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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2 月 18 日 至 19 日 二 十 国 集 团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法国峰会的迫近，

美国正急着想说服一些国家在人民币汇率

问题上对华施压。近日，美财长盖特纳将

出访巴西，据报道，人民币汇率将是双方会

谈的主要议题之一。国内专家认为，美国

拉拢巴西的原因是，中国和巴西共属发展

中国家，新兴市场互相有一定的竞争，所以

巴西可能成为美国的“同盟”。但这对中国

的影响并不大。

舆论认为，美国正在合纵连横，希望在

G20 峰会上发挥主导权，竭力将与会国家

的目光聚焦到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不过，

与其说美国是对人民币汇率感兴趣，不如

说是美国要夺回在 G20 的领导力。因为在

去年 G20 首尔峰会上，美国因量化宽松政

策成了众矢之的。

另据法新社 2 月 11 日消息，美国针对

中国提出了两项诉讼，一项是针对中国对

原产于美国的取向电工钢产品征收反倾销

税的行为。另外一项则针对中国对美国提

供的电子支付系统进行“歧视与限制”，从

而使中国本土的支付系统银联卡受益。这

两个案件从去年 9 月起就已经在运作，美

国方面在今年 2 月 11 日正式宣布将两项诉

讼交由 WTO 裁决。外媒普遍认为，美国

此举的意图仍是施压中国开放市场并解决

汇率问题。

美未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人民日报》此前报道，美国财政部 2

月 4 日向国会提交的最新《国际经济和汇

率政策报告》称，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都

没有操纵汇率，以获得不公平贸易优势。

中国不符合汇率操纵国的有关定义。

这份半年度报告原定于去年 10 月提

交国会，之所以推迟，与“中国因素”不无关

系。去年第四季度，美国国会一些对华强

硬派议员强烈要求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

汇率操纵国，以逼迫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

扭转中美贸易不平衡局面。一些议员甚至

谴责美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被低估问题态

度暧昧，对华过于软弱。但是，一旦美国政

府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必将遭遇中国

的强烈反抗，那么，中美贸易将受到重大影

响，这对于金融危机后复苏缓慢的美国经

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为此，美国政府

慎重再慎重、理性再理性，避开议论尖锐时

期，拖至现在才向国会提交报告。

国内分析家认为，美国没有把中国列

入汇率操纵国并不意味着在人民币汇率问

题上对中国施压减轻。美国政府可能会认

为没有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中国就必

须自觉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接下来，美

国政府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将会更加强

烈。现在已经有机构预测人民币汇率升值

步伐或于 2011 年加快，预计 2011 年人民币

对美元同比升值 5%。更有分析认为，如果

预测成真，那么，人民币汇率将在今后一年

半时间里升值 10%左右，这对于中国出口

乃至中国经济来说，都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民主党领袖莱

文日前表示，他将再次提出一份类似于在

2010 年众议院通过的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法

案，该法案目标仍是中国的汇率政策。他

表示，即使考虑到中国的高通胀率，人民币

仍低估了约 15%至 25%。根据该法案，作为

对汇率低估国家的报复，美国将可以对从

该国进口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据媒体

报道，该法案获得通过的几率很低，人民币

升值实际上也只能部分缓解中美贸易的逆

差问题。虽然美国财政部拒绝将中国列入

汇率操纵国名单，但是，围绕中美贸易的反

倾销、反补贴案却是越来越多，涉案金额也

越来越大。

据了解，2010 年 12 月 9 日，美国修订其

贸易便利政策，享受到美国贸易优惠政策的

国家共三类 164 个。中国作为美国第三大

出口市场，且具有更大的市场潜力，却被排

除在“164 个”之外。对此，中国商务部部长

陈德铭认为：“现在，中国已经是美国对全球

出口的第三大目的地，而且随着今年中国扩

大进口的计划，这个地位还会增加。但美国

对中国的贸易有歧视，中国希望美国能够改

变这样的政策，让中美贸易更加平衡。”

