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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政要点：中美贸易摩擦对亚洲企业的影响主要包括美国对华提

高关税给企业业绩带来的直接影响以及由于贸易摩擦引起的需求减退

和经济滑而给企业带来的间接影响。瑞穗综合研究所的调查结果显示，

为了避免美国对华关税制裁的影响，把中国的生产基地转移到第三方

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等）的企业数量在增加；同时，尽管

加征关税对日本公司产品的影响有限（6.5％），但中国企业效益的恶

化会给日本公司的业务带来更大程度的影响（19.5％）。 

 

一、中美贸易谈判现状及日本经济界的态度 

自 2018 年 3月中美贸易摩擦开始以来，双方先后启动了四轮关税

战，制裁不断加码。根据最新进展，中美双方于 2019 年 12 月 13日达

成临时贸易协议，将暂停实施原定于 2019 年 12 月 15日开始的新关税

制裁，这是中美贸易谈判达成的“第一阶段协议”中的内容，今后的

焦点将转移到 2020年 1 月以后对“第一阶段协议”的正式签署上。 



日本经济界是怎么看待这些动向的呢？大部分的意见是对双方暂

缓加征关税持欢迎态度，并希望中美停止不断升级的制裁和报复。但

是，这次达成的协议不过是贸易战向前迈进的一小步，只是一个阶段

性协议，中美达成全面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日本企业希望中

美继续进行诚挚的磋商，解决中国产业政策的结构性问题，撤回两国

征收的所有高关税等。中美鉴于各自原因为求尽快达成协议分别在部

分内容上做出了妥协，笔者对这一点略感遗憾，但此次协议是美国自

2018 年 7 月以来施行高关税政策的首次放缓，从这一角度来讲意义重

大。 

二、中美贸易摩擦对世界经济及企业的影响 

加征关税会导致中美双边贸易减少，倘若中美长期对立，对企业

商业情绪和金融市场的影响会十分令人担忧。比如商业情绪的恶化会

导致企业遏制设备投资，进而影响世界经济的增长，导致全球经济减

速。据瑞穗综合研究所的估算，假设中美双边贸易全体加征 25％关税，

则世界经济增长率将下降约 0.7％。具体来看，美国下降约 0.8％、中

国下降约 1.9％、日本下降约 0.3％。 

从稍微长远的眼光来看，为避免美国对华关税制裁的影响，企业

有可能把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到亚洲其他国家。越南、马来西亚、泰



国等东盟国家由于出口商品种类与中国类似，可能会相对受益。当然，

美国保护主义的矛头也会随时指向这些东南亚国家。事实上，美国在

在财政部 2019 年 5月公布的汇率政策报告中把越南、马来西亚、新加

坡列入了“汇率政策监测名单”。 

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对华提

高关税给各个企业的业绩带来的直接影响，二是由于贸易摩擦引起的

需求减退和经济下滑而给企业带来的间接影响。2019 年 5 月，美国对

华关税“第 4 弹”发表后，瑞穗银行对东亚地区 884 家客户实施的调

查显示：“减收或减益”的客户占 14%，给他们带来的主要影响是销售

量减少、成本恶化。另外，对于在中国的日本公司而言，直接的负面

影响比预想的要有限得多，因为大部分产品都销往中国国内或美国以

外的日本和亚洲国家。另一项瑞穗综合研究所对 1072 家企业的调查结

果显示：尽管加征关税对日本公司产品的影响有限（6.5％），但作为

贸易伙伴的中国企业效益恶化会给公司业务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19.5％）。许多企业担忧贸易摩擦的持续会使中国经济减速幅度扩大，

并担心摩擦会扩散并波及到周边国家。调查还表明：包括中美贸易摩

擦的影响在内，作为应对生产成本上升的对策，把中国的生产基地转

移到第三方国家的企业从 2017 年的 14.7%增加到了 2018 年的 16.8%，



迁移的备选目的地主要是越南和泰国。 

三、日美贸易摩擦的教训 

日美贸易摩擦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从纤维、钢铁到电视、汽车、

半导体，伴随对象行业的变换而愈演愈烈。当时日本政府和企业采取

的对策基本上是扩大美国本土生产、自主限制出口和开放国内市场。 

扩大美国本土生产为美国创造了就业机会，但仍无法平息美国企

业对日本的不满和抨击。同时，美国实施的保护主义政策也打击了部

分日本产业的竞争力，比如美国依据“301 条款”加征关税是导致日本

半导体行业衰落的起因。 

日美贸易谈判也并非一帆风顺，美国声称为了“推进自由贸易”

而采取必要的保护主义措施，但“自由贸易”的理念并不具备普遍性，

而是倾向于美国按自己的意图去诠释。“日美一揽子经济合作协议”

其实是美国要求日本市场的外国产品要达到一定份额的既定结果式的

谈判，也是无视美国本土企业竞争力低、自救努力不充分的本位主义

作法。美国的作法也反映出其不理解贸易和经常收支不均衡源于宏观

性的储蓄与投资的平衡关系，并非通过贸易政策就能完全纠正。货币

(汇率)是美国贸易谈判的王牌，克林顿政府采取鲜明措施诱导日元升

值。1994 年 2 月，日美首脑会谈决裂，日本拒绝通过开放市场进行量



的调整，结果经历了被迫通过货币(汇率)进行价格调整的痛苦过程。

这些日美摩擦的经验教训是前车之鉴，可以为中美贸易谈判起到有益

的参考作用。 

四、结语 

当前，中美贸易协定和日美贸易协定的状况举世瞩目。日方所关

心的话题主要集中在通过多方协商（RCEP、CPTPP、FTA）开展互惠互

利往来方面。而日本企业最为关注的则是日中关系未来的走向，并期

待日中在环境、医疗、赴日游等领域开展合作等。许多日本企业也表

示：虽然公司可能会出现再投资、生产地转移等战略调整，但对中国

市场的关注依旧保持不变；希望中美之间 2020 年尽早签订第一阶段协

议，继续开展第二阶段的首脑间对话；期待习主席 2020年春天作为国

宾访日，推动日中两国投资、贸易、文化以及青少年之间的交流，推

动世界经济版图的稳定和世界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日本企业家认为，

全球经济前景不容乐观，希望在 2020年解决中美之间残留的所有关税

问题，并消除企业和家庭的担忧，同时希望通过对话来探求共存共荣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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