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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两岸恢复经贸关系以来，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截至 2007 年，大陆已

经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和 大贸易顺差来源地，台湾也成为大陆第五大贸易

伙伴。海峡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经济关系密切相关。中国和

美国作为世界上 大的发展中国家和 发达国家，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在经济

贸易方面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把研究两岸贸易关系与中美贸易关系结合起来，

探讨中美贸易关系对两岸贸易关系的影响，这是现有学术研究中所缺乏的，存在

很大的研究空间。将海峡两岸之间的经贸关系放在整个世界经济中进行考察，突

破了以往考察两岸经贸关系的局限，为海峡两岸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把大陆、台湾和美国三者的贸易关系联系起来。目前研

究两岸经贸关系方面的文章很多，但把两岸经贸和中美贸经相结合的研究并不多

见，特别是中美贸易对两岸贸易的影响研究几乎没有。因此本文将尝试性地把两

岸经贸和中美经贸关系相结合，对两岸以及中美的贸易规模、贸易商品结构进行

全面、深入的比较分析，并运用计量模型分析三者的贸易相关性问题。 

通过对陆美、台美和两岸贸易之间贸易模式的比较，我们发现，由于这三个

经济体在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上的差别，导致了各具特色的比

较优势，从而决定了双边贸易的性质。我们通过构建协整方程，验证了中美贸易

与两岸贸易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陆美贸易额与两岸贸易之间存

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即当陆美双边贸易额增加时，将会导致两岸贸易额也相应增

加；台美贸易额与两岸贸易额之间的关系则是反向的，台美双边贸易额的下降会

导致两岸贸易额增加。 

 
关键词：中美贸易；台美贸易；两岸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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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bilateral trade scale have developed rapidly. Until 2007, China Mainland has 

become the biggest export market and the biggest trade surplus source of Taiwan, 

meanwhile, Taiwan has become China Mainland’s the fifth trade partner. To certain 

degree,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relationship across two sides of Taiwan Straits 

relates much to American economic. It will breakthrough the limit of traditional 

outlook and give us a new platform to observe the trade across Taiwan Strai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s economic. 

There are many articles about th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 across Taiwan 

Straits. But they seldom relate th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 across Taiwan 

Straits to the economic and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especially, they hardly 

concern about how th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affects the trade across 

Taiwan Straits. So I will try to combine them together and analyze the scale and 

structure of trade across Taiwan Straits and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thoroughly 

and in full scale, and then further analyze thei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parties 

with econometric model. 

We examine the long-run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on China-US Trade and 

Cross-Strait trade by constructing cointegration equation.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have positive relationship in Sino-US Trade, which is the volume of trade across 

Taiwan Straits will increase while the volume of Sino-US trade; however the trad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America is negative, the decline in the volume of 

US-Taiwan trade will cause an increase in cross-strait trade. 

 

Key Words: Sino-US Trade; US-Taiwan Trade; Cross-Strait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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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来看，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朝着全

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变化的根本特

征，它决定了各个国家或地区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

合作，提高产品的竞争力。祖国大陆与台湾同文同宗，经贸交流与合作的历史更

是源远流长，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经济资源的互补更是为两岸开展经贸交流提

供了良好的平台。然而，由于两岸在政治军事上的对立、台海地区的激烈军事冲

突和紧张的军事对峙，从 1949 年至 1978 年的 30 年间，两岸经贸往来基本中断。

1979年两岸贸易额仅为 0.46亿美元。自 1979年祖国大陆提出“三通”倡议以后，

两岸政治关系逐渐缓和，两岸经贸合作也出现了较快的发展。两岸经贸交流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形成了以台商投资为主线，加工贸易为主要方式，投资带动贸

易，贸易促进投资的两岸经贸交流发展格局。当今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两岸经

贸交流在强劲市场动力和大陆鼓励政策推动下迅猛发展，已成为两岸经济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和两岸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方式。从 2003 年起，祖国大陆超越美国、

日本，成为台湾 大的贸易伙伴，并且是台湾 大的出口市场，台湾亦成为祖国

大陆第二大进口市场。 

近年来， 海峡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经济关系密切相关。

台湾作为一个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系， 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格局有着密切关系。

