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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中美经贸协议下双边农产品贸易演化与前景∗

钟 　 钰

摘　 要：２０２０ 年 １ 月，中美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最重要

的内容是增加了中国对美国商品的采购规模，特别是对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做了比较细致的规定。 《协议》实施

后，中国大幅增加了美国农产品进口规模，但由于多种原因未达到预期设定目标，这既有疫情影响，又有对未来目

标乐观高估所致，这也决定了第二阶段谈判会异常艰难。 面对当前复杂的中美贸易环境，我国既要注意贸易统计

口径的细节，又要化被动为主动，坚定不移地推进农产品进口多元化策略，稳定供应链，在双循环格局下实现农产

品进口安全。
关键词：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农产品；进口安全

中图分类号：Ｆ７５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０２１－０８

　 　 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随着美

国对华关系定位转向合作与竞争并存，甚至一定条

件下竞争大于合作，贸易限制与反制将成为中美之

间贸易政策的常态。 美国曾是我国农产品第一大进

口来源国，但在近年来的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大豆

等农产品成为我国对美实施贸易反制的首批商品，
限制进口对反制美国贸易霸凌主义发挥了重要作

用。 但是，在肯定反制措施积极成效的同时，如果从

全球贸易格局和长远发展看，贸易摩擦没有赢家，最
终双方还是要寻求和解。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中美两国签

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

济贸易协议》（即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整个《协议》包括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
品和农产品贸易等内容，最重要的是中国增加对美

国商品的采购，特别是对中国进口美国商品额做了

比较细致的规定。 例如，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中国要在

２０１７ 年的基数上新增 ２０００ 亿美元进口额，其中农

产品 ３２０ 亿美元。 《协议》实施两年来，其是如何影

响我国农产品进口格局的？ 下一步我国进口美国农

产品面临什么样的形势？ 我们是否完成了《协议》
设定的农产品进口目标？ 特别是该《协议》结束后，
我们在下一阶段谈判中要注意什么？ 今后我们又该

如何优化农产品贸易政策与制定进口策略？ 这些问

题都值得关注。①

一、签署《协议》的现实需求

签署《协议》标志着持续两年的中美贸易摩擦

暂时告一段落，表面上看美国似乎以较少的妥协换

取了中国更多的承诺，但实际上这是由中美两国现

实需求共同催化而成的，是基于当时形势下中美双

方的共同诉求。
（一）中美贸易逆差渐进拉大

特朗普执政后，始终将缩小贸易逆差作为“美
国优先”的重要目标。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７ 年

美国贸易逆差创 ９ 年来新高，达 ５６６０ 亿美元，其中

对华贸易逆差占 ６６％，为 ３７５２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８％。 ２０１８ 年美国以中美巨额贸易逆差为由挑起中

美贸易摩擦。但 ２０１８ 年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继续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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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８９１３ 亿美元，其中对中国贸易逆差高达 ４１９２ 亿

美元， 较上年扩大 ４３６ 亿美元，增长 １１．６２％。 根据

美国的统计数据，特朗普政府认为巨额贸易逆差代

表中美贸易关系严重失衡，美国处于极为不利的劣

势地位，这直接导致了中美贸易之争。 但实际上，美
国贸易数据与中国以及联合国等第三方组织的贸易

统计数据存在较大差异。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

据，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美出口 ４２９７ 亿美元，进口 １５３９
亿美元，贸易顺差为 ２７５８ 亿美元，这一数据与美国

商务部数据相差 ９９４ 亿美元。 按照这一标准，美国

对华贸易逆差数据高估了 ３６％。 联合国商品贸易

统计数据库（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７ 年中

美贸易逆差为 ２７５８ 亿美元，采纳了中国提供的数据

源，进一步佐证了美国商务部数据存在统计高估的

情况。 这表明中美贸易数据差异较大主要源于双方

统计口径不同。
排除统计口径、统计方式的影响，从历史发展进

程看，根据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的数据，２０１０ 年美国对华贸

易逆差为 １８１０ 亿美元，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以 ６．２１％的年

均增长率逐渐拉大至 ２７５８ 亿美元。 这体现出中美

贸易逆差增加属于渐进过程，是双边经济发展和供

需结构变动共同推动的结果。 因此可以说，美国与

中国货物贸易逆差是双边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

结构、产业分工、统计标准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
并不能意味着美国处于劣势贸易地位，而是全球化

