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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高洪艳

定调中美经贸定调中美经贸20152015
商贸联委会过滤商贸联委会过滤““杂音杂音”

临近年底，热络了一年的中美关系迎来了收官之作——美国时间 12

月 16 日至 18 日，第 25 届中美商贸联委会在芝加哥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

理汪洋与美国商务部部长普里茨克、贸易代表弗罗曼共同主持会议。

始于 1983 年的中美商贸联委会号称中美贸易摩擦的“灭火器”，是中

美最早建立的高级别经贸磋商机制之一。今年的联委会上，中方将与美

方一起落实两国元首 11 月北京会晤期间达成的共识，中美未来一年的双

边经济关系，也将就此定调。

按照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 16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介绍，中美双

方将就各自关注的重要经贸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探讨扩大互利合作的途

径。中方希望美方在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政策、公平对待中国

企业赴美投资、市场经济地位、农产品检验检疫、中国人员赴美签证、中

美运输类飞机双边适航拓展及其他一些与贸易投资相关的问题采取

切实措施，并取得积极进展。

布瑞克农业咨询公司创始人、总裁、首席咨询顾问，国际食品安

全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孙彤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期待双方在促进两国企业家交流上有所突破，建立常态化交

流机制，同时，简化贸易投资审批程序，互派服务机构，多创造

沟通交流的机会，加强在农业和食品安全领域的合作。

孙彤认为，美国最需要改善的是商务交流中的签证管理制度，如今

去美国商务考察还不是很方便。

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苗迎春则分析指出，此次会议将进

一步落实中美两国首脑达成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

美新型大国关系原则，就增进双边贸易、加快投资协定谈判、拓展合作空

间、提升合作层次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对话与沟通，解决摩擦与分歧，从而

更好地推动双边经贸合作与发展。

他认为，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度是不久前中美两国首脑达成的

重要共识，也是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落到实处的重要举措。在此次联委

会上，中美双方将继续把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作为双边经贸关系的最重要

事项加以磋商和协调，推动尽早谈成一个高水平、双向平衡的双边投资

协定，为 2015 年启动负面清单谈判扫清障碍。

除此之外，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化，中美贸易额屡创新高，虽

然中美贸易结构仍然体现出互补性特征，但是机电产品同为中美双边进

出口的最主要产品，说明两国间的产业内竞争开始形成。苗迎春认为，

如何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各自产业的竞争力，加强中美制造业的创新合

作会是此次中美商贸联委会讨论和交流的重要内容。

不过，针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美国国内一直存有非议。据悉，美中经

济与安全审议联合副主席威廉姆·瑞茨曾赶在中美商贸联委会之前吹风

说，中国为争取出口优势，再次降低人民币汇价，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

赤字可能再创新的纪录。华盛顿保守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11 日发布

的报告则称，2001 年到 2013 年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赤字扩大使美

国丧失了 320 万个工作岗位，将就业岗位流失的“脏水”泼向中国。

对于这些“ 不靠谱”言论，沈丹阳在 16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进行了

驳斥——中方无意也没有必要采取操纵汇率来争取对外贸易的优势

和贸易顺差。

沈丹阳表示，近十年来，中方一直在积极扩大对美国的进口，中国是

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现在有关贸易不平衡问题，双方相互指责没

有意义，重要的是多做一些促进中美贸易平衡的事。他说：“美方应务实

推动贸易平衡工作。比如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限制了美国最具国际

竞争优势产品的对华出口，使得美国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在中国同类产

品进口中的占比不断下降。根据统计，这一比重从 2001 年的 18.3%已经

降到 2013 年的 8.6%，这显然不利于发挥美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平衡中美

贸易。因此，美方能否真正采取一些措施，减少对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

制？此外，美方能否学学中方的做法，多鼓励一些美国企业到中国来开

展贸易促进活动？”

截至记者发稿时，中美商贸联委会并未结束和发布公告，但是记者

从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处获悉，谈判的进展和结果都比较乐观，丝毫没

有受到会议开始前美国国内的“杂音”干扰。

中小外贸企业调查实录中小外贸企业调查实录：：

跨越重洋望美国跨越重洋望美国 谁帮我打开那扇窗
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中国和美国双边贸易总额为 5210

亿美元，同比增长 7.5%，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 3684.3 亿美元，同比增长

