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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点事项简述 

近期，美国频繁发布关税政策，4 月 2 日出台的“对等关税”对来自中国的产品

额外加征 34%的关税，4 月 8 日、9 日又不断加码提高关税，再叠加之前已经实施的

301 关税、232 关税等一系列加征政策，截至 4 月 10 日，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提高到

145%，对中国企业出口美国市场造成重大影响。鉴于美国的行为，中国政府采取反制

措施，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

（税委会公告 2025 年第 4 号、第 5 号）文件，自 2025 年 4 月 10 日 12 时起，对原产

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 84%的关税。中美贸易战

呈现全面升级态势。 

表 1  2025 年以来美国对华关税措施梳理 

发布时间 事项 

2025 年 2 月 1 日 
特朗普发布美国总统行政令，以解决合成阿片类药物供应链问题为由，对中国全部输

美产品额外加征 10%的关税，该措施自 2025 年 2 月 4 日起生效。 

2025 年 2 月 10 日 
特朗普发布总统行政令，援引《1962 年贸易扩展法》第 232 条以及相关法律，恢复

对钢铁进口的全额 25%关税，铝进口关税提高到 25%。 

2025 年 3 月 3 日 特朗普发布总统行政令，将对中国的加征关税从 10%提高至 20%。 

2025 年 3 月 26 日 
特朗普签署公告，对汽车及部分汽车零部件进口征收 25%的关税，汽车关税 2025 年

4 月 3 日生效，零部件关税 5 月 3 日生效。 

2025 年 4 月 2 日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针对全球各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对等关税”，该关税措施主

要包括几部分：1、自 2025 年 4 月 5 日起，对所有国家和地区征收 10%的关税；2、

自 2025 年 4 月 9 日起，对与美国贸易逆差较大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征收更高的特定关

税，其中中国 34%、欧盟 20%、越南 46%、中国台湾 32%、日本 24%、印度 26%、

韩国 25%、泰国 36%等；3、商品豁免：有些商品不受上述对等关税的约束。（1）受

50 USC1702(B)限制的物品；（2）已经受第 232 条限制的钢/铝制物品和汽车/汽车零

件；（3）铜、药品、半导体和木材；（4）所有可能会受到未来第 232 条限制的物品；

（5）金条；（6）美国不可得的能源和其他某些矿物质。4、区域豁免：对于加拿大和

墨西哥，不受此命令影响。 

2025 年 4 月 8 日 美国对中国商品额外加征 50%关税，叠加之前的关税政策，整体提高到 104%。 

2025 年 4 月 9 日 特朗普宣布，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提高到 145%，立即生效。 

资料来源: 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二、美国挑起关税贸易战的本质 

中美两国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发展，双边贸易互补性强。但近年来美国

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严重影响中美正常经贸合作，近期的“对等关税”更

是破坏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加剧世界经济的衰退。本质上美国政府希望通过

关税贸易战来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和压制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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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最高的国家。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经济体量全球第一。从 1979 年中美两国建交以来，

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发展，中美贸易额从 1979 年的不足 25 亿美元跃升至 2024 年的

6882.8 亿美元。目前，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货物出口目的地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

2024年中国对美国出口、自美国进口分别占当年中国出口和进口总额的 14.7%和 6.3%；

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2024 年美国对华出口、自华

进口分别占美国出口和进口总额的 7.0%和 13.8%。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4 年

中国向美国出口前五大类商品为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附件、机械器具及零件、家具、

玩具和塑料制品等，合计占比为 57.2%。中国从美国进口前五大类商品为矿物燃料、

机械器具及零件、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附件、光学仪器和大豆等含油子仁，合计占比

为 52.8%。中美双边贸易互补性强。 

图 1  中国进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 Wind，联合资信整理 

2018 年以来，美国多次挑起贸易战，特朗普政府有意通过加征关税来解决美国

自身的问题和压制中国的发展。首先，通过加征关税来提高税收收入，重振美国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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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其次，解决美国高额外债的问题，截至 2024 年末，美国国债规模已高达 36 万

亿美元，关税可以为美国政府带来额外的财政收入，同时推高进口商品价格，引发通

胀，从而变相稀释债务的实际价值，且加征关税可以缩小贸易逆差，减少新增外债。

最后，对于压制中国的发展而言，中国目前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GDP 从 1979 年的 4062.6 亿元增长到 2024 年的 134.91 万亿

元，进出口总额从 1979 年的 454.6 亿元增加到 2024 年的 43.85 万亿元；美国对于中

国的崛起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 

但是任何政策都是双刃剑。传统的自由贸易是建立在垂直式国际分工基础上的，

在理想的状态下，不同国家处在不同的分工梯级上，互为市场的同时，市场优势互补，

达到均衡。过去三十多年全球化进程发展到今天，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利用其更便宜的人工成本、资源来生产物美价廉的商品，再卖回发达国家赚取微薄的

利润；美国则通过科技输出来赚取全球产业利润的大头，金融财团通过美元-美债-美

股的切换，赚取金融资本利得。目前美国的产业优势就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分工结

果，其妄想通过加征关税让制造业重回美国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不可能做到大小通吃，