时代下中美双方互利合作、共赢发展的产物。
（二）零和博弈再遇挑战

美国持有贸易逆差是劣势、“吃亏”的观点背后

是典型的重商主义、零和博弈思维。 在经济高度全

球化的背景下，中美产业经济早已相互交织、“连骨

带筋”、高度融合，你输我赢、你多我少的思维并不

适用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而是一种逆全球化、
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体现。 中美之间经贸结构互

补，双边贸易是建立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市场经济

等价交换基础上基于互利共赢原则展开的，是一种

正和博弈。 然而特朗普政府打着贸易保护牌挑起中

美贸易摩擦，意在打压中国市场、遏制中国崛起。 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起到 ２０１９ 年年底，美国先后多次对中

国产品加征关税。 面对美国一系列的贸易打压手

段，中国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 如图 １ 所示，
我国先后分批次对自美进口的大豆等农产品加征

５％、１０％、２５％不等的关税。

图 １　 中国反制美国部分产品加征关税情况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其给两国带来的

不利影响愈发明显。 对于美国来说，其加征的高额

关税转嫁至国内，直接损害了消费者利益，给美国消

费者、国内就业带来了不利影响。②另一方面，中美

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同样不利，其中农业是受影响

较大的产业之一。 就大豆来说，我国大豆对外依存

度高且进口来源相对集中，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我国累计

进口大豆的 ４０％来自美国，４２％来自巴西，两国累计

进口量旗鼓相当。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对美大豆加征关税

后，我国大豆进口更偏向依赖巴西，２０１８ 年美国大

豆所占进口份额仅为 １９％，同比减少了 １５ 个百分

点，巴西大豆进口份额为 ７５％，同比增加了 ２２ 个百

分点。 愈发集中的进口格局既不利于稳定进口大豆

供应，同时供需格局向卖方市场倾斜，带来价格风

险。 相关数据显示，中国第一次宣布对美大豆加征

２５％关税后，巴西大豆价格立刻开始上涨，巴西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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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货价格比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ＣＢＯＴ）５ 月大

豆期货合约价高出 ２ 美元 ／蒲式耳左右。③

此外，美国还限制涉农高科技成果转让，从美国

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产品领域看，农机装备、工业

机器人、信息技术等均属于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技术元素与载体。 ２０１８ 年工信部

对全国 ３０ 多家大型企业 １３０ 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

调研结果显示，中国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

处理器 ９５％的高端专用芯片，７０％以上的智能终端

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④中美贸

易摩擦极有可能使我国农业领域互联网、人工智能

等高新技术和先进农机装备的可获得性降低，阻碍

我国农业智能化与机械化、基因农业、数字农业等的

发展势头。
由此可见，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国来说皆不利，中

国有购买美国产品的现实需要，美国也有依赖中国

的现实要求，双方都承受不起持续贸易摩擦的后果，
也就无法实现所谓的零和局面。

（三）合作共赢可能成主基调

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两国经贸关

系稳定不仅关切自身利益，更关乎全球经济发展大

局。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各项重

点领域改革进入攻坚期，面临着经济下行、需求收缩

等多重压力，而中美贸易摩擦又进一步影响了投资、
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运转，国内经济不可避免受到

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２０１８ 年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１０．３％，对比 ２０１７ 年增长

２１％的情况，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放缓；２０１９ 年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３．３％，工业生产、
产品销售节奏进一步放缓。⑤２０２０ 年签署《协议》，
一方面为我国经济发展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

境，贸易形势向好转变，有利于提振产业投资信心，
稳定国内经济预期、释放增长潜力；另一方面为推动

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领域改革、规范市场行为、营造

公平竞争环境提供了条件，与我国一贯坚持的深化

改革、开放竞争的前进方向一致，是我国经济结构转

型升级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对美国来说，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美国农场主群