在冷战时代， 海峡两岸经济往来完全中断， 台湾与美国经济关系十分密切， 台

湾经济成为美国经济体系的一环， 形成台湾对美国的依附经济关系。上世纪 80

年代后， 海峡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迅速，台湾与美国经济关系发展相对放慢， 台

湾经济重心由美国向大陆倾斜， 美国对台湾经济的影响力有所下降， 大陆成为

带动台湾外贸与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台商在大陆的投资与发展， 不仅技术仍来

自美国，而且大部分产品也销往美国市场，也就说海峡两岸的经济关系与美国经

济关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存在着多重复杂的三角经济关系。 

本文把研究两岸经济关系与中美经济关系结合起来，探讨中美经济关系对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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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经济关系的影响，这是现有学术研究中所缺乏的，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将海

峡两岸之间的经贸关系放在整个世界经济中进行考察，突破了以往考察两岸经贸

关系的局限，为海峡两岸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两岸间的经济往来发展十分迅速。张世宏（2004）认为 1979 年以来，尽管

两岸贸易关系处于间接状态，但发展速度仍十分惊人。贸易总额由 1979年的 0.77

亿美元增至 2003 年 583.7 亿美元，增长 758 倍。其中大陆对台出口由 0.46 亿美

元增至 90.36 亿美元，增长 196 倍；自台进口由 0.21 亿美元增至 493.7 亿美元，

增长 2350 倍。两岸贸易自以 1982 年来年平均以 25%以上的速度增长。张传国，

邓利娟（2004）指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台湾产品主要出口美国，截止 2001

年，台湾对美国的出口仍然位居第一，达 220 亿美元。2002 年台湾对祖国大陆

出口 295 亿美元，占台湾出口总量的 25.3%，而美国只占 20.5%。也就是说，2002

年台湾出口总量的 1300 亿美元中，有 1/4 输往祖国大陆，祖国大陆取代美国成

为台湾 大的出口市场。据台“陆委会”统计，2003 年，台湾对大陆出口 284

亿美元，大陆继续保持着台湾 大出口市场的地位。从进口方面看，2000 以来，

台湾对美国、日本与香港的进口都呈现下降趋势，而对大陆的进口呈现上升趋势，

两岸贸易关系日益密切。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整理研究，一般认为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特点主要有以下

四点: 

（1）贸易形式从间接向直接过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两岸经贸交流只能

“间接”进行。由于台湾当局的限制，两岸的各项经贸交流必须通过“第三地”

才能进行。两岸之间的货物运输目前多通过香港或日本中转，台商对祖国大陆的

投资也必须经过“第三地”，再转投资进入祖国大陆，就连两岸民众的旅游互访

也要经过“第三地”。这种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限制措施，大大增加了两岸

业者和民众的经济负担，阻碍了两岸经贸交流的正常发展。但是这些情况在未来

的一段时间内有希望得到改善。李非（2000）认为由于台湾当局顽固拒绝两岸直

接“三通”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两岸贸易以间接贸易为主，包括转口、转运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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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等。但随着两岸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贸易形式不可逆转的由间接逐渐转向直

接，即间接贸易的意味越来越淡，而直接贸易的意味越来越浓。 

（2）投资和贸易的关系。张传国，邓利娟（2004）认为台商在大陆的投资

分布决定着两岸的贸易构成。2000 年以来，在两岸的贸易构成上，主要是用于

制造业的初级加工品或零部件，其所占比重高达 50%以上。无论是台湾输往大陆，

还是大陆输往台湾的 20 项主要产品中，均属于此类产品，这其中电子零部件产

品居首位。另一方面，两岸投资规模的扩张推动了两岸贸易总量快速增长。2000

年以来，在台商大陆投资的带动下，两岸贸易总量不断增长，成为联系两岸关系

重要的纽带之一。张冠华（2003）在回顾了主流的投资理论之后，认为没有现

成的理论可以解释两岸贸易和投资的关系。他认为从总体上观察，80 年代中期

以后台商赴大陆投资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成为带动两岸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两