控制所有的环节。美国产业工人的成本是新兴经济体的 10 倍左右，即便使用机器人，

重振制造业还需要配套的设施和供应链，对于重型工业，重建的难度更大。所以美国

挑起的关税战会使得全球经济秩序被打乱，破坏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加剧世

界经济的衰退，供应链的破坏以及交易成本的增加会带来通胀，对于美国目前的高通

胀预计也是雪上加霜。 

三、美国加征关税对于中国经济的预期影响 

美国对等关税的实施将使得中国对美国的直接出口受到很大冲击，转口贸易路

径同样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外贸对经济的正向拉动或将消失。 

（1）对于出口的影响 

2024 年中国对于美国的出口贸易额为 5246.56 亿美元，占到中国出口总额的

14.7%，按照目前美国对中国征收 145%的关税水平，暂时基本切断了中国商品出口美

国的可能性；过去几年，中国企业通过在越南、墨西哥等国设立生产基地，再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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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的方式构建了部分转口贸易等替代性出口路径，如果叠加考虑美国后续对中国前

期布局的转口贸易进行进一步制裁，中国出口总规模预计会有明显下降。  

（2）对于 GDP 的影响 

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2024 年中国 GDP 增速为 5%，其中货物

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30.3%，拉动 GDP 增长 1.5 个百分点，2025 年该

贡献或将消失。 

（3）主要影响行业 

美国对等关税预计对我国机械设备、家电、家具、玩具、纺织行业产生的影响最

大。 

从中国直接出口美国的商品绝对规模来看，机械设备、家电、家具、玩具、纺织

品规模较大。2024 年占比最大的是机械电气设备（主要包括机械设备、家电等），出

口总规模为 1.55 万亿元，占比约 42%；第二大类是杂项制品（主要包括家具、玩具

等），出口总规模为 4595 亿元，占比约 12.3%；第三大类是纺织品，出口总规模 3513

亿元，占比约 9.41%。 

从中国直接出口美国的行业依赖度（不同行业对美出口占中国该行业总出口的比

重）来看，2024 年杂项制品对美出口占该行业出口比重最高，为 27.1%；鞋、帽对美

出口占该行业出口比重为 23.3%；纺织品对美出口占该行业出口比重为 16.5%，机械

电气设备对美出口占该行业出口比重为 14.6%。 

中国关税反制可能对航空航天设备、农产品、机械器具、光学和医疗设备影响较

大。 

从中国进口美国商品的绝对规模来看，矿物燃料、机械器具及零件、光学和医疗

设备、油籽规模较大。2024 年，矿物燃料进口 1643 亿元，占对美总进口总额的 14.1%；

机械器具及零件进口 1436 亿元，占对美进口总额的 12.3%；电机电气设备进口 1313

亿元，占对美进口总额的 11.2%；光学和医疗设备进口 910 亿元，占对美进口总额的

7.8%；油籽进口 900 亿元，占对美进口总额的 7.7%。 

从对美国进口依赖度来看，2024 年航空航天器材从美国进口占到该行业进口比

重最高，达到 50%，光学和医疗设备从美国进口占该行业进口比重为 16%，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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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肉制品（37%）、其他动物产品（29%）、油籽（21%）、谷物（20%）等）对美

国进口依赖度相对较高。 

四、中国突破困境的预期路径 

短期看，中国政府需要在微观层面帮助出口企业度过寒冬，维护股市稳定、恢复

资本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持续和美国进行谈判、防止两国脱钩；长期看，稳定汇率、

提振内需、扩大内循环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表现为制造业占比高、产能不断扩张、对外出口依赖度明显、

内需不振等特点。从目前局势来看，对等关税正在演变为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常态

选项，预计中美贸易战博弈或将反复。中国如何突破困境，短期看预计有以下路径： 

（1）微观层面帮助出口企业撑住，度过寒冬 

加征关税后，主要出口美国的中小企业会面临订单大幅下降、产业链上下游连锁

反应等问题，需要政府协调相关资源，给与补贴、税费减免、流动性补充等支持，帮

助企业活下去，避免制造业萎缩。 

（2）维护股市稳定、恢复资本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高额关税使得市场对经济衰退的预期大幅升温，近期全球股市均出现大幅下跌或

震荡，侧面反映了投资者对经济前景的担忧。中国政府在以异常坚定的态度大力回购，

稳定股市，短期内取得了明显效果，但长期看压力较大。 

（3）持续和美国进行谈判，防止两国脱钩 

中国和美国国情不同，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争端和分歧并不鲜见，解决问

题和弥合分歧最好的方式是通过平等对话，寻求互利合作的路径。两国应该持续沟通

和谈判，寻找机会达成阶段性协议。 

长期看，中国保持经济增长需要有长远的路径依赖： 

（1）提振内需，扩大内循环 

当前，国内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不振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根据国家统计

局数据，2024 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44.5%，拉动 GDP 增长 2.2

个百分点。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3 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 比例为 55.6%，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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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全球平均水平低了 17.4 个百分点，这不仅明显低于一些发达经济体，与主要新

兴经济体相比也有较大差距，且社会零售品销售总额同比增速持续回落，显示中国的

消费动能不足。 

（2）稳定汇率 

美国政府可能会要求中国主动升值人民币以换取关税减免，但是汇率对经济的冲

击远比关税制裁大很多，稳定汇率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以日本为例，1960

年开始日本和美国打了 20 年贸易战，对日本的经济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 1985 年

日本“广场协议”的签订使得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国内泡沫迅速扩大，日本经济走向

了“失去的三十年”。 

中国政府正在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

币政策，预期会降准降息，使发展国内市场成为可持续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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