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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导读 

 本专题对中美正式签署第一阶段协议进行点评。 

投资要点 

美国时间 1 月 15 日，经过中美两国经贸团队的共同努力，在平等和相互尊重

的基础上，中美双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正式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协议文本

包括序言、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金融服务、汇率和透明度、

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最终条款九个章节。 

阶段性协议的达成，影响深远。宣告了过去近两年关税互损、硝烟弥漫局面的

消退和改善，为后续谈判提供了基础。对恢复信心，稳定外贸和投资注入了能

量。同时，协议达成将以“倒逼”形势推进中国改革、制度完善和深化开放层

次。 

重点明确的内容有以下几点： 

1、关税退坡符合第一阶段谈判预期 

协议推动美方实现对华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折，包括暂停原定去年 12 月 15

日要加征的关税，并将去年 9 月 1 日生效的（规模约为 1100 亿美元）对华加

征关税税率从 15%降至 7.5%。（与去年的声明内容一致，此外仍有大约 2500

亿美元商品保留 25%关税，第二阶段谈判可能涉及进一步降低税率。） 

2、增加了扩大自美进口商品的细节 

协议提出，中方将扩大自美农产品、能源产品、工业制成品、服务产品进口，

未来两年的进口规模，要在 2017 年基数上增加不少于 2000 亿美元。 

在制成品方面，在 2017 年基数之上，中国 2020 日历年自美采购和进口规模不

少于 329 亿美元，2021 日历年自美采购和进口规模不少于 448 亿美元。 

在农产品方面，在 2017 年基数之上，中国 2020 日历年自美采购和进口规模不

少于 125 亿美元，2021 日历年自美采购和进口规模不少于 195 亿美元。 

在能源产品方面，在 2017 年基数之上，中国 2020 日历年自美采购和进口规模

不少于 185 亿美元，2021 日历年自美采购和进口规模不少于 339 亿美元。 

在服务方面，在 2017 年基数之上，中国 2020 日历年自美采购和进口规模不少

于 128 亿美元，2021 日历年自美采购和进口规模不少于 251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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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自美进口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规模较小，因此协议提及的扩大进口的

幅度也比较大。 

3、双方就汇率问题达成平等互利的共识 

此次签署的协议中，双方就汇率问题达成平等互利的共识，并明确了汇率问题

上两国都要平等对待，权利和义务要平等，双方都要尊重对方货币政策自主权

等重要原则。  

此次协议中双方均认可，汇率问题与汇率评估本质上是一个多边问题，任何一

方不能单独做判断。这将有助于妥善解决美方一些人乱贴“汇率操纵国”标签

等问题，减少中美在汇率问题上的争议和分歧，保持外汇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稳

定运行。 

4、双方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内容总体是平衡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中国经

济创新发展的需要 

中美双方就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进行了深入讨论，在商业秘密保护、与药品相关

的知识产权问题、专利有效期延长、地理标志、打击电子商务平台上存在的盗

版和假冒、打击盗版和假冒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打击商标恶意注册，以及加强

知识产权司法执行和程序等方面达成共识。  

双方同意，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双边合作力度，推动在该领域的务实合作。中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和美国专利商标局将讨论知识产权双年度合作工作计划，内容

包括联合项目，产业外联，信息和专家交流，通过会议和其他方式定期互动，

以及公众意识领域的合作。 

5、双方在技术转让方面权利义务对等，进一步完善在技术转让方面的制度，

完全符合中方改革开放方向 

在技术转让方面，中美双方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协议强调，双方企业可以自由

进入对方市场，并且进行公开、自由的运营；技术转让和技术许可按照市场原

则自愿进行，政府不支持、指导自然人或者企业开展扭曲竞争的，以获取技术

为目的的对外投资。 

6、金融服务开放对双方都是利好，相关承诺与近年来中国自主、有序推动的

金融业开放是一致的  

根据协议，中美双方将在银行、证券、保险、电子支付等领域提供公平、有效、

非歧视的市场准入待遇。 

中国不迟于 4 月 1 日取消寿险、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领域的外资股比限制，并

且允许美国独资保险公司进入上述领域。中国确认不对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美资

保险公司在华全资拥有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设置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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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时间 1 月 15 日，经过中美两国经贸团队的共同努力，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中美双方在美国首都华盛

顿正式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协议文本包括序言、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金融服务、汇率和透明度、

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最终条款九个章节。 

阶段性协议的达成，影响深远。宣告了过去近两年关税互损、硝烟弥漫局面的消退和改善，为后续谈判提供了基

础。对恢复信心，稳定外贸和投资注入了能量。同时，协议达成将以“倒逼”形势推进中国改革、制度完善和深化开

放层次。 

重点明确的内容有以下几点： 

1. 关税退坡符合第一阶段谈判预期 

协议推动美方实现对华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折，包括暂停原定去年 12 月 15 日要加征的关税，并将去年 9 月 1