体利益受损，他们同样有着尽早结束贸易摩擦、达成

经贸协议的诉求。 此外，美国经济进入下行周期，也
需要通过稳定中美关系提振国内投资、增加贸易活

动以拉动经济增长。 ２０２０ 年《协议》签署后，中美经

贸增速快速回升，根据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的数据，２０２０ 年

中国对美出口 ４５２６ 亿美元，同比上升８．１２％，美国

对华出口 １３６０ 亿美元，同比上升１０．３５％。 对世界

来说，中美大国的经贸行为、国际关系、国内政策具

有极强的外部效应和溢出效应，《协议》的签署增强

了世界市场的确定性，对改善世界经济预期、增强市

场信心、促进经贸增长、稳定世界经济发展具有积极

意义。

二、《协议》中关于农业的核心内容

《协议》以较大篇幅阐述了农业方面的内容，既
有对总体进口贸易目标的设定，也有对重点农产品

品种进口方面的具体要求，还包括对农产品进口政

策方面的措施。 我们按照总体目标、具体品种、进口

政策的逻辑顺序，对《协议》中的农业贸易内容进行

剖析。
（一）总体目标：增量进口 ３２０ 亿美元

总体目标是指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中国从美国进口

农产品的总额度，这是落实《协议》最重要的内容之

一，因为先前美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借口就是逆差越

来越大，核心主旨是逐步缩小两国之间的贸易失衡。
《协议》内容显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中国要在 ２０１７ 年

基数之上，扩大自美采购和进口的农产品规模不少

于 ３２０ 亿美元，其中 ２０２０ 年 １２５ 亿美元，２０２１ 年

１９５ 亿美元。
因为对农产品统计口径有差异，以及运输成本、

保险费用、税费等影响，所以双方基期的中国农产品

进口额也不同。 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７ 年

中国从美国进口农产品 ２４１．２ 亿美元；而美国农业

部下辖的外国农业服务局 （ ＦＡＳ） 的数据显示⑥，
２０１７ 年美国向中国出口农产品 １９５ 亿美元，这是制

定《协议》目标的重要依据，即希望到 ２０２１ 年对中

国出口农产品数量实现翻倍。 如按照中国统计基期

值，２０２０ 年中国需从美国进口 ３６６ 亿美元农产品、
２０２１ 年需从美国进口 ４３６ 亿美元农产品；如按照美

国统计基期值，２０２０ 年中国要从美国进口 ３２０ 亿美

元农产品、２０２１ 年要从美国进口 ３９０ 亿美元的农产

品。 所以，如果中国 ２０２０ 年从美国进口 ３２０—３６６
亿美元农产品，２０２１ 年从美国进口 ３９０—４３６ 亿美

元农产品，就可以说完成了《协议》预定目标。
从美国农产品总出口看，２０２０ 年美国农产品出

口 １４５７ 亿美元，如按《协议》目标计算，２０２０ 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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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占其总出口额的 ２１％。 特别

是增量变化值得注意，２０２０ 年美国向世界出口农产

品总额同比上年增加 ９０ 亿美元，但中国进口将比上

年增加至少 １８０ 亿美元，这一方面会考验美国农产

品的快速供给能力，另一方面会挤压美国对其他国

家或地区的出口。 不过，《协议》预定目标实施起来

难度较大，２０１９ 年中国从美国进口 １４１．１ 亿美元农

产品，按照低方案 ２０２０ 年中国要从美国进口 ３２０ 亿

美元，也要比 ２０１９ 年增加 １．３ 倍。 从表 １ 可以看

出，《协议》预定目标没有完成。
表 １　 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实绩与目标（单位：亿美元）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实际进口
２４１．２（中国统计）
１９５（美国统计）

１４１．１（中国统计）
１３８．６（美国统计）

２３７（中国统计）
２６４．３（美国统计）

３８９．７（中国统计）
—（美国统计）

目标进口 — — ３２０—３６６ ３９０—４３６

　 　 （二）重点品种：乳品、肉类、酒糟

《协议》对乳品、肉类、大米和饲料产品等都有

具体阐述。 这些产品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美国极

具比较优势与出口潜力的产品，比如肉类和乳品。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美国猪肉、牛肉、禽肉等产品合计出

