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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纺织品及服装是中国对美出口的主要商品，中美两国该产品的贸易历

程却十分坎坷，实施“数量性限制”一直以来是美国对华纺织服装产品采

取的主要措施。两国先后签署了五个双边纺织品贸易协议，美国通过设置

配额来限制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对美国的出口。中国入世以来这三年，美国

对华纺织品贸易政策延续着先前的限制性态度，双方的摩擦、冲突也未停

止。2005 年 1 月 1 日后，纺织品及服装贸易按照《纺织品及服装协议》规

定全部取消了配额限制。但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及服装的限制性态度并未随

之改变。此后由于摆脱了数量限制和配额成本，中国产品非常有可能出现

对美出口的大幅增长，美国随时可以根据中国在入世相关法律文件中做出

的承诺对中国的纺织服装产品发起新的合法数量限制。中美纺织品与服装

贸易摩擦不仅会影响未来中美纺织品与服装贸易，对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的

对外贸易乃至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整个活动都会带来不利影响。因此，顺

利推进中美纺织品与服装贸易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本文在研究中美纺织品和服装贸易摩擦这一问题时，主要以“数量限

制”为中心。第二、三章节按照时间顺序，以中国入世为分界点，介绍中

美纺织品与服装贸易所面临的数量限制规则，并回顾过去二十五年来两国

该领域的贸易进展及摩擦情况。第四、五章着重分析引致中美纺织品与服

装贸易磨擦的内外因素，并对中国入世后首个重新启动数量限制的案例从

实际数据检验和理论分析两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最后强调在新的贸易环

境下重新启动数量限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提出作者对于推进中美纺织

品和服装贸易的若干思考。 

 

关键词：纺织品与服装；贸易摩擦；数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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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xtile and apparel are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exported commodities 

from China. Quantity limitation has been the key trade policy adopted by 

American government in textile and apparel. There were five protocols in the 

trade history and the exports from China to U.S were limited by quota. Though 

China’s already joined in WTO, the policy is being carried on and disputes on 

textile and apparel have never stopped.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 on 

Textiles and Clothing”, all quotas was cancelled on Jan. 1st, 2005. But American 

government might make another round of legal quantity limitation according to 

related law documents. More disputes in the future might cause negative 

influence on textile and appare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U.S, even the whole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countries. Thus, it is very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to discuss this issue. 

The focus is put on quantity limitation in this research.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chapters, the background and developing history of the trade are 

introduced. In the following two chapters, we discuss the factors that lead to 

disputes and deeply analyze a case of re-using quantity limitation. In the last 

chapter, negative effects of it are discussed and author proposed the individual 

opinions about this issue. 

 

 

Key words: textile and apparel; trade disputes; quantity lim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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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章  导  论 

一、问题的提出 

纺织品与服装部门因为其行业的特殊性，长期以来一直是工业化国家

最严密保护的部门之一，而在历史上纺织与服装生产又常常是走向工业化

的第一条必经之路，也是当代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主导产业。中美贸易中纺

织品与服装是贸易量最大的商品，也是中国对美出口最主要的商品。自 1980

年起，两国先后签署了五个双边纺织品贸易协议，通过配额措施来限制中

美纺织品与服装贸易。然而这种以协定形式确立的持续的、严格的数量限

制仍不能保证中美两国纺织品与服装贸易的顺利进行。在五个双边纺织品

贸易协议执行其间，两国在纺织品与服装贸易领域频频出现摩擦，严重影

响两国经贸关系的顺利推进。 

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中美纺织品与服

装贸易开始纳入《纺织品及服装协议（ATC）》的规范。美国也自 2001 年 12

月 11 日起按照 ATC 的规定分阶段逐步取消 1997 年中美双边第五个纺织品

协议项下所有中国输美纺织服装产品的配额限制。但是，就在中美纺织服

装产品向一体化过渡期间，2003 年 11 月 17 日美国商务部正式启动“纺织

品特别保障措施”，对中国刚取消配额限制的针织布、胸衣和袍服三类纺织

品重新设置了数量限制；2004 年 10 月 29 日，又对从中国进口的袜类产品

重新设置数量限制，实施期限均为一年。一年内接连两次对中国刚取消配

额限制的纺织服装产品重新启动数量限制，这表明虽然中国已经成为 WTO

成员，中美纺织品与服装贸易应该按照 ATC 的规定迈向自由化进程，但美

国方面对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的限制性态度仍未改变。2005 年 1 月 1 日，纺

织品与服装贸易已经按照 ATC 所规定的时间表全部取消了配额限制。在这

以后，中国纺织服装产品摆脱了数量限制和配额成本，将会出现对美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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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幅增长（目前取消配额限制商品的出口情况已经印证了这一点）。鉴于

美国对中国纺织服装产品所持的限制性态度，这种出口激增在未来非常有

可能引致双方在该领域的贸易摩擦。 

中美纺织品与服装贸易摩擦不仅会影响未来中美纺织品与服装贸易，

对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的对外贸易乃至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整个活动都会带

来不利影响。因此，进一步认识中美纺织品与服装贸易摩擦问题，探究摩

擦产生的原因、带来的影响，寻求如何顺利推进中美纺织品与服装贸易是

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二、目前的研究进展 

对于中美纺织品与服装贸易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专

门针对中美纺织品与服装贸易问题的研究，二是在对中美贸易问题的研究

中涉及到纺织品与服装贸易方面。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随着中国参与

国际贸易活动的不断深入，中美纺织服装产品贸易环境的不断变化，对于

中美纺织品及服装贸易的研究也有着不同的侧重。 

自 1980 年起，中美纺织品与服装贸易基本是在“多种纤维协定（MFA）”

