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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增长潜力 
对中美就业和GDP产生的影响 
潜在的合作领域 
在全球公共产品供应方面的合作 
结语 

2 



研究框架 
本研究报告重点关注未来中美经济合作的潜力 
第一部分 
抓住机遇（引言） 
回顾过去——中美经济关系演变历程 
展望未来——中美两大经济体未来十年发展态势 
迈向更加深层次的互惠合作—如何通过更加密切的合
作来增进双方的的经济利益 

给两国政府的建议 
结论 

第二部分 
多名作者分别撰写19个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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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济增长 
本研究报告中，预计中国和美国经济在2012-2022年间
的年均增长率分别约为7.5％和3％。   

 2022年，美国GDP预计将达到21万亿美元（按2012年价
格计算），届时仍然高于中国GDP（预计为17万亿美元

）。 
 2022年，美国人均GDP预计达到63000美元（按2012年
价格计算），相当于届时中国人均GDP（预计为12000

美元）的5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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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国实际与预期的实际GDP，按
2012年美元计算 

0 

5 

10 

15 

20 

25 

19
78

19
80

19
82

19
84

19
86

19
88

19
90

19
92

19
94

19
96

19
98

20
00

20
02

20
04

20
06

20
08

20
10

20
12

20
14

20
16

20
18

20
20

20
22

万
亿

美
元
，
按

20
12
年
价
格
计
算

按2012年价格计算的中美两国实际与预期的实际GDP（万亿美元）

美国实际GDP

中国实际GDP



6 

中国两国实际与预期的实际人均GDP，
按2012年美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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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济的互补性 
当两个经济体差异最大时,即当它们的比较优势最低程
度重叠时,它们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可发挥最大的效
益。 

下图比较了美国和中国的要素比例。很显然，在工作年
龄人口人均有形资本、耕地和研发（R&D）资本方面，
美国一直领先中国。  

在人力资本方面，美国工作年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
比例接近40％，而中国却不到10％。 

美国在无形资本（比如人力资本和研发资本）方面的比
较优势，可能会持续至少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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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2年间中美两国要素比例的比
较 

中国 美国 

2010 2011 2012 2010 2011 2012 

工作年龄人口人均有形资本（按2011年价格计算，千
美元） 

14.27 16.09 18.02 113.41 112.32 111.43 

工作年龄人口人均耕地面积（公顷） 0.12 0.12 0.12 0.79 0.78 0.78 

工作年龄人口人均R&D资本存量（按2010年价格计
算，美元） 

382 449 15,731 16,058 

工作年龄人口每千人美国专利的授予数 0.003 0.003 0.004 0.522 0.523 0.580 



中美经济的互补性 
中美经济互补性还体现在两国储蓄率的巨大差异。美国
国民总储蓄率为12％左右,而中国国民储蓄率则接近50
％。中国储蓄和投资比重过高,而美国储蓄比重则过低
。 

中美应该就两国最终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所面临的机
遇和挑战，进行可行性研究，并开启初步讨论。 

美国和中国还应早日缔结双边投资协定，以促进两国之
间的双向投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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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增长潜力 
 2022年，美国和中国将可能成为彼此全球最大的贸易伙
伴。  

美国对华出口额预计将上升到5300亿美元，超过当前出
口额的3倍。 

 2022年，中国对美出口额预计将达到8050亿美元。 
尽管2007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增长率一

直高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率，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
差在2022年仍将处于2750亿美元的高位，但其占中国
GDP的比重将仅为1.5％。 

据预计，中国对世界其它地区的贸易仍将出现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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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和预期的中美双边商品和服务出口
额（按2012年价格预测） 

实际和预期的中美双边商品和服务出口额（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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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与预期的中美商品和服务出口额的
年均增长率（按2012年价格计算） 

实际与预期的中美商品和服务出口额的年均增长率

-14
-12
-10
-8
-6
-4
-2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20
00

20
01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20
09

20
10

20
11

20
12

20
13

20
14

20
15

20
16

20
17

20
18

20
19

20
20

20
21

20
22

百
分

比

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的增长率

美国对中国出口额的增长率



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增长潜力 
美国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对华直接投资，是最早对

