器人和机械等行业。 

2018.4.4 

中国商务部宣布将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等农产

品、汽车、化工品、飞机等进口商品对等采取

加征关税措施，税率为 25%，涉及 2017 年中

国自美国进口金额约 500 亿美元。 

2018.4.5 

特朗普发表声明说，他已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

室依据“301 调查”，考虑对从中国进口的额外

1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是否合适。 
2018.4.6 

中国商务部和外交部：“如果美国公布新增1000

亿征税产品清单，中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将

毫不犹豫、立刻进行大力度反击。” 

 

2018.4.10 

特朗普在推特上感谢习主席在降低汽车关税等

进一步消除贸易壁垒方面以及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方面的表态，并表示双方将一起共同努力，在

减少贸易摩擦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 

2018.4.10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主旨演讲，表

示中国在扩大开放方面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举

措：第一，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第二，创造

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第三，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第四，主动扩大进口。 

2018.5.3-2018.5.4 
中美经贸第一轮谈判在北京举行。据报美国要求中国在 2018.6.1-2020.5 把中美贸易逆差削减 2000 亿美元；美

国还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向《中国制造 2025》计划涉及的先进技术领域提供补贴，两国最后无法达成共识。 

2018.5.15-2018.5.19 中美经贸第二轮谈判。5 月 19 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发表平等互利、共享发展六条联合声明。 

2018.6.3 中美经贸第三轮谈判在北京结束，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2018.6.15 

特朗普政府单方面撕毁联合声明，宣布将对价值

500亿美元进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

税。公布首批价值 34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名

单，第二批价值 160 亿美元的商品清单，剑指中

国 2025 制造计划，还需经进一步听证程序来确

定。 

2018.6.15 

中国政府表示，也将对价值约 500 亿美元的美

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进行报复，包括农产品和

制造业产品等。 

2018.7.6 

美国对首批价值 340 亿美元商品正式加征 25%

的关税。 2018.7.6 

中国作出同等力度反击，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

等农产品、汽车、水产品等加征 25%的关税，

价值金额约 340 亿美元。 

2018.7.11 

美国公布了新一轮征税清单，表示要对价值

200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额外加征 10%关税，计

划从 8 月 30 日开始实施。 2018.7.11 

中国商务部：“美方以加速升级的方式公布征税

清单，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对于美方这种伤害

中国、伤害全世界、也伤害自身的行为，中方

在“感到震惊”的同时，“将一如既往，不得不

作出必要反制”。 

2018.7.11 
美国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一项非约束性提案，寻

求限制特朗普加征进口商品关税的总统权力。 
  

2018.9.24 

美国对 2000 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 10％的

关税。美国政府表示，这一比率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增加到 25％。 

2018.9.24 
中国回应，对 600 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

关税。 

2018.12.1 
中美双方同意停止相互加征新的关税，两国将争取在 90 天内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意推迟于 1 月 1 日对 2000

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增加关税的计划。中国同意购买“非常大量”的美国产品。 

2019.2.24 

特朗普延长了 3 月 1 日的最后期限，将开放式基

础上的 2000 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保

持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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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外贸易政策 中方应对之策 

2019.5.5 
特朗普发推特表示：他打算在 5 月 10 日将 2000

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到 25％。 
  

2019.5.9 

特朗普政府正式通知其有意将 2000 亿美元的中

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从 10％提高到 25％，从 5 月

10 日开始生效。 

2019.5.13 

自 6 月 1 日起，对已实施加征关税的 600 亿美

元清单美国商品中的部分，提高加征关税税率，

分别实施 25%、20%、10%、5%的加征关税。 

2019.5.3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把原定于 6月1日开始

对中国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由 10%提高到 25%的

时间推迟至 6 月 15 日执行。 

  

2019.6.29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阪 G20 峰会上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双方同意重启经贸磋商，美方表示不再加征

新关税，美企可继续向华为供货。 

  2019.7.29 

中国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公开消息称中美两国

元首大阪会晤之后，已有数百万吨美国大豆装

船运往中国。 

2019.8.1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推特称拟将于 9月1日起对

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0%关税。 
  

2019.8.1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宣布将取消部分原

定 9 月 1 日生效的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

并延迟部分电子产品等的加征关税至 12 月 15

日生效，其中包括手机、笔记本电脑、视频游戏

控制台、某些玩具、电脑监视器以及某些鞋和衣

服。 

2019.8.23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

美国的 5078 个税目、约 750 亿美元进口商品加

征 10%、5%不等关税，分两批自 2019 年 9 月

1 日 12 时 01 分、12 月 15 日 12 时 01 分起实施。

自 2019 年 12 月 15 日 12 时 01 分起，对原产于

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恢复加征 25%、5%的关

税。 

2019.8.24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文宣布从 10 月 1 日起，目

前按 25%税率加征关税的 2500 亿美元中国输美

商品的加征税率上调至 30%。之前从 9 月 1 日起

按 10%税率加征关税的 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

品的加征税率上调至 15%。 

  