口额每年都在 １８０ 亿美元左右，乳品也接近 ６０ 亿美

元。 美国猪肉出口量一直居世界首位，常年出口量

在 ２５０ 万吨以上，约占全球出口总量的 ３０％；脱脂奶

粉出口量居世界首位，常年出口量在 ８０ 万吨以上，
占世界出口总量的比重超过 １ ／ ３。 ２０１８ 年以来，由
于我国暴发非洲猪瘟，同时国内对乳品需求巨大，所
以从美国增加进口肉类产品具有合理性。 ２０２０ 年

我国进口猪肉及制品 ２１５ 万吨，同比增长 ２２３．８％。
另一类是美国准备向中国市场力推的农产品，比如

大米、干酒槽。 因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美国干玉米酒糟产

品进口数量呈大幅增长态势，２０１６ 年中国酒业协会

代表国内干玉米酒糟产业正式提交了反倾销反补贴

调查申请，请求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干玉米酒糟进

行“双反”调查。 根据商务部公告 ２０１６ 年第 ７９ 号、
８０ 号裁定结果，自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２ 日起，对原产于美

国的进口干玉米酒糟征收反倾销税（５０％左右）、反
补贴税（１１．２％以上）⑦，实施期限 ５ 年。 ２０１７ 年后

我国玉米干酒糟及其可溶物（ＤＤＧＳ）进口量骤降，
２０１８ 年的进口量为 １４． ８ 万吨，远低于 ２０１５ 年的

６８２ 万吨，这主要是“双反”调查裁定的影响，所以美

国希望借助《协议》打开局面，提出中国“不以现场

核查”等要求。 对于大米而言，全球稻谷生产主要

集中在亚洲地区，出口更是集中在泰国、印度和越南

等少数国家。 近年来美国大米出口势头较猛，排到

世界第五位，２０２０ 年向世界出口 ２９０ 万吨大米，但
前 １０ 大目标市场没有中国，考虑到中国每年进口三

四百万吨的大米，而我国大米进口市场集中在印度、

越南、巴基斯坦、缅甸、泰国，美国迫切想扩大其市场

份额。
（三）进口政策：关税配额、国内支持、农业生物

技术

除了对总体目标、具体产品有关注，《协议》对

关税配额、国内支持、农业生物技术等进口政策也做

了相应要求。
在关税配额方面，《协议》内容显示，“中国每年

小麦、大米和玉米的总体关税配额应于当年 １ 月 １
日前分配至最终用户”，这表明美国希望通过我国

关税配额政策的变化，进一步突破其玉米、小麦的出

口。 中国按照《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暂行办法》和

每年粮食进口关税配额申请和分配细则，在前一年

的 ９—１０ 月份发布下年度粮食进口关税配额申请和

分配细则，１１ 月份对粮食进口关税配额申请企业信

息进行公示，并在当年 ８ 月份对当年未使用的粮食

配额进行再分配，对申请企业不区分所有制性质，获
得配额的企业均可自行组织进口或委托有贸易权的

企业进口。
在国内支持方面，《协议》规定美国依然享有针

对中国的权利。 早在 ２０１６ 年，美国就中国对农业的

国内支持力度超过中国加入 ＷＴＯ 时的农业补贴承

诺发起了诉讼，为此我国对粮食支持政策进行了较

大改革，实施限量收购政策，但未来依然要提防美国

以国内支持计划和政策、法律、法规与其他措施是否

“官方公报栏公布”为由，再次在 ＷＴＯ 提起诉讼，以
减少我国在对外贸易中不必要的压力和麻烦。

在农业生物技术方面，美国看好中国未来巨大

的转基因市场，《协议》要求“每年至少召开 ２ 次国

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会议，并视申请数量，
根据需要尽可能增加会议召开频次”，《协议》还要

求，“中国应全年不间断受理农业生物技术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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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申请”，条款背后清晰可见美国政府急于向中

国出口转基因产品的意图。 ２０２０ 年，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央提出把生物安全纳入国

家安全体系”。 将生物安全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不仅可以在中美农产品贸易中进退有据，还能在未