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国家之一。美国的直接投资带来的
不仅仅是资金，同时也包括技术、进入海外市场的渠道
、专有能力、商业模式和管理方法。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最初投资规
模很小。目前，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年流量约在50亿美元

左右，而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年流量亦已经达到相同数量
级。由于很多中国企业有意在美国建立生产基地，因此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仍存在巨大增长潜力。 

 2011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存量为540亿美元（根据美
国统计）和700亿美元（根据中国统计），而中国在美
直接投资存量则不足100亿美元。 13 



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增长潜力 
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一直相当成功，每年产生利润近400
亿美元，同时为中国创造了180万个就业机会。 

中国的服务业相对还不成熟，而美国拥有世界最先进的
服务业。中国需要扩大其服务行业规模，从而为本国人
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美国服务行业的企业，可以通
过对华出口和直接投资,为自己创造商机,亦促进中国服
务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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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美就业和GDP产生的影响 
美国对华出口每增加10亿美元，预计会给美国带来8.6
亿美元的附加值，并在美国每年创造4800人的就业岗位
。 

 2022年，美国对华商品和服务出口（预计5300亿美元）
将会产生4560亿美元的附加值 （高于2010年的1008亿美
元），占届时美国GDP的2.2％，并在美国创造超过254
万个就业岗位（高于2010年73.28万个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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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美就业和GDP产生的影响 
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和服务每增加10亿美元，预计会产生

6.41亿美元的附加值（GDP）（相比2012年的5.73亿有
所增长），并为中国每年创造1.5万人就业岗位（低于
2012年的每年3.893万人）。 

 2022年，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预计将产生5160
亿美元的附加值，占中国GDP的3％，并每年创造1208
万人的就业岗位。 

这些极其显著的数字表明，两国经济存在高度的相互依
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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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合作领域 
本研究报告具体探讨了七个潜在的合作领域，包括商品
和服务贸易、投资、农业、旅游、科技、能源和全球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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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合作领域：贸易和投资 
鉴于中国经济和中产阶级在未来十年的预期增长，中国
可能会超过加拿大和墨西哥，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 

此外，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前景光明。通用汽车已成为
中国汽车市场的领导者；沃尔玛（Wal-Mart）是中国

最大的零售商；麦当劳和肯德基也已经是中国人家喻户
晓的品牌。上述企业和尚未在华进行直接投资的美国企
业在中国市场上具有非常巨大的潜力。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可为美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GDP，
尤其是绿地投资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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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合作领域：农业 
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是中国和中国人民关注的主要问题
。是否有足够的粮食来养活所有人？食品是否安全和卫
生？  

美国拥有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和食品安全体系。美国耕地
面积广袤，农业生产率高，意味着美国将有能力进一步
提高农业生产量和对华农产品出口，从而有助于中国保
证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通过这样的合作，两国都将大
受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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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合作领域：旅游 
 2012年，约有150万中国游客赴美国旅游。如果签证审
批流程进一步简化，这个数字预计在2022年将超过500
万人，如果能推行免签证政策，则会达到1,000万人。
据测算，每100万名中国游客每年会产生35亿美元的增
加值，并创造6.1352万个就业岗位。因此到2022年，中
国游客将可能为美国创造高达350亿美元的GDP和60万
个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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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合作领域：能源 
中国目前严重依赖煤炭作为能源来源（约70％），不仅

造成空气污染，同时会排放过量的温室气体。中国拥有
非常丰富的页岩油和页岩气储量。美国能源企业在中国
初始页岩油气行业的投资和技术合作，可以加快页岩气
的发展，帮助中国减少对煤炭的依赖。这不仅会使中美
两国受益，同时也会大幅度减少中国碳排放和降低全球
气候变化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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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公共产品供应方面的合作 
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中美两国可
开展合作，提高能源效率，确保能源安全和促进可再生
能源的研究。 

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美两国应共同
承担降低气候变化风险的责任，并且在即将举行的有关
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谈判中携手合作，力争达成一
个全球性的共识。 

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贸易国，中美两国还应带头重振
WTO多哈回合谈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系，这不仅会让两
国从中受益，而且会让整个世界经济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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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中美两国应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合作，不但可以为两国，
也可以为世界其它地区带来显著收益。 

此外，这也会加强两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性，从而提
高两国之间的互相信任程度，并加强两国之间的整体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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