岸贸易尤其是台湾对大陆的出口，越来越呈现为典型的投资拉动型。他进一步认

识到台商赴大陆投资促成了两岸贸易关系的多元化格局。台湾产业持续向大陆的

转移，已不仅仅是资金的移动，还产生了市场的再分配效果。由于两岸间的产业

转移，引发了两岸贸易和各自与美、日贸易的联动效果，从而使两岸间的分工成

为东亚地区产业分工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3）台湾对大陆贸易依存度，大陆对台湾的贸易依存度问题。张传国，邓

利娟（2004）通过数据说明了台湾对大陆贸易依存度不断提升，而大陆对台湾的

贸易依存度却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情况。胡鞍钢，常黎（2006）也认为台湾对内地

的依存度迅速提高，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曲折中不断加快。邵皓萍（2003）认为不

仅总体上台湾对大陆贸易依存度不断提升，而且在 IT 产业内也呈现出类似的特

点。周江梅，曾玉荣（2004）使用更详细的数据说明，在进入 WTO 之后，两岸

农产品的贸易依存度将会进一步上升。张莉（1999）从产业升级的角度认为随着

台湾岛内的产业升级，纺织业将会外移，而大陆则是第一选择。纺织业的贸易依

存度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将会进一步提高。 

 （4）两岸贸易产品技术含量和产业内贸易特征。张传国，邓利娟（2004）

中提出两岸贸易产品技术含量比较高，产业内贸易特征比较明显。黎坚（2003）

进一步分析了光学仪器和电子组件的产业内贸易情况。而张传国，俞大贵（2005）

认为自上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两岸贸易产业内贸易指数不断上升，但从总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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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海峡两岸产业内贸易指数尚低于 50%，产业内贸易水平还比较低，海峡两岸

贸易还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仍处于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并存发展的阶段。

他们还通过比较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和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发现从海峡两岸垂

直型产业内贸易指数始终大于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指数，表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在

海峡两岸产业内贸易中始终保持着优势地位，说明海峡两岸产业内贸易存在较强

的上下游互补性。 

随着中美经济关系的不断发展，国内学术界有关这一关系的研究成果不断涌

现。美国作为中国多年来 大的贸易伙伴，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中美贸易摩擦等

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并引发对以上问题产生原因的探索。其中中美两国

贸易商品结构、不平衡状态的商品构成份额及两国贸易类型性质问题是研究以上

问题的基础。宋国友（2007）通过对双边贸易、贸易结构、投资关系以及国债购

买等四方面的数据分析，认为美国拥有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相对优势地位，与此

同时，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也在不断增加。在贸易商品结构方面，张二震（2005）

指出 2003 年以前的数据显示， 在中美贸易中中国仍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 符

合 H－O 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理论， 集中于劳动密集度高的低技术含量产品， 且

制成品贸易结构优化幅度很小。潘向东（2004），林琳（2006），通过对 2003 年

以前的中美贸易数据进行研究后指出， 我国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均值有升高的趋

势， 但贸易模式仍以产业间贸易结构为主；孔瑞（2006）通过对中美产业内贸

易总体水平、分行业水平以及产业内贸易类型的量化分析，反映了中美产业分工

结构和产业竞争力的变化，结果表明，中美两国之间仍然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产

业内贸易的水平非常低，即两国之间的贸易结构呈现高度的互补性，这是由两国

经济的互补性所决定的；程晨、臧新（2007）采用中国入世后 2002 年至 2006

年 新中美贸易数据，主要通过进出口商品结构、不平衡状态的商品构成份额及

其贸易类型性质的分析，并利用劳伦斯指数、G－L 指数等指标的计算，得出结

论：中美产业内贸易为主的行业非常少，中美贸易类型依然是以生产禀赋优势为

主的产业间贸易为主， 而以规模经济和差异化等因素决定的产业内贸易模式还

没有成为两国的主要贸易基础。 

研究台美经济关系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相关的研究却比较少，林长华

（2001）利用翔实的统计数据，从历史演进的脉络来分析战后（至 1999 年）美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中国大陆、台湾与美国之间贸易相关性研究 