来全球生物技术竞争中占据主动权。

三、中美农产品贸易变化的表象与实质

对比《协议》实施前后，可观测进口农产品的总

体变化与结构变化。 在进口贸易总体增加的同时，
个别农产品贸易依然没有恢复到之前的水平。

（一）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农产品贸易情况

２０１７ 年，中国自美国进口农产品 ２４１．２ 亿美元，
其中大豆 １３９ 亿美元，占比超半，其他金额比较大的

农产品分别是畜产品、谷物和水产品，分别是 ２９．２
亿、１５．１ 亿和 １５．１ 亿美元。 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
２０１８ 年我国从美进口农产品贸易额急剧下降至 １６２
亿美元，其中大豆贸易额下降 ４９．３５％。 猪肉进口贸

易额腰斩，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 日起我国对美国进口猪肉

及制品加征 ２５％关税，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６ 日起继续对猪

肉制品加征 ２５％关税，尽管我国猪肉市场受非洲猪

瘟影响供给紧张，但自美国进口猪肉数量仍然下降，
２０１８ 年猪肉进口贸易额比 ２０１７ 年减少 １．５８ 亿美

元，降幅超过 ５５％。 ２０１９ 年自美国进口农产品贸易

额进一步下降，只有 １４１．２ 亿美元，比 ２０１７ 年减少

近 １００ 亿美元。 在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贸易摩擦白热化

阶段，加征关税使美国农产品丧失价格优势，其他国

家农产品挤压美国市场份额向中国出口，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美国小麦、玉米、大豆占中国进口市场份额

相比 ２０１７ 年下降 １６—２９ 个百分点不等，２０１９ 年自

美国进口大豆贸易额降至 ６６．８ 亿美元。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６ 日起中国对美国乳品加征 ２５％关税，２０１８ 年乳

品贸易额比 ２０１７ 年下降 ０．６９ 亿美元；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
日起又对部分乳品加征 ２５％或 ５％关税，２０１９ 年乳

品贸易额进一步减少了 １．４０ 亿美元，降至 ２．８９ 亿

美元。
中美贸易摩擦损害了双方利益，美国原来向中

国出口的大宗粮食产品和优势产品均受到影响，买
方和卖方都不得不寻找新的市场，提高了双方的交

易成本和交易门槛，损害的是双方生产者和消费者

利益。 而且，中美贸易摩擦并没有实现美国利益，美

国以贸易逆差过大为借口针对中国实施一系列贸易

限制措施后，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依然不降反增，现
实结果与美国的利益诉求相背离。

（二）２０２０ 年农产品贸易情况

随着《协议》签订，中美贸易摩擦按下暂停键，
中国自美进口回升，２０２０ 年基本恢复到 ２０１７ 年水

平，只比 ２０１７ 年少 ３．７４ 亿美元。 相比 ２０１７ 年，恢
复较好的有猪肉和玉米，猪肉贸易额增加 １３．５ 亿美

元，增幅 ４６９．７２％；玉米贸易额增加 ８ 亿美元，增幅

５００％。 自美国进口猪肉和玉米的贸易额远超贸易

摩擦之前，一方面是因为取消了惩罚性关税，另一方

面是因为国内市场对蛋白类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
猪肉消费量增加，玉米作为重要饲料作物，其需求量

也随之激增。 大豆、乳品贸易恢复较缓，相比 ２０１７
年，大豆贸易额减少 ３２．９１ 亿美元，降幅 ２３．６１％；乳
品贸易额减少 ０．６７ 亿美元，降幅 １３．３５％。 贸易比