4.7%；自美国进口 1525.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8%。

2014 年前 11 个月，中国对美国进出口总值已达到 5025 亿美元，同比增

长 6.4%。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 3594.5 亿美元，同比增长 7.3%，自美国进口

1430.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

在 这 样 宏 观 而 抽 象 的 数 据 面 前，有 多 少 是 中 小 贸 易 商 甚 至 是 外 贸

SOHO 一族做的贡献，我们不得而知。

在国家政府层面的中美商贸联委会召开之际，《中国贸易报》联合环球

易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对国内数家小微外贸企业进行了调查，在所有反馈

了信息的企业或者外贸人士眼中，美国市场是充满机会的，但机会似乎是遥

不可及的。虽然其中一些企业已经和美国建立了联系并在尝试开展业务，

但是，对于大多数小微企业来说，带着他们的产品服务迈出国门、跨越重洋、

走进美国，却还要历尽艰难曲折。正如环球易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董振国所说的那样：“美国市场就好像圣诞节时装饰华丽的商场橱窗，我们

这些孩子从外向里望去，满是艳羡的眼神，但是在没有经济实力和准确目标

的情况下，却不敢轻易推门进去。我们需要自己的实力，也需要有人引导指

路，带我们在橱窗里找到心仪的礼物。”

探索

这个“礼物”，确实太难找了。

据商务部公布的《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 2014》显示，2013 年，中国对美

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便携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无绳电话机及其部

件、鞋靴、硬盘驱动器、微型机的处理部件和服装等。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

品主要是大豆、飞机等航空器、集成电路、铜废碎料、处理器及控制器、未梳

棉花、存储器等。

在这些或大宗或资源技术密集型的贸易产品面前，中国的小微外贸企

业能够“染指”的还多是一些基础产品或低端设备。“要想进出口能源矿产、

飞机坦克、机械设备也不现实，中小企业多数还是做跟衣食住用行相关产品

的贸易。即使这样，也已经深入到各行各业方方面面了。”董振国的环球易

贸电子商务公司专注于服务外贸 SOHO 和中小外贸企业，上万家客户资源

都是国内外的中小企业。“建材卫浴、产品包装、服装鞋帽、电子配件、食品玩

具……这是很多做外贸的人容易上手起家的产品。”

但是，想把这些产品适销对路地卖到美国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一家外贸企业的主管告诉记者，他们正在通过网络平台销售电子烟

等电子消费产品，非常想和美国做生意，希望找到美国的中小型消费电子网

站或者实体店批发商。

有一家做纸袋包装的企业跟记者反映，他们通过很多途径找到一家美国

需求方，虽然需求量不大，但是也仍要磨合和详细接洽，目前还在业务洽谈中。

常州新区金利宝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已经有了会持续返单的美国老客

户，但是仍有开拓新公司的需求。“有一家新客户，我们付出人力物力跟踪了

2 年了，12 月份还派人来工厂实地考察，但还在犹豫中，没答应和我们签合

同，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碰壁

问题并不仅仅在于难以找到客户。

桐乡市申昊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外贸经理告诉记者，有美国公司采购过

真皮手套和室内拖鞋，合作还算顺利，就是价格被压得很低。

北京麦格天宝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测绘设备和解决方案，从

2003 年起蝉联美国 Trimble 公司全球最大的分销商，尽管这样，也遇到了港

口清关速度太慢，影响交货期的问题。

上海缤果印刷有限公司主营印刷包装和酒店用品，已经建立了美国客

户专员团队。公司外贸经理 Daisy 反映说，他们已与美国客户有 3 年的业务

往来，合作还算顺利，有的客户订单比较稳定，有的客户偶尔下订单。“中国

工厂的制造工艺达不到美国的标准，不过，我会通过查阅中外资料，来了解

解决技术难题的关键。”她说。

瑞安市维信卫浴配套有限公司的外贸业务员就没有这么好运了。“产品质

量和认证方面的门槛把我们挡在门外，目前暂时没有和美国客人合作过。”