资料来源：网络公开资料、浙商证券研究所 

2018 年以来，中美双方经历了十二轮谈判，谈判几经波折，对部分问题达成了一致，但仍存在较多分歧。第十二

轮谈判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在上海结束，中美双方按照两国元首大阪会晤重要共识要求，就经贸领域共同关心的重大

问题进行了坦诚、高效、建设性的深入交流。关于这次磋商，双方就两个主题进行了交流。一是“过去怎么看”，主要

是讨论磋商中断的原因，澄清对一些重要经贸问题的看法。二是“未来怎么办”，主要是明确下一步磋商的原则、方法，

以及相关的时间安排。 

表 2：中美双方就贸易问题已经进行十二轮谈判（更新至 2019 年 8 月） 

 时间 地点 主要内容 

第一轮 
2018年2月27

日至 3 月 3 日 
华盛顿   

第二轮 
2018 年 5 月 3

日至 4 日 
北京 

双方均认为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十分重要，致力于通过对话磋商解决有

关经贸问题，并就扩大美对华出口、双边服务贸易、双向投资、保护知识产权、解决关

税和非关税措施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在有些领域达成了共识。双方认识到，在一些

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歧，需要继续加紧工作，取得更多进展，双方同意继续就有关问题

保持密切沟通，并建立相应工作机制。 

第三轮 
2018 年 6 月 2

日至 3 日 
北京 

双方就落实两国在华盛顿的共识，在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了良好沟通，取得了积

极的、具体的进展，相关细节有待双方最终确认。中美之间达成的成果，都应基于双方

相向而行、不打贸易战这一前提。 

第四轮 
2018年8月22

日至 23 日 
华盛顿 双方就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建设性、坦诚的交流，并将就下一步安排保持接触。 

第五轮 
2019年1月30

日至 31 日 
华盛顿 

双方在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指引下，讨论了贸易平衡、技术转让、知识

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实施机制以及中方关切问题。双方牵头人重点

就其中的贸易平衡、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实施机制等共同关心的议题以及中方关

切问题进行了坦诚、具体、建设性的讨论，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 

第六轮 
2019年2月14

日至 15 日 
北京 

双方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共识，对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

务业、农业、贸易平衡、实施机制等共同关注的议题以及中方关切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就主要问题达成原则共识，并就双边经贸问题谅解备忘录进行了具体磋商。 

第七轮 
2019年2月21

日至 22 日 
华盛顿 

双方进一步落实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围绕协议文本开展谈判，在技术

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以及汇率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上取得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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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进展。在此基础上，双方将按照两国元首指示做好下一步工作。 

第八轮 
2019年3月28

日至 29 日 
北京 双方讨论了协议有关文本，并取得新的进展。 

第九轮 
2019 年 4 月 3

日至 5 日 
华盛顿 

双方讨论了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措施、服务业、农业、贸易平衡、实施机

制等协议文本，取得新的进展。双方决定就遗留的问题通过各种有效方式进一步磋商。 

第十轮 
2019年4月30

日至 5 月 1 日 
北京 

双方讨论了贸易相关的问题，涉及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非关税壁垒、农业、服务业、

采购和实施等话题。按既定安排，双方将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

磋商。双方仍然注重在重要的结构性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并重新平衡中美贸易关系。 

第十一轮 
2019 年 5 月 9

日至 10 日 
华盛顿 

双方进行了比较好的沟通与合作，谈判并没有破裂，中方将理性对待中美经贸摩擦，对

磋商未来审慎乐观。目前双方在取消全部加征关税、贸易采购数字应当符合实际以及文

本平衡性三个中方核心关切的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双方经贸团队商定将很快在北京见

面，继续进行沟通，推动磋商。 

第十二轮 
2019年7月30

日至 31 日 
上海 

双方按照两国元首大阪会晤重要共识要求，就经贸领域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坦

诚、高效、建设性的深入交流。关于这次磋商，双方就两个主题进行了交流。一是“过

去怎么看”，主要是讨论磋商中断的原因，澄清对一些重要经贸问题的看法。二是“未

来怎么办”，主要是明确下一步磋商的原则、方法，以及相关的时间安排。 

资料来源：网络公开资料、浙商证券研究所 

2. 中国输美商品结构与加税商品结构 

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官方数据，2017 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金额为 5055 亿美元，其中占比最高的

两类商品为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两者出口金额为 2566 亿美元，占

比超过 50%。出口金额排名前 11 的商品，占中国出口美国的 80%以上。综合此前的三份征税清单1，被加征关税的商

品，基本上也是出口规模较大的商品（除了服装和玩具）。2019年8月14日美方公布的第四份加税清单（加征税率10%2），

即 3000 亿美元加税清单，包括 9 月 1 日开始实施和 12 月 15 日开始实施两部分。 

图 1：2017 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结构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1 340 亿美元、160 亿美元，加征关税 25%；2000 亿美元，加征关税从 10%提高至 25%。2019 年 8 月 24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文

称自 10 月 1 日起，2500 亿美元商品加征税率从 25%提高至 30%。 
2 2019 年 8 月 24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文称自 9 月 1 日起，按 10%税率加征关税的 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加征税率上调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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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四份加税清单的特征 