重越大的产品受到的影响越大，一旦受到冲击，市场

份额被替代，贸易关系恢复更困难。 作为美国出口

优势产品的乳品，在中国市场遇冷后转向其他市场，
需要时间增加产能再次占领中国市场，所以大豆和

乳品的贸易恢复程度有限。
关税手段对经贸关系的不利影响是长期的，中

美贸易摩擦的遗留影响不仅是贸易摩擦前 ２０１７ 年

和结束后 ２０２０ 年的贸易额差值，还有受时间影响的

贸易额惯性增长量，所以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负面

影响远超 ２０２０ 年与 ２０１７ 年的进口差值。 中美贸易

摩擦增加了中美市场风险，一些风险规避型投资者

和经营者将转向其他领域，资金流出不利于双方经

济发展。 整体来看，一场贸易摩擦使得中国自美进

口贸易倒退 ４ 年，挫伤了投资者信心，也损害了生产

者和消费者利益。
（三）２０２１ 年农产品贸易情况

《协议》的签署和实施使中美经贸关系得到一

定程度的恢复，２０２１ 年中国自美进口农产品贸易总

额达 ３８９．７ 亿美元，是 ２０１７ 年贸易额的 １．６２ 倍。 与

２０１７ 年相比，进口额增幅较大的有玉米和大豆，玉
米进口增加 ５４ 亿美元，进口额是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４． ８
倍；大豆进口增加 ２９．７ 亿美元，进口额是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２ 倍。 主要原因在于近两年国内市场对蛋白类产

品的需求高涨，饲用玉米、大豆需求量增加，价格也

水涨船高，贸易量和单价双涨促进贸易额大幅增加。
另外，乳品进口增加 ０．９７ 亿美元，进口额是 ２０１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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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１．２ 倍；小麦进口增加 ４． ７０ 亿美元，进口额是

２０１７ 年的 ２．２ 倍；猪肉进口增加 ６．４９ 亿美元，进口

额是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３ 倍，但相比 ２０２０ 年减少 ４２．９２％。
主要是因为国内生猪产能恢复，自给能力增加，进口

需求减少。 总的来说，对美进口贸易额增加，一方面

是因为国内消费需求旺盛而国内供给不足，需要扩

大进口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是基于 《协

议》，我国顺势而为主动增加自美进口。
２０２１ 年我国自美农产品进口贸易额达到 ３８９．７

亿美元，基本实现了到 ２０２１ 年美国对中国出口农产

品翻倍的目标。 但我国自美进口贸易是否可持续增

加，充满不确定性。 大豆是我国从美国进口最多的

农产品之一，其进口额曾一度占据农产品贸易总额

的 ５７％，但是贸易摩擦之后美国大豆在我国市场的

份额从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４．４％降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９．２％，巴
西、阿根廷强势占领了其余份额。 虽然 ２０２１ 年美国

大豆市场份额恢复至 ３３．４８％，体现了美国大豆强劲

的竞争力，但我国大豆市场一直呈现平稳的增长态

势，继续增加美国大豆进口份额不可持续。
此外，考虑到美国转基因技术高度垄断的背景，

不排除在极端情况下，其可能将对华“长臂管辖”的
内容拓展至转基因农产品领域，利用转基因技术产

权要求其他进口来源国实行对华出口管制，以达到

制裁目的。 技术专利作为种业公司的血液，美国种

业公司一贯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美国几乎将所有的

转基因生物技术发明都纳入了知识产权保护范围，
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保护体系。 在其他商业化种植转

基因作物的国家，美国跨国公司早将相关专利登记

在册，以便后续随时可启动司法诉求。 因此，很难通

过大豆进口进一步拉动中国自美农产品进口增长，
未来我国自美进口贸易额增减情况存在很大的不确

定性。

四、中美农产品贸易的基本图景及未来展望

中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衰退、供
应链受阻等多重不利影响，积极扩大美国农产品进