 5

台贸易、投资关系发展趋势，揭示台湾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附和从属关系；朱磊

（2001）则从新经济对美国经济和台湾经济的角度来评估新经济对美台经济关系

的影响；徐世勋（2003）从量化的角度来探讨美台经济互动关系。  

目前尚没有以中美经贸关系为切入点来研究两岸贸易关系方面的文章。已经

出现一些用经济全球化理论研究海峡两岸关系的学术论文，主要发表在《台湾研

究集刊》，如李非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两岸经济互动》一文运用了全球化的观

点考察了两岸经济的互动关系。还有一些学者从美台经济关系涉及到两岸的经贸

关系，如舒均治的《美台与两岸关系的互动》。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坚持以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综合运用国际贸易、国际经

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对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的贸易相

关性问题进行综合、系统的分析研究。具体研究方法包括： 

 

一、横向和纵向相结合 

 

从纵向看，海峡两岸经贸合作历史久远，本文追溯自 1979 年两岸关系缓和

以来，海峡两岸之间贸易发展情况；从横向来看，涉及了中国大陆、美国、台湾

三者之间的贸易关系。主要从贸易规模总量、贸易商品结构、贸易相互依存度和

产业内贸易指数等方面进行分析。 

 

二、定性与定量的结合 

 

从定性角度来看，本文以国际贸易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为基础，结合历

史、联系现状有针对性地阐述中美贸易对两岸贸易的影响；从定量角度来看，本

文通过引证数据，通过建立计量模型，从量化的角度模拟构建贸易相关性的实证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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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 

 

规范和实证分析是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主要分析方法，本文在分析的过程中也

用到这两大分析方法。比如利用数据指标，考察海峡两岸商品贸易关系的发展特

征，分析两岸的比较优势对国际分工的作用，并通过规范分析给出政策建议。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之处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把大陆、台湾和美国三者的贸易关系联系起来。目前研

究两岸经贸关系方面的文章很多，但把两岸经贸和中美贸经相结合的研究并不多

见，特别是中美贸易对两岸贸易的影响研究几乎没有。因此本文将尝试性地把两

岸经贸和中美经贸关系相结合，通过对两岸以及中美的贸易结构进行全面、深入

的比较分析，并运用计量模型分析三者的贸易相关性问题。从全新的角度寻求影

响两岸经贸的中美经贸关系因素，这项工作是前人研究尚未涉及到的。 

然而，探讨中美经济关系对两岸经济关系的影响，现有可供借鉴的文献很有

限，因此存在一定的研究难度。关于台美贸易方面第一手资料的获得较难。在对

影响因素做计量实证方面，由于国内没有可借鉴的计量模型，在模型构建和变量

的选择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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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大陆、台湾与美国贸易关系 

 

第一节  大陆与美国贸易关系的发展 

 
一、中美贸易关系发展回顾 
 
1．贸易政策及其变化 

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 大的发展中国家和 发达国家，两国经济互补性很

强，在经济贸易方面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由于

中美两国处于敌对状态，美国对华实行经济封锁政策，双方几乎不存在有实际意

义的经贸交往。70 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经贸交往有所增加，但总量依然微

不足道。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美经贸关系开始

发展起来。但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摇摆，中美政治和外交关系也屡次出现紧张局

面，对双边经贸交往造成负面影响。1984 年，中美实现政府首脑互访，双边关

系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中美经贸关系也恢复了上升的势头。1989 年

政治风波发生后，美国立即宣布对华进行经济制裁，导致双边贸易在 90 年代初

陷于停滞不前仍至下降的局面。2000 年 10 月 10 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对华

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2001 年 12 月 27 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命令，正式宣

布从 2002 年 1 月 1 日起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地位，从而扫除了这一

长期制约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障碍，为中美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较为稳

定的环境。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近年来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投资及经济技术合

作等领域都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2．贸易发展阶段 

中美经贸往来由来已久， 但经贸关系正常化是在 1979 年两国签订《中美贸

易协定》之后。自 1980 年 2 月起中美互予对方 惠国待遇， 此后贸易额迅速增

长。2006 年双边贸易额达 2626.81 亿美元，是 1979 年的 106 倍， 相当于年均增

长 18.9%。表 1 反映了 1979～2007 年中美贸易额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从 1979

年开始到 2007 年，中美双方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额呈现上升趋势，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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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越来越快。根据表 1，我们可以将 1979 年至今的中美贸易发展分成四个阶