而美国再次将中国“告”到 WTO，引起

了外国媒体的广泛关注。美国《华盛顿邮

报》认为，美国此次向 WTO 提起诉讼的主

要目的仍是促使中国为外资企业提供更为

开放的市场，同时对中国所谓的“人民币汇

率操纵”问题进行施压。报道称，美国商务

部 数 据 显 示，美 国 对 中 国 的 贸 易 逆 差 在

2010 年达到了 2731 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

了 20.4%，而此次申诉刚好发生在该数据公

布之后。

美国《华尔街日报》则称，由于美国对华

贸易逆差在过去的几年中不断攀升，奥巴马

政府正遭受空前压力，正受到美国民众关于

“政府能否保障美国核心利益”的质疑。同

时，美国贸易官员还将每年创造千亿美元贸

易的中国银联卡与美国利益扯上关系，认为

必须借此机会施压中国，使之打开市场，让

中国消费者接受外国企业的服务。

中国巨额订单“增信释疑”

中国的大门开得还不够吗？1 月 18 日

至 21 日，在 68 个小时内，中国国家主席胡

锦涛访问了美国华盛顿、芝加哥两地，出

席了近 20 场活动，并给美国带来了约 450

亿美元的经贸大单。美国总统奥巴马都

不得不承认说：“ 订单让 23.5 万美国人保

住了饭碗。”

胡锦涛在接受《华尔街日报》和《华盛

顿邮报》联合书面采访时，尽管仍然承认中

国的人民币在实现国际化之前需要一个

“较长的历史过程”，但他并不掩饰人民币

国际化的决心。尽管最初，美国会对人民

币国际化冷眼旁观，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

乐见其他货币承担国际货币的责任和义

务，以使美元政策获得更大的灵活性，但随

着人民币国际化形成一定规模，美国出于

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需要，势必通过各种

手段抑制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上升。对美国

而言，除了军事优势地位之外，第二重要的

就是美元的优势地位。

虽然并没有公开批评以美元为中心

的 不 公 平 国 际 货 币 体 系，胡 锦 涛 却 强 调

说：“ 美国货币政策会对全球流动性和资

本流动产生重要影响，应该保持美元流动

性的合理稳定。”这是中国政府公开要求

美国在货币政策上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

呼声，也是对美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委

婉而含蓄的批评。

数百亿美元的订单合同，数十万个就

业机会，胡锦涛访美所达成的经贸成果，无

疑给一度风云变幻的中美关系开启了暖

春。一直在抱怨“中国人抢走美国饭碗”的

美国人民，相信已经看到了两国经贸合作

的“正效应”，巨额订单起到了“增信释疑”

的作用。

尽管如此，虽然美国在此次报告中没

有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在措辞上比

上份报告（“低估”）严厉许多（所谓“严重低

估”）。显然，这是白宫在安抚国会内的那

些强硬派。尽管如此，美国国会内的许多

议员还在不依不饶。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

查尔斯·舒默就一口咬定中国操纵汇率显

而易见。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马克

斯·鲍卡斯则批评奥巴马总统放任中国。

可以预料，一些国会议员还会继续在美国

国会就人民币汇率问题杯葛白宫。

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币汇率成为中美

两国的博弈死结，其实是美国人的心结所

致。奥巴马政府任内已经发表了 4 份汇率

政策报告，在每次报告中，美国财政部均

称没有发现中国政府操纵货币。这意味

着白宫其实很清楚，人民币汇率不是困扰

中美两国的“问题”，纯粹是美国国会挑起

的——即咬定美国经济不振和高失业率的

原因在于人民币汇率被低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FM）首席经济学

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不久前在谈到中美

两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分歧时，认为

两国间没有根本的冲突，而是在时机的选

择上出发点不同，所以做法不同。“美国出

于自身的利益迫切要求人民币升值，从而

增加出口；而中国鉴于自身经济的巨大规

模以及经济转型的稳妥，希望按照自己的

步伐让人民币逐渐升值。”他说。

人民币汇率成美国外交利器

2 月 10 日，中国外交部举行了例行记

者会，发言人马朝旭在回答有关巴西、印度

指责中国汇率政策方面的问题时表示，实

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中国的既定政

策，这一机制符合中国长远和根本的利益，

中国会继续按自主原则推进人民币汇率形

成机制改革。大量事实已经表明，人民币

汇率并不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

因，人民币升值也不会解决中美贸易不平

衡问题。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中

国政府也从来没有通过所谓的汇率操纵从

国际贸易中获利。

中国加入 WTO 以来的 10 年里，中美

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金融和货

币问题取代常规的贸易摩擦，成为两国经

济纷争的焦点，其中，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

两国经济纠纷的核心症结。自 2003 年 9 月

时任美国商务部部长埃文斯在访华时首次

向中方提出人民币升值的要求以来，在长

达 7 年多的时间里，中美货币争端时起时

伏。与贸易摩擦的功能性和局部性截然相

反，金融和货币问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直接影响两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乃