口，尽管距预期目标有差距，但更多是受客观因素所

限。 第二阶段是否签署经贸协议还不明朗，对此我

们不能寄予厚望，即使第一阶段签署《协议》后，美
国也依然继续利用经济手段打压中国。 面对当前复

杂的国际贸易环境，我国既要注意谈判细节，又要高

瞻远瞩，化被动为主动，在双循环格局下实现农产品

进口安全。
（一）中美农产品贸易的基本图景

１．《协议》未改变农业生产“以我为主”的格局

《协议》提出，中国要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承

诺，完善小麦、玉米、大米关税配额管理办法，增加乳

品、牛肉、大豆、水产品、水果、饲料等农产品进口。
在这些农产品中，除了大豆进口依存度较高外，其余

农产品大部分主要依靠国内供给。 ２０２１ 年我国从

美国进口玉米、小麦、水产品、猪肉等单项产品数量

只占国内产量的 ５％以内。 以猪肉为例，我国一年

消费量为 ５０００ 万吨左右，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的年进口

量为 １００ 多万吨，非洲猪瘟疫情以后进口有所增加，
但整体的进口占比仍然较低，国内猪肉价格仍然主

要由国内产能周期决定。 总体来看，进口美国农产

品可视为总量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有益补充。 粮食进

口数量较多，特别是玉米进口增幅快、势头猛，２０２０
年玉米进口量首次突破进口配额，达到 １１２９ 万吨；
２０２１ 年玉米进口量高达 ２８３５ 万吨， 同比增长

１５１％。
因此，粮食进口增加是在国家政策调控下的有

序进口，未对国内市场造成冲击。 一方面我国要推

动政策从“主要控制进口”向“有效利用国际市场”
转变，另一方面要持续关注进口突增可能带来的

“大国效应”，进一步平衡利用好“两个市场”。 此轮

进口增加既是市场供求变化的自然反映，也包括政

府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供需、稳定市场预期的主

动作为。
２．外部保供风险阶段性上扬

２０２０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球不少国家

和地区都采取了“封城”等隔离措施，使得各国对外

贸易受阻，对农产品国际物流形成了一定影响，造成

的封锁和人员隔离、复工推迟等导致经济活动的劳

动力供给相对不足，对实体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主要

是供给冲击。 疫情后全球参与玉米、大豆、小麦和稻

谷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数量均有所下降。 参与玉米贸

易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从疫情前（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６８
个下降到疫情后（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６０ 个，参与大豆贸易

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从疫情前（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５１ 个

下降到疫情后（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４４ 个，参与小麦贸易的

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从疫情前（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５３ 个下

降到疫情后（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４６ 个，参与稻谷贸易的国

家和地区的数量从疫情前（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８１ 个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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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疫情后（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７４ 个。 全球粮食贸易的网

络化程度也有所下降，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玉米贸易

联系数量从疫情前（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２８３ 条下降到疫情

后（２０２０ 年）的 ２０６８ 条，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大豆贸

易联系数量从疫情前（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３９５ 条下降到疫

情后（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３４５ 条，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小麦

贸易联系数量从疫情前（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６３３ 条下降到

疫情后（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４９１ 条，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稻

谷贸易联系数量从疫情前（２０１９ 年）的 ３１７３ 条下降

到疫情后（２０２０ 年）的 ２８２４ 条。
３．更多体现按市场经济规律的理念

从中国进口统计口径看，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年中

国自美进口农产品数量分别为 ２３７．３ 亿美元和３８９．７
亿美元，分别完成预期目标的 ６５％和 ８９％。 按美国

进口统计口径，２０２０ 年中国自美进口农产品数量为

２６４．３ 亿美元，完成预期目标的 ８３．６％。 两种统计口

径统计的结果都未能达到《协议》设定目标。 原因

在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与《协议》实施完全叠加，
改变了进口品种来源选择面临的外部约束条件，进
而影响了进口数量。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洛杉矶港货物吞

