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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美贸易：过去五年，有何变化？ 

贸易摩擦再度出现。5 月 14 日，美国政府宣布对我国 180 亿美元商品加征额外关

税，涉及电动汽车、锂电池、半导体、医疗用品等商品。此次变化是在 2018 年中美贸

易摩擦基础上的延续。那么，在关税影响下，过去 5 年，中美贸易有何变化？ 

此前关税清单商品份额已下降。自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美国针对我国进口

商品共计发布 4 批次加征关税清单，前 3 批次商品均被加征关税 25%（分别为 2018

年 6 月公布的 340 亿美元商品清单、2018 年 8 月公布的 160 亿美元商品清单以及

2018 年 9 月公布的 2000 亿美元商品清单），第 4 批次商品被加征关税 7.5%（2019 年

9 月公布的 3000 亿美元商品清单，只执行了其中的一部分）。 

从美国自我国进口商品金额来看，2017 年进口商品中有 67%的商品被列入关税清

单。其中，46.5%的进口商品被加征 25%的关税，20.1%的进口商品被加征 7.5%的关

税。截至 2023 年，美国自我国进口商品中被加征关税的商品份额已经降至 55%左右。 

图1 关税清单分布（%） 

0

20

40

60

80

100

120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340亿美元 160亿美元 2000亿美元 3000亿美元 未被加征关税

 

资料来源：美国贸易办公室，美国贸易普查局，海通证券研究所测算 

被加征关税商品主要集中在机电类商品。以 2017 年进口额测算，我国被美国加征

关税的商品有近 50.0%集中在机电和音像设备及零件。其中，电机、电气设备等占比

为 25.5%，核反应堆、机械器具等比重为 20.4%。 

这也是美国自我国进口的重点商品。以 2017 年进口额测算，美国从我国进口的商

品中超过 50.0%集中在机电、音像设备及零件领域。其中，电机、电气设备等比重为

29.1%，核反应堆、机械器具等比重为 21.7%。此外，家具、车辆、服装、塑料制品、

钢铁制品以及光学医疗设备等也是进口和被加征关税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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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被加征关税商品主要集中在机电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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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进一步来看，基于 HS6 位编码测算，被加征关税商品中数据交换机占比最高

（6.8%），其次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零件等（4.5%），而静止式变流器（1.4%）、闪速

存储器（1.3%）、巨大中型机处理部件（1.3%）、彩色电视接收机（1.2%）、装软垫的

木框架坐具（1.1%）、非办公用金属家具（1.0%）等也是重点。 

图3 被加征关税商品详细分布（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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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自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美贸易直接依赖度有所下降：美国对我国进口依

赖度已降至 2005 年的水平。自 2000 年以来，美国对我国进口依赖度不断攀升，从之

前的 5.0%附近一路攀升至 22.0%附近（2017-2018），我国持续多年是美国第一大进口

来源国。自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这一趋势开始逆转，美国自我国进口份额开始

持续下降（2020-2021 年受新冠冲击略有回升）。截至 2024 年 2 月，这一份额已下降

至 13.8%，为 2005 年附近水平。 

但美国需求仍然较强。尽管美国自我国进口不断减少，但美国经济需求仍然相对

稳健。截至 2024 年 2 月，相比贸易摩擦起点（2018 年 6 月），美国自我国进口减少了

约 20.0%，而自世界其他地方进口则增加了约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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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美国对我国进口依赖度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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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5 美国对其他地区进口明显上升（20180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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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美国从哪些经济体的进口增加了？截至 2023 年，美国自我国进口份额下滑了约

7.7 个百分点（相比 2017 年）。而美国自墨西哥、越南、加拿大、韩国以及印度等地进

口明显增加。例如，美国自墨西哥进口份额增加约 2.0 个百分点，自越南进口份额增加

1.7 个百分点，自加拿大、韩国以及印度等地进口份额也分别增加 0.9 个百分点、0.7

个百分点以及 0.6 个百分点。 

截至 2023 年，美国自墨西哥进口份额提升至 15.4%，超越我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进

口来源国。（2006 年以来首次被超越） 

图6 美国进口来源对象份额变化（2023 年-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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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被加征关税商品：“替代效应”更为明显。分类别来看，截至 2023 年，美国整体