至整个全球经济秩序的塑造。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美国国际经济

研究所所长、“G2”概念的提出者伯格斯滕

强硬表示，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被低估了

大概 15%至 20%，而人民币对美元被低估了

大概 25%至 30%，因此，人民币对美元要有

大幅升值。这是一种在美国颇有市场的看

法。尽管在目前通胀压力高企的背景下，

人民币的适度升值符合中国整体国家利

益，而且中国方面也确实正在这样做，但是

综合多种因素考虑，伯格斯滕提出的仍然

是一个中国在短期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中美之间在人民币汇率上的争吵与分

歧，或将继续进入下一个 10 年。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基于美国白宫和

国会相互制衡的国情，白宫无论出于内政

选举的需要还是对华外交博弈的诉求，人

民币汇率将成为最有效的外交利器，期冀

以此获得外交利益和安抚国内政客和民

众。乍看起来，奥巴马政府的人民币汇率

游戏玩得似乎已炉火纯青：外交层面，人

民币在稳健升值，得到了中国方面的汇改

承诺，又获取了中方的贸易大单，迟来的

“ 报告”又让中国松了一口气；内政层面，

彰显了对华外交成果，舒缓了因朝鲜半岛

局势和美国“ 重返”亚洲而恶化的中美关

系。另外，美国经济复苏的最大软肋——

失 业 率 在 2011 年 1 月 下 降 了 0.4% ，达 到

9%，达到了 2009 年 4 月以来最低水平，在奥

巴马第一任期中后期，这至少为他积累了

一点争取连任的资本。

编者按：1 美元兑人民币 6.5849 元！这是 2011 年 2 月 10 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虽然这样的“惊世”汇率再创

汇改以来新高，但当新高成为“常态”，从“破 8”到“破 7”，从伪命题到真枪实弹时，人民币被全球“关注”已是家常便饭。无论外界如何热

议畅想人民币，中国官方的态度始终如一。外交部发言人近日称，中国将继续推行汇率改革。

也是在 2 月 10 日这一天，奥巴马政府决定，再次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两项针对中国的诉讼。外媒普遍认为，美国此举的意

图仍是施压中国开放市场并解决汇率问题，并称中美在兔年又迎来了新一轮贸易摩擦。

从 2009 年到 2011 年，连续 3 年，美国总

统奥巴马的一份非正式与两份正式国情咨

文毫无例外地提到中国，而且提到中国的

次 数 也 逐 年 翻 倍，2009 年 1 次，2010 年 两

次，2011 年已有 4 次。从 2009 年提到中国

时的轻描淡写，到 2010 年高呼“ 不接受美

国退居老二”，再到 2011 年承认美国地位

下滑的现实，3 份国情咨文折射了奥巴马

心态的微妙变化。

2009 年 2 月 24 日，上任之初的奥巴马

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了国情咨文，不过

由于他刚刚上任不久，这次演讲被定义为非

正式的国情咨文。他在当晚唯一一次提到

中国时说：“掌握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国家将

在 21 世纪处于领先地位。然而，正是中国

在努力发展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高效能源经

济……现在是美国再次领先的时候了。”

2010 年 1 月 27 日发表第一次正式国情

咨文时，奥巴马提及中国的次数增加到两

次，并且大声疾呼：“我不接受美国沦为第

二名。”

到了今年 1 月 25 日晚，奥巴马在最新

国情咨文中再次提及中国，而且次数翻番

为 4 次。

纵观 3 年的演讲，奥巴马的口气发生了

非常明显的转变，前两次，奥巴马明显将中

国视为美国发展的对手，特别是“不当老二”

的宣言颇有向中国下战书的意味。而到了

今年的国情咨文，奥巴马的心态转为承认中

国在某些领域的领先地位，颇有以中国为榜

样、向中国学习的意味。与前两次国情咨文

相比，这一次，奥巴马特别提及了最近与中

国签署的协议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就业机

会，其用意非常明显，即与中国合作对美国

有好处，这或许正是其 3 次国情咨文对华态

度转变的原因之一。

人民币汇率成中美经贸博弈“死结”

奥巴马的“中国情结”背景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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