而已经向美国出口建材的青岛东方依斯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也反映，

美国对建材以及其他产品的技术性要求高，相关认证麻烦，而且费用高昂，

为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设立了比较高的门槛，增加了企业开发美国市场的成

本，让小微企业望而却步。

“我曾经与 100 多家美国中小贸易商有过直接联系，从中感觉到，我们同

美国做生意最大的问题还是信任和文化差异，所以，对方对我们供应商的资

质审查是非常严格的。”董振国表示，“同样的，我们对美国企业或贸易商的

不信任也导致丧失了很多合作机遇。我曾经帮美国的一些生产生活用品的

企业在中国做宣传，寻找中国的代理商、经销商，国内有很多感兴趣的企业，

但真正建立合作的却比较少，这其中有中国市场的原因，也有美国企业文化

的原因。”

希望

尽管仍有隔阂，但跨过浩瀚的太平洋，美国所展示给中国中小外贸企业

的，始终是一个美丽的橱窗。

常州新区金利宝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我觉得美国市

场蛮好的，所以有好产品、有优势的产品尽管输出。但是，即使是做代工，我

们也得多向美国学习创新和设计。”

上海缤果印刷有限公司的 Daisy 也有同感：“我最希望与美国企业开展

家居产品方面的合作，美国在家居设计方面有优势，很多不错的家居产品虽

然是在中国生产，却在国内买不到。如果出口到美国后，又进口回来，无疑

多了税收和运费，提高了产品单价，对中国消费者来说很不利。有些适合中

国的家居产品，难道不能在美国和中国同步发行吗？”

Daisy 说：“我觉得美国市场一直是一个充满活力、鼓励创新的市场，人

们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高，同时，政府的财税制度也支持创新企业及项目，

这样无疑会不断促进美国市场保持活力。另外，美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法

律制度健全，充分保障了创新者的权利，保护了他们的创新成果，不伤害创

新者的创新热情。”

除此之外，Daisy 觉得美国在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保健品、婴幼儿产品上

做得不错，希望中国可以降低关税，多进口一些美国的保健品及婴幼儿产

品，同时也可减少美中贸易逆差。

青岛东方依斯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则希望与更多美国企业合作，在为

美国市场提供更加丰富和优质的建材产品的同时，还能成为美国企业在中

国的采购代理商，帮助美国企业买到合适的产品。

坚持

“ 带着这些美好的愿望，这些外贸企业才一直忙碌在开拓美国市场

的道路上，练习英语口语、打电话、发邮件、询盘、报价，不断地奔波于全

国各地甚至花重金去海外参加展会和贸易交流活动，以此获得更多市场

信息。”董振国告诉记者，“ 虽然在他们眼中，中国和美国之间在能源、金

融、生物医药、创意科技等‘ 高大上’的领域更有合作前景，更能创造‘ 外

贸奇迹’，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自己所擅长的初级产品或服务领域继

续努力。他们同样期待着能得到商协会团体的服务与关注、同样需要得

到国家政策的倾斜与支持。”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不管是否已经与美国有过业务联系，也不管合

作是否顺利，这些中小外贸企业都对美国市场充满了向往。而在向往的同

时，他们也在期待能多得到一些帮助、一些信息——

“政府能提供免费辅导吗，各种投资美国的辅导，最好是一条龙服务。”

“这次美中商贸联委会，我希望双方能够深入沟通彼此企业的常见诉求，

使以后中美双方的合作更为顺利。至于实际的帮助，中美是否可以共建一个

网络平台，可以让中美双方的企业实时地看到彼此的需求，促成更多的合作。”

“新闻中看到很多国外的贸易大臣带着中小企业访华寻找商机，我们什

么时候可以在国家或政府的组织下去国外探探路子学习学习？”

“希望能建立一个中美创业企业的沟通渠道，能和美国服务类创业企业

有沟通。”

目前来看，这样的呼声还有很多。

编者按：太平洋两岸有着两个伟大的民族，太平

洋足够宽，足够容纳下中美两国。今天的中美经济关

系，不仅仅是每年 5200 亿美元的贸易量，不仅仅是中

美双方超过 1000 亿美元的双边直接投资，也不仅仅

是 中 国 持 有 的 超 过 10000 亿 美 元 的 美 国 国 债。

2015 年，中 美 经 贸 往 来 能 否 理 性 地 滤 掉“ 杂

音”，两国企业能否有更顺畅直接的交流方

式？随着两国人民利益的交融，经过两

国政府间多年的谈判磨合，中美企业

期盼两国之间存在的摩擦与分歧

逐渐得到解决，中美经贸关系尽

早打开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