的进口中，对加征关税类的商品进口增加了 29.5%，对非关税清单商品进口增加了

41.7%，整体略高于关税清单商品。 

进一步来看，对于加征关税清单内的商品，美国自我国进口减少了 30.5%，自其

他地区进口则增加了 42.5%；对于非关税清单商品，美国自我国进口仍增长 14.6%

（2020-2022 年期间大幅上行，2023 年回落），自其他地区进口则增加了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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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美国进口关税清单商品变化（201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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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8 美国进口非关税清单商品变化（201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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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第 3 批次加征关税商品受到的冲击较大。截至 2023 年，美国对我国进口依赖度下

降了 7.7 个百分点，约 90.0%集中在被加征关税的商品，尤其是第 3 批次商品。截至

2023 年，对于第 3 批次商品，美国自我国进口减少了 41.1%，美国自我国进口份额下

降了 4.5 个百分点；第 4 批次商品进口也减少了 17.5%，美国自我国进口份额下降了

1.6 个百分点。而未加征关税商品在 2020-2022 年期间，美国自我国进口份额还是提升

的，不过在 2023 年下滑了约 0.9 个百分点。 

图9 美国自我国进口份额下降的分布（对比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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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0 美国自我国进口分类变化（ 2017=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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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2. 细分商品：贸易流如何迁移？ 

接下来，我们从具体商品角度，深入剖析中美贸易链条的变化。我们首先来分析

下我国被加征 25%关税的重点商品，考察贸易流的变化。 

就半导体产品而言，美国对我国的直接依赖度已经明显下降，泰国、越南等替代

了我国较多的份额。不过，我国半导体产品出口依然强劲，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产品

出口国，主要流向亚洲和欧洲地区，例如，韩国、越南、荷兰以及印度等。尤其是美

国依赖较高的韩国和越南等，实际上非常依赖我国的生产。 

具体来看，截至 3 月，相比贸易摩擦起点，美国自我国进口半导体产品减少了

52.3%，而自其他地区进口增加了 48.4%。2018 年 6 月，美国半导体产品主要进口来

源国为马来西亚（29.9%）、中国（11.7%）以及日本（9.9%）。 

美国自泰国和越南等进口的半导体产品明显增加。截至 3 月，相比贸易摩擦起

点，美国自我国进口份额下降了 7.6 个百分点，马来西亚下降了 10.8 个百分点；泰国

则提升了 5.7 个百分点，越南也提升了 5.2 个百分点。当前主要进口来源国已经变化为

马来西亚（19.1%）、越南（9.8%）和泰国（8.4%），美国自我国进口份额已经不足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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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美国自我国进口半导体产品减少约 6 成（20180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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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2 美国对泰国和越南半导体产品的依赖度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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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但是，我国半导体产品的整体出口并没有降下来，反而仍然提升。从我国出口来

看，截至 2023 年，半导体产品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比重并未下降，反而自 18 年以来

稳步提升至 6.0%。从全球出口来看，我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出口经济体，我国

半导体产品在全球的出口份额从 2017 年的 27.3%提升至 35.5%，远超第二（马来西

亚，15.7%）和第三（美国，13.0%）。 

当前我国半导体产品主要出口到亚洲地区。截至 2023 年，除中国香港外，我国内

地半导体出口到其他亚洲地区和韩国的比重都接近 10%，越南、荷兰、印度、马来西

亚都在 4%-6%之间。 

相比 2017 年，2023 年我国向荷兰出口半导体产品份额提升最多（4.4 个百分

点），其次是越南（1.4 个百分点）、巴西（1.3 个百分点）以及西班牙（1.1 个百分

点）。对新加坡减少 3.5 个百分点、日本减少 2.2 个百分点、韩国减少 1.8 个百分点以

及美国减少约 1.0 个百分点。我国出口到美国的份额已经不足 2.0%，最新的关税升级

影响或相对有限。 

图13 半导体产品出口占我国总出口比重上升（%） 

3.5

4.5

5.5

6.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4 我国半导体产品出口占全球份额超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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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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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我国半导体产品主要出口到亚洲地区（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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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6 向荷兰等出口半导体产品增加明显（202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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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进一步来看，荷兰最近几年大幅增加我国进口、减少自马来西亚和德国的进口。

相比 2017 年，2023 年荷兰自我国进口半导体产品份额提升 18 个百分点至 21.0%，我

国成为其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之前是第九）。截至 2022 年，韩国对我国半导体产品的