日生效的（规模约为 1100 亿美元）对华加征关税税率从 15%降至 7.5%。（与去年的声明内容一致，此外仍有大约 2500

亿美元商品保留 25%关税，第二阶段谈判可能涉及进一步降低税率。） 

2. 增加了扩大自美进口商品的细节 

协议提出，中方将扩大自美农产品、能源产品、工业制成品、服务产品进口，未来两年的进口规模，要在 2017

年基数上增加不少于 2000 亿美元。 

表 1：中国拟扩大进口商品的历史进口金额（2017-2019.11） 

扩大进口商品名录 
2020-2021 合计增加

（十亿美元） 

2021年相比2017年增

加（十亿美元） 

2020 相比 2017 年增

加（十亿美元） 

截止 2019 年 11 月中国进

口金额（十亿美元） 

2018 年中国进口金

额（十亿美元） 

2017 年中国进口金

额（十亿美元） 

工业机械       11.6  14.2  12.9  

电器设备和机械       5.8  6.8  6.8  

医药产品       3.8  2.8  2.4  

飞机（订单和交付）       0.0  0.0  0.0  

汽车       7.0  6.8  10.3  

光学和医疗仪器       4.4  4.3  4.0  

铁和钢       0.4  0.8  1.3  

其他制成品       13.0  13.8  12.9  

制成品 77.7 44.8 32.9 45.9  49.5  50.7  

油籽       7.0  3.1  12.2  

肉       0.9  0.4  0.6  

谷物       0.3  0.7  1.4  

棉       0.6  0.9  1.0  

其他农产品       3.5  4.2  4.6  

海鲜       0.8  1.1  1.2  

农业 32 19.5 12.5 13.2  10.4  20.9  

液化天然气       0.1  0.5  0.4  

原油       2.9  5.4  4.4  

精制产品       0.4  1.7  2.3  

煤       0.1  0.3  0.4  

能源 52.4 33.9 18.5 3.4  7.9  7.5  

知识产权使用费             

商务旅行和旅游             

金融服务和保险             

其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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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进口商品名录 
2020-2021 合计增加

（十亿美元） 

2021年相比2017年增

加（十亿美元） 

2020 相比 2017 年增

加（十亿美元） 

截止 2019 年 11 月中国进

口金额（十亿美元） 

2018 年中国进口金

额（十亿美元） 

2017 年中国进口金

额（十亿美元） 

云端及相关服务             

服务 37.9 25.1 12.8       

总计 200 123.3 76.7       

数据来源：USITC、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浙商证券研究所 

在制成品方面，在 2017 年基数之上，中国 2020 日历年自美采购和进口规模不少于 329 亿美元，2021 日历年自美

采购和进口规模不少于 448 亿美元。 

在农产品方面，在 2017 年基数之上，中国 2020 日历年自美采购和进口规模不少于 125 亿美元，2021 日历年自美

采购和进口规模不少于 195 亿美元。 

在能源产品方面，在 2017 年基数之上，中国 2020 日历年自美采购和进口规模不少于 185 亿美元，2021 日历年自

美采购和进口规模不少于 339 亿美元。 

在服务方面，在 2017 年基数之上，中国 2020 日历年自美采购和进口规模不少于 128 亿美元，2021 日历年自美采

购和进口规模不少于 251 亿美元。 

中国目前自美进口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规模较小，因此协议提及的扩大进口的幅度也比较大。 

3. 双方就汇率问题达成平等互利的共识 

此次签署的协议中，双方就汇率问题达成平等互利的共识，并明确了汇率问题上两国都要平等对待，权利和义务

要平等，双方都要尊重对方货币政策自主权等重要原则。  

此次协议中双方均认可，汇率问题与汇率评估本质上是一个多边问题，任何一方不能单独做判断。这将有助于妥

善解决美方一些人乱贴“汇率操纵国”标签等问题，减少中美在汇率问题上的争议和分歧，保持外汇市场和金融市场

的稳定运行。 

4. 双方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内容总体是平衡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中国经济创新

发展的需要 

中美双方就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进行了深入讨论，在商业秘密保护、与药品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专利有效期延长、

地理标志、打击电子商务平台上存在的盗版和假冒、打击盗版和假冒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打击商标恶意注册，以及加

强知识产权司法执行和程序等方面达成共识。  

双方同意，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双边合作力度，推动在该领域的务实合作。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美国专利商标局

将讨论知识产权双年度合作工作计划，内容包括联合项目，产业外联，信息和专家交流，通过会议和其他方式定期互

动，以及公众意识领域的合作。 

5. 双方在技术转让方面权利义务对等，进一步完善在技术转让方面的制度，完全符

合中方改革开放方向 

在技术转让方面，中美双方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协议强调，双方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对方市场，并且进行公开、自

由的运营；技术转让和技术许可按照市场原则自愿进行，政府不支持、指导自然人或者企业开展扭曲竞争的，以获取

技术为目的的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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