综合前三份加税清单来看，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成为“重灾区”，

这两类商品已征税金额占该类商品出口金额的比例分别为 44.5%和 50.6%。在全部 99 类商品中，高达 33 类商品的征

税比例超过 80%，也就是说全部出口商品名录中大约有 1/3 的商品几乎全部被加征关税。 

图 2：前三份加税清单中涉及商品种类和规模  图 3：2000 亿美元清单（出口金额大于 10 亿美元的商品） 

 

 

 

资料来源：USITC、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USITC、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 4：340 亿美元清单  图 5：160 亿美元清单 

 

 

 

资料来源：USITC、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USITC、浙商证券研究所 

第四份加税清单包括 9 月 1 日执行和 12 月 15 执行两部分。9 月 1 日执行的清单商品总价值约为 1100 亿美元，出

口金额占比前十（共计 85%）的商品如下表所示，主要为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核反应堆、锅炉、机械

器具及零件，服装鞋靴等。 

表 3：第四份清单（9.1 执行）中出口金额排名前十的商品 

HS2 名称 占 9.1 清单的比例 2018 年对美出口金额（千美元） 

85 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 20.7% 22,059,306 

84 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 13.9% 14,887,942 

61 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12.2% 13,011,006 

62 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11.8% 12,619,869 

64 鞋靴、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 6.9% 7,383,431 

63 其他纺织制成品;成套物品;旧衣着及旧纺织品;碎织物 5.4% 5,757,102 

39 塑料及其制品 4.8% 5,088,259 

95 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及其零附件 4.5% 4,774,268 

90 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 2.8% 3,035,152 

71 天然或养殖珍珠、贵金属及制品;仿首饰;硬币 2.3% 2,416,596 

资料来源：USITC、浙商证券研究所 

12 月 15 日执行的清单商品总价值约为 1600 亿美元，出口金额占比前十（共计 93%）的商品如下表所示，主要为

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玩具，鞋靴，塑料制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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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第四份清单（12.15 执行）中出口金额排名前十的商品 

HS2 名称 占 12.15 清单的比例 2018 年对美出口金额（千美元） 

85 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 39.5% 62,533,428 

84 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 26.8% 42,465,916 

95 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及其零附件 13.8% 21,895,317 

64 鞋靴、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 4.2% 6,693,909 

39 塑料及其制品 2.9% 4,530,992 

63 其他纺织制成品;成套物品;旧衣着及旧纺织品;碎织物 1.7% 2,644,354 

73 钢铁制品 1.3% 2,067,932 

61 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1.2% 1,885,167 

96 杂项制品 1.0% 1,568,164 

29 有机化学品 1.0% 1,512,563 

资料来源：USITC、浙商证券研究所 

从第四份加税清单的商品结构来看，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仍然

是加税的主要对象，而前三份清单中并未出现的服装、鞋靴、玩具等低附加值的终端消费品出现在了第四份清单中，

足见贸易摩擦再次升级，而美国消费者将承担部分税负，给美国通胀带来一定压力。 

2.2. 中国输美商品的附加值由哪些国家实现？ 

中国对美国的商品贸易顺差实际上并没有字面上那么大，因为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很大一部分是在国外实现的，实

质上是其他国家经由中国中转对美进行出口，但统计上都算作是中国对美国出口金额了。中国出口商品中，有部分商

品需要通过从其他国家进口原材料或零部件，在中国加工组装完成后，再出口至美国乃至全球。苹果公司的产品就是

最典型的例子，美国设计产品，韩国、日本和台湾等地生产手机零部件，中国进行组装，组装完成后出口至全球各地。 

OECD 贸易附加值数据库的数据3显示表明，2011 年中国出口至美国货物商品总额约为 3284 亿美元，其中在中国

实现附加价值的金额为 1900 亿美元，占比为 57.8%4。也就是说，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金额中，接近 60%的附加值是

在中国实现的，剩余约 40%实际上是其他国家经由中国对美国进行商品出口。 

中国出口美国商品中，其附加值来自区域的情况如下图所示：2011 年占比排名前五的国家（或地区）分别是日本、

美国、韩国、中国台北、德国；占比总和约为 20%。也就是说，中国主要从这些国家进口原材料或零部件，组装产品

再出口至美国。1995-2011 年中国对美出口商品来自美国附加值的占比逐年下降，由最高 6.3%下降至 4.1%，近 5 年预

计该比例在 3.5%-4%之间。 

以 2017 年 5000 亿美元出口商品为例，其中大约有 200 亿美元的附加值来自美国，而这些商品大多为机电、音像

设备类，如果美国对这些商品加征关税，由于此类商品的价格弹性较大（详细分析见后文），可能导致需求量下降，

这无疑将对美国本土甚至其他国家或地区提供原材料或零部件的企业造成伤害。 

图 6：1995-2011 年依靠中国自身实现附加值的商品占比  图 7：依靠其他国家实现附加值的情况（2011 年） 

 

 

 

 
3 数据仅更新至 2011 年。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75537# 
4 虽然数据有限，但是从中国制造业不断升级的趋势来看，可以预估 2012-2017 年中国出口商品的附加值越来越大，在中国实现的附加值比重也将

越来越高，或达到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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