段： 

第一阶段：1979-1989 年贸易低速发展期。中美贸易是在一个基数很小的基

础上起步的，总体贸易量比较低。中美贸易总额除个别年份外（1982 年、1983

年）均呈现上升趋势，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十年之内贸易总额增长了大约 4

倍，年均增长率为 25.7%。从贸易收支看，中国对美贸易一直呈现逆差状况，处

于不利地位。 

第二阶段：1990-2001 年贸易稳步上升期。除了 1990 年双方贸易量下降之外，

中美两国贸易发展在这段时间内是稳步地向前推进的。到 2001 年底，两国的贸

易总量超过了 800 亿美元，与 1989 年相比，增长了近 7 倍。中国贸易收支连年

改善，到 1993 年实现了对美贸易顺差。 

第三阶段：2002 至今年贸易飞速发展期。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成

为 WTO 成员，在此后短短的几年里，中美贸易飞速发展，根据中方的统计数字，

中美贸易总额增长了 210.8%。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进一步扩大，

并且增长速度超过了贸易总额的增长速度，使两国贸易摩擦问题更加严重。 
 

表 1-1  中美贸易额统计数据（1979～2007 年） 
                                        单位：亿美元 

顺差额 
年份 进出口总额 出口额 进口额 

中方统计数 美方统计数 
1979 24.5 5.9 18.6 -12.7 10.7 
1980 47.8 9.6 38.2 -28.6 25.9 
1981 58.9 15.1 43.8 -28.7 15.4 
1982 53.4 16.2 37.2 -21 4.1 
1983 40.3 17.1 23.2 -6.1 -3.2 
1984 58.7 22.1 36.3 -14.5 -3.8 
1985 69.9 26.2 43.7 -17.5 -0.6 
1986 73.3 26.2 47.1 -20.9 -16.6 
1987 78.6 30.3 48.3 -18 -27.9 
1988 100.1 33.8 66.3 -32.5 -34.7 
1989 122.5 43.9 78.6 -34.7 -61.8 
1990 117.7 51.8 65.9 -14.1 -104.1 
1991 142 61.9 80.1 -18 -126.9 
1992 174.9 85.9 89 -3.1 -182.6 
1993 276.5 169.6 106.9 62.7 -227.7 
1994 354.3 214.6 139.7 74.9 -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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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408.3 247.1 161.2 85.9 -338.1 
1996 428.4 266.8 161.5 105.3 -395.2 
1997 489.9 327 163 164 -497 
1998 549.4 379.8 169.6 210.2 -569 
1999 614.3 419.5 194.8 224.7 -686.7 
2000 744.7 521 223.6 297.4 -838.1 
2001 804.8 542.8 262 280.8 -830.5 
2002 971.8 699.5 272.3 427.2 -1031.2 
2003 1263.3 924.7 338.6 586.1 -1240 
2004 1696.3 1249.5 446.8 802.7 -1619.8 
2005 2116.3 1629 487.3 1141.7 -1463.2 
2006 2626.8 2034.7 592.1 1442.6 -2325.5 
2007 3020.8 2327.0 693.8 1633.2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http://www.mofcom.gov.cn 

 

中美建交后的 20 多年间，两国双边贸易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而也促

成双方在彼此对外贸易中的地位随之不断提升。按中方统计，1979 年，美国超

过西德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1996 年，美国超过香港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

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三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二大外商投资来源地。按美方统

计，1980 年，中国在美国贸易伙伴中排名第二十四位。1996 年跃升为美国第四

大贸易伙伴。到 2003 年，中国已成为美国的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国的第三大贸

易伙伴。尽管两国的统计数据不尽相同，但仍可以说明：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

中美已成为对彼此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贸易伙伴，这是中美贸易发展的主流。

目前，中美两国的贸易在两国的经济发展中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截至 2008

年底，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和 大的顺差来源地，中

国则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市场和第二大贸易伙伴①。 
 

二、中国大陆与美国贸易依存度的变化 

 

考查 A 国（地区）与 B 国（地区）的贸易依存度可以用以下指标： 

贸易总额依存度：两国（地区）间的贸易额与 A 国（地区）贸易总额的比

值； 

出口贸易依存度：A 国（地区）对 B 国（地区）出口额与 A 国（地区）出

口总额的比值： 
                                                        
①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mds.mofcom.gov.cn/aarticle/Nocategory/200709/200709050957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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