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当下，中美一阶段采购协议如何落实1 
 

	
	

当前，疫情已经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影响，春节期间部分服务行业受到较大冲击。

在此背景下，1 月 15 日中美签署的一阶段协议当中的 2000 亿美元采购承诺可能受到影响。

如果可能，中国应以合适的方式，提出推迟实施这一采购计划。 

 

目前来看，有四方面原因将迫使中国推迟采购。 

 

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进口需求受到冲击。 

 

中国国内航空受到较大冲击，客流量和航班大幅减少。航空公司经营状况将受到较大冲

击，资金链也将受到影响。目前疫情发展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短期内难以实施大规模的

飞机采购方案。 

 

此外，国内工业生产尚未完全恢复正常秩序，整体生产进度较往年明显滞后。在比较乐

观的情况下，即便全国在 3 月初基本实现复产，生产也将推迟一个月，而且疫区复产还需要

更长时间。因此，一阶段协议中，中国对美国的工业机械、电气设备、能源等进口需求，也

将需要明显推后。 

 

一季度中国的国际收支压力将明显增大，扩大采购将进一步加大国际收支失衡的压力。 

																																								 																				 	
1	 本文已经于 2020 年 2 月 16 日发表在《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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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下，进口虽然有所下降，出口可能面临更大压力。由于复工时间明显推迟，即

使某些地区复工，但受到供应链断裂、人流阻碍和隔离、生产防护物资缺乏，以及可能的订

单流失等影响，出口制造业将面临较大压力。 

 

作为一个参照，非典期间，2003 年 1 季度曾经出现贸易逆差 10.2 亿美元，这是当时

1994 年有数据之后的第 2 次季度逆差。作为一个比较，2002 年 1 季度的贸易顺差为 72.7 亿

美元。目前来看，中国在 1 季度贸易顺差可能出现大幅下滑，甚至不排除转向逆差。 

 

美国方面启动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禁航和停办签证等举措，也将减少中国从美国进口商

品和服务的渠道。 

 

中美一阶段协议当中约定，2019 年中国在服务贸易方面的进口，应比 2017 年增加 128

亿美元。而服务贸易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旅游业。根据美国国家旅游办公室（NTTO）的数据：

2017 年中国赴美游客达到峰值，随后在贸易冲突的背景下，2018 全年、2019 年前 3 季度，

中国赴美游客分别同比下降 5.7%、4.7%。 

 

而这次疫情，将使 2020 年全年的中国赴美游客数量，在 2019 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出现下

降。2020 年 2 月初，达美航空、美联航、美国航空均暂停了美国往返中国内地的所有航班，

时间将持续到 3 月末甚至 4 月末。这将影响到中国游客前往美国的商务出差及旅游，从而减

少一阶段协议中我承诺对美国的服务业进口。假定赴美游客人均花销不变，那么在服务贸易

项下，2020 年中国赴美旅游的支出将较 2017 年下滑 21.4%，这将中国减少从美国购买旅游

服务 75.5 亿美元。同时，这还将影响到保险等相关金融服务。显然，这将使中国实现服务

业采购承诺的难度大大上升，而且这些新的约束条件主要来自美国方面的限制措施。 

 

此外，客机航班的停飞，也将影响到客机腹仓运输的联运服务，从而减少中国从美国进

口高附加值产品。当然，客机腹仓运输占比较小，所以影响不大，但如果货运航空和船运受

到影响，则中国将难以正常执行进口承诺。 

 

供给方面，中国推迟复工已经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冲击，可能对美国企业的出口交货能力

产生影响。 

 

武汉是中国四大乘用车基地之一，世界汽车零部件 20 强有一半落户武汉。此外，延迟

复工的范围远超武汉，涉及行业也更为广泛。国内制造业的供应链已经受到冲击。 



 

德国博世集团已经发出预警，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较长，其全球供应链将会中断。事实上，

韩国现代已经暂停了一款重要车型的生产，并计划逐步暂停韩国的整车生产线。日产也将停

止部分生产线。从美国方面来看，汽车工业约有 15%的零部件依赖于中国供应商，智能手机、

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比例更是在 50%或以上。 

 

推迟对美采购具有可能性 

 

一阶段协议中也给出了疫情的适用条款。协议指出，“如因自然灾害或其他双方不可控

的不可预料情况，导致一方延误，无法及时履行本协议的义务，双方应进行磋商。”鉴于疫

情已经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不可抗冲击，美方也为此启动了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承认了

这种冲击具有严重性和不可控性，因此中美双方可基于此探讨一阶段协议推迟执行的可能

性。 

 

对于疫情可能导致一阶段协议推迟执行，美国政府和社会舆论已经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纽约时报、福布斯等媒的评论均指出了这种可能性。2 月 4 日，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拉

里·库德洛(Larry Kudlow)在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网采访时也指出“由于中国的疫情，实现

一阶段协议中的出口增长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应将疫情转化为合作契机 

 

避免疫情使双边关系紧张升级，将疫情转化为合作契机。一阶段协议推迟执行，中国进

口进度不及预期，可能使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国内面临更大的舆论压力，激化双边关系紧张气

氛，加大双方的二阶段谈判难度。为此，可以基于疫情冲击的现实情况，优先落实医疗用品

等相关协议内容的执行，并在保证我方正常权益的情况下，推动双方在延伸领域的技术合作

和人员交流，将疫情转化为双边的合作契机，积极扩展双边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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