进口依赖度也近 3 成左右（排名第一），越南对我国半导体产品的进口依赖度为 18.8%

（仅次于韩国的 33.2%，排名第二）。 

图17 荷兰对我国半导体进口依赖度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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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8 韩国对我国半导体进口依赖度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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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就汽车零部件而言，美国对我国的直接依赖度下降了，但我国依然是美国主要进

口来源之一。墨西哥和东南亚部分经济体在逐步替代中国下降的份额，尤其是墨西

哥。不过，我国汽车零部件出口在全球地位稳步提升，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零部

件出口国。尤其是美国最为依赖的墨西哥实际上非常依赖中国的生产。此外，中国也

在逐步增加对中东地区的出口。 

具体来看，截至 3 月，相比贸易摩擦起点，美国自我国进口汽车零部件减少

4.6%，而自其他地区进口则增加了 35.9%。2018 年 6 月，美国汽车零部件主要进口来

源国是墨西哥（34.0%）、中国（15.3%）、加拿大（13.6%）和日本（12.3%）。 

美国自墨西哥进口的汽车零部件大幅提升。截至 3 月，相比贸易摩擦起点，美国

自我国进口份额下降 4.1 个百分点，日本下降 4.1 个百分点；墨西哥则提升 5.8 个百分

点，其他如韩国、印度、泰国、越南等也有所增加。不过，当前我国依然是美国主要

依赖之一，当前美国主要进口来源国是墨西哥（39.8%）、加拿大（13.3%）和中国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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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美国自其他地区进口汽车零部件明显增加（20180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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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0 美国对墨西哥汽车零部件的进口依赖度再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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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但是我国的汽车零部件的出口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提升。汽车零部件出口占

我国总出口的比重自 2020 年开始回升，当前较 2018 年提升 0.2 个百分点。从全球出

口来看，我国出口占全球份额明显提升，从 2017 年的 9.4%提升至 2023 年的 13.9%，

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零部件出口国，仅次于德国（17.3%）。 

贸易方向有何变化？我国汽车零部件主要出口到美国。截至 2023 年，我国汽车零

部件出口到美国的比重为 20.1%，远高于其他经济体；出口到日本、墨西哥、德国、

韩国以及俄罗斯等也较多，但均不足 10.0%。 

相比 2017 年，我国向墨西哥、伊朗和阿联酋出口汽车零部件份额提升较多，均超

过 2 个百分点；墨西哥超过德国，成为我国第三大出口对象。对美国出口份额大幅减

少 12.1 个百分点至 20.1%（仍是第一），日本减少 1.7 个百分点至 7.7%（仍是第二）。 

图21 汽车零部件出口占我国总出口比重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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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2 我国汽车零部件出口占全球份额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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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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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我国汽车零部件仍主要出口到美国（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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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4 我国向墨西哥与中东出口汽车零部件增加（202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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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
西

哥

伊
朗

阿
联

酋

俄
罗

斯

吉
尔

吉
斯
斯

坦

马
来

西
亚

韩
国

土
耳
其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波
兰

印
尼

比
利

时

斯
洛

伐
克

捷
克

新
加

坡

德
国

加
拿

大

中
国
香
港

日
本

美
国

 

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进一步来看，墨西哥最近几年明显增加我国进口，减少对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进

口。相比 2017 年，2023 年墨西哥自我国进口汽车零部件份额提升 4.9 个百分点至

12.9%，我国稳居墨西哥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仅次于美国（53.1%，第一）。墨西哥自

美国、日本和韩国进口份额分别减少 4.3 个百分点、2.0 个百分点和 1.6 个百分点。 

截至 2022 年，我国也是阿联酋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仅次于日本的 34.5%），进口

份额从 2017 年的 6.1%提升至 2022 年的 12.2%。 

图25 墨西哥对我国汽车零部件进口依赖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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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6 阿联酋对我国汽车零部件进口依赖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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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就电动载人汽车而言，美国对我国的直接依赖度非常低，主要依赖日本、韩国、

加拿大以及德国等地区。我国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在全球地位也提升明显，成为全球第