吐量同比下降 ２５．９％；同年 ４ 月丹麦航运咨询机构

Ｓｅａ－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的数据显示，中国与美洲之间已有

１９．８５万个集装箱货柜被取消。 不过，《协议》强调

“将基于市场价格和商业考虑开展采购活动”，还强

调“在特定年份，市场状况可能会影响采购的时点，
尤其是在农产品采购方面”。 这一内容对农产品贸

易履行情况非常重要，《协议》签订后不久就发生了

持续至今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疫情对海外供应链

造成的影响巨大，这也是中国农产品贸易面临的重

大风险因素之一。 《协议》并非如同双边自贸协定

具有强制性，没有明确未完成目标有何反制措施，但
我国多次表态信守承诺，将持续加大自美进口的幅

度和力度。
（二）中美农产品贸易的未来展望

第一阶段的中美经贸协议执行期限已到，实际

上还有部分条款没有落实，中国还需要进口近 ７０ 亿

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下一阶段协议谈判也将具有更

高难度。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属于历史性问题，不是

一个经贸协议就能全部解决的。⑧第一阶段《协议》
达成后，美国依然对从中国进口的约 ６５％的商品加

征惩罚性关税，商品平均关税率只是从协议前的

１９．５％下降到协议达成后的 １９．３％⑨，实际履行情况

如果不能令双方满意，就会直接影响第二轮谈判的

意愿和进程，这也决定了第二阶段谈判的过程会异

常艰难。
１．未来中美经贸关系仍具曲折性、复杂性

美国缺乏诚意，视《协议》为权宜之计，丝毫没

有收敛其遏制中国增长的部署安排。 从上面问题也

反映出，统计口径不同会引起一些纠纷。 中美贸易

往来的统计口径分为两种———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

中国进口口径和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公布的美国出口

口径。 一般情况下，相比于中国口径，美国口径倾向

于“高估”进口、“低估”出口，从而美国口径下的贸

易逆差比中国口径下的要更大些。 另外，中国统计

进口采用 ＣＩＦ（Ｃｏｓ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ｉｇｈｔ）价格，美国

统计出口采用 ＦＡＳ（Ｆｒｅｅ Ａｌｏｎｇｓｉｄｅ Ｓｈｉｐ）价格⑩，通
常 ＣＩＦ＞ＦＡＳ。 即相较于中国口径，美国统计口径

出口较低。 所以，在未来谈判中要清晰地确定中国

进口的金额目标，第一阶段的《协议》并未明确规定

必须使用哪国的统计口径，所以在未来要多加注意，
以免产生新的争议。

２．在中美经贸谈判中不失主动权

２０２１ 年我国进口粮食 １．６ 亿吨，进口量相当于

国内粮食产量的 ２４％，随着国内粮食需求持续增

长，如果不能有效提高国内粮食的自给程度，由此带

来的粮食安全风险隐患不容忽视。 现阶段，我国粮

食进口格局呈现来源国和品种“双集中”的特点，对
外依存度较高的大豆和进口量增长较快的玉米

９５％以上进口自美国、巴西等国，作物生产的自然风

险、国际贸易的政策和运输风险难以被有效分散，增
大了供应链中断风险。 此外，大量进口的粮食品种

的国内外市场价格高度关联，国际市场价格波动极

易传导至国内，从而引发输入性通货膨胀。 尤其是

玉米、大豆等用作饲料和工业原料的粮食品种，产业

关联度高，国际市场价格异常波动可通过价格传导

和产业链延伸至国内诸多行业。 根据当前粮食进口

形势及潜在风险，可见离“把饭碗牢牢端稳”的目标

还有距离，要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国内粮食生产供给

能力。 虽然《协议》明确规定了自美农产品进口需

要增加的额度，但我国要实行策略性进口方案，一类

是国内短缺不足的，比如增加进口猪肉、牛肉、大豆、
玉米等；二类是提高国内消费者福利的，比如乳品。

３．坚定不移地推进农产品进口多元化策略

拓展和优化进口渠道，有步骤地优化来源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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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推进进口渠道多元化，特别是在增加美国农产品

进口的同时，在“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ＲＣＥＰ）等多边与区域贸易框架下，积极巩

固和拓展与他国的贸易伙伴关系。 发挥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推动粮食进口“以市场换稳定”，与主要出

口国、国际粮商签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建立高效、
稳定的进口供货渠道。 放宽视域，从相关农产品的

替代品着眼，推动农产品进口品种结构、运输方式、
运输路线的多元化，分散集中进口的风险。 关注

“大国效应”影响，合理利用国际资源。 农产品进口

要充分考虑世界短期供给能力，提前给予世界一个

明确的信号或合理稳定的进口需求预期，安排好进

口节奏，避免集中大量进口。
４．加快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中国国有大农商

统筹布局国内外农业产业资源。 加快培育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中国国有大农商，代表国家布局国内

外产业资源和调控贸易供求，增加价格和利润分配

的话语权。 鼓励大型企业“走出去”，通过贸易合

作、产业投资、跨国并购等多种方式，强化对国外资

源、物流、仓储及关键环节和运输节点的投资与布

局，建立规模化海外资源性农产品生产加工储运基

地，全面参与全球农产品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重

构和管理。 打造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资本链

“四位一体”的全球第一梯队跨国贸易商，增强产业

链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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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ｏｒｔ，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ｕ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ｍｐｏｒ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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