二大出口国。此外，我国电动载人汽车出口主要布局在欧洲，对美出口份额非常低。 

具体来看，截至 3 月，相比贸易摩擦起点，美国自我国进口电动载人汽车增加

552.0%，而自其他地区进口增加了 554.7%，反映美国需求很大。不过，美国对我国

依赖度很低，自我国进口份额仅 1.0%。日本常年是美国最主要的电动载人汽车来源

国；其次，美国对墨西哥、韩国、加拿大和德国等进口依赖也较高。 

美国自韩德进口明显提升。截至 3 月，相比贸易摩擦起点，美国自日本进口份额

下降 20.2 个百分点至 27.3%（仍是第一），自墨西哥进口份额下降 7.4 个百分点至

9.5%（由第二下滑至第五）。自韩国进口份额提升 9.9 个百分点至 21.3%（升至第

二），德国提升 4.4 个百分点至 11.7%（升至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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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美国对电动载人汽车需求很大（20180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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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8 美国对日韩加德电动载人汽车的依赖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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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我国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在持续提升。从我国出口来看，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占我国

总出口的比重从 0.01%提升至 1.2%；从全球出口来看，我国出口占全球份额明显提

升，从 2017 年的 0.9%提升至 2023 年的 15.0%。我国出口占全球份额超过日本、美

国以及多个欧洲经济体，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国，仅次于德国

（27.1%）。日本和美国的出口份额下滑最多，分别为 23.7 个百分点和 8.4 个百分点。 

贸易有何变化？我国电动载人汽车主要出口到欧洲。截至 2023 年，我国电动载人

汽车出口到比利时和英国的比重都超过 10.0%；其次，西班牙、澳大利亚、泰国等也

较多，比重均超 6.0%。 

相比 2017 年，我国向英国出口电动载人汽车份额提升最多（12.1 个百分点），英

国超过美日韩以及欧洲多个经济体，成为我国第二大出口对象，仅次于比利时（第三

上升至第一）。对美国出口份额大幅减少 23.4 个百分点；孟加拉国减少 20.2 个百分

点。我国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到美国的份额仅 1.1%，最新关税升级的影响或相对有限。 

图29 我国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占全球份额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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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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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我国电动载人汽车主要出口到欧洲（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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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31 我国向欧洲地区出口电动载人汽车明显增加（202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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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进一步来看，英国近期大幅增加自我国进口、减少对日韩与欧洲的进口。相比

2017 年，英国自我国进口电动载人汽车份额提升 19.1 个百分点至 19.2%，我国超过日

韩以及欧美多个经济体，成为其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仅次于德国（25.2%，第一）。实

际上英国自德国进口份额也提升了 10.1 个百分点，自日本进口份额则减少 22.6 个百分

点至 8.1%（第一降至第三），荷兰减少 16.7 个百分点（第二下降至 19 名）。 

西班牙也是如此，我国超过日韩、英德等欧洲多个经济体，成为其电动载人汽车

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依赖度从 0%附近提升至 24.3%）。而西班牙自日本、土耳其、英

国、法国以及韩国等进口则大幅下降。 

图32 英国对我国电动载人汽车进口依赖度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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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33 西班牙对我国电动载人汽车进口依赖度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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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 Comtrade，海通证券研究所 
 

就家具产品而言，美国对我国直接依赖度下降幅度较大，但依赖度仍在高位。越

南和墨西哥等替代较多我国的份额，尤其是越南。不过，越南和墨西哥实际上也非常

依赖中国的家具产品生产。我国在家具产品领域的出口地位依然稳健，仍是全球最大

的出口国。我国对美出口份额依然偏高，但已经在逐步增加对东南亚等地区的布局。 

具体来看，家具产品：墨西哥和越南替代较多。截至 3 月，相比贸易摩擦起点，

美国自我国进口家具产品减少 42.3%，而自其他地区进口则增加了 49.2%。美国对我

国依赖度也大幅下降。2018 年 6 月，美国主要自我国进口，份额为 52.0%（在 19 年 6

月之前均在 50%以上），第二的墨西哥仅 16.0%。 

美国自越南进口明显提升。截至 3 月，相比贸易摩擦起点，美国自我国进口份额

减少 22.5 个百分点至 29.6%（仍是第一）；自墨西哥进口份额增加 2.9 个百分点至

18.9%（保持第二），越南大幅增加 10.2 个百分点至 18.1%（保持第三）。此外，美国

自柬埔寨、加拿大、印尼以及泰国等进口份额均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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