框架内进行，历经了五个双边纺织品贸易协议的执行。这期间的研究已经

涉及到该领域的许多方面，包括战后以来中国输美纺织服装产品的变化情

况、中美纺织服装产品贸易平衡情况、美国纺织品贸易政策的制定、关税

和限额对美国纺织部门生产和就业的影响、美国限制纺织服装进口的经济

得失、中国纺织工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及中国对配额的使用等问

题（王邦宪，1987）[1]。 

1995 年以来，中美经济贸易领域爆发摩擦的频率增大，纺织品服装领

域的摩擦尤其突出。这时期的研究开始侧重于分析摩擦产生的原因及中国

的应对策略。 

对于摩擦产生的原因，研究者倾向于将其分为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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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指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

持续快速发展引起美国的担忧。“怎样对付中国的崛起成为美国在 21 世纪

初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
①
。如果美国不能遏制中国，经济的增长使中

国成为地区霸主便不可避免。经济方面的原因主要有美国的保护主义、美

中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以及美国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华采取歧

视性贸易政策。其中美中贸易逆差问题被认为是摩擦产生的经济根源。对

这一问题的研究集中于对逆差的解释。“统计方法的不同是造成美中贸易不

平衡的技术原因；美国现行的原产地规则难以真实反映美中贸易平衡状况；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是双边贸易平衡的主要障碍（肖红，2001）[2] ”。“美

国以国际安全为由对高新技术产品实行严格出口限制，导致中美贸易不平

衡扩大，对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造成了不利影响。而事实上，美国在贸易

收支和财政收支方面出现的双赤字才是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关键因素。（中

国社科院财贸所课题组，2004）[3]”另外,原产地规则这一时期也是一个

被广泛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纺织品与服装贸易领域。“中美因原产地规则

问题而引发的贸易摩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贸易统计差异而导致的

中美贸易不平衡。二是美国 1995 年颁布、1996 年 7 月实施的新的纺织品和

服装原产地规则对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的影响。”“美国制定新原产地规

则的指向十分明显，主要是针对中国和一些发展中的亚洲纺织品出口加工

国（胡涵均，2002）[4]”。 

关于如何化解摩擦主要是从战略上提出对策。对摩擦的认识必须跳出

微观经济摩擦的狭小视野，高度重视经济摩擦对一国宏观经济特别是对中

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应尽快出台《不公平贸易报告》，将扩大内需作为

确保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增长的长期战略（赵瑾，2002）[5]。中国的贸

易政策应转向注重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市场的竞争秩序（冯宗宪，

2001）[6]。另外，中国应更积极参与 WTO 运作，充分利用 WTO 争端解决机

                                                        
①《中国大战略》，迈克尔·斯温、阿什利·特利斯，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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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并尽快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由专家组成的解决贸易争端的相应机构，从

战略上集中关注与发达国家的争端（尹尊声、李头远，2001）[7]。 

中国入世后，中美纺织品与服装贸易的约束框架发生了变化，配额逐

步取消的同时，新的数量限制也蓄势待发。这时期的研究较之以前更加细

化，包括从法律角度对“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和“特定产品保障措施”

等新的数量限制规则的实施条件、实施程序进行阐述，考察 WTO 框架下的

美国对华纺织品贸易政策的动向，研究配额取消后我国纺织品贸易的发展

战略等。 

三、本文的研究方向 

本文的写作最初始于作者对于2003年美国首次对中国输美纺织服装产

品重新设置数量限制问题的关注。作者在深入探究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接触

到前文中所介绍的前人对于中美纺织品与服装贸易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

囊括了中美纺织品与服装贸易许多重要方面。通过对这些出色的研究成果

的学习，作者对于中美纺织品与服装贸易问题开始有了更为具体的了解，

并对继续深入研究这一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本文在研究中美纺织品和服装贸易摩擦这一问题时，主要从“数量限

制”角度入手。第二、第三章按照时间顺序，以中国入世为分界点，介绍

中美纺织品与服装贸易所面临的数量限制规则，并回顾过去 25 年来两国纺

织服装产品贸易规模的进展情况及发生的主要摩擦，作为对中美纺织品与

服装贸易摩擦问题的背景介绍。第四、第五章着重分析引致中美纺织品与

服装贸易磨擦的内外因素，并对中国入世后首个重新启动数量限制的案例

从实际数据检验和理论分析两方面深入剖析。最后一章是在前文分析的基

础上强调在新的贸易环境下，美国重新启动数量限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并提出作者对于推进中美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若干思考。 

以下将展开本文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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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美纺织品与服装贸易的数量限制规则 

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纺织工业在大多数国家的早期工业化中起着重要

作用。这归因于人们对纺织品的需求和机器化生产大大增加供给能力两个

方面。而服装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也开始在国际贸易中显示其重要地位。

由于这一产业密切关系到一国的国际收支、劳动就业、社会稳定和经济发

展，它在成为发展中国家出口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的同时，也成为发达

国家注重贸易保护的敏感行业，往往是国家间贸易摩擦的起源和贸易谈判

的重要筹码。从二战结束到现在，纺织服装产品的国际贸易历经了 50 多年

多边的、广泛的、严格的数量限制。 

战后初期，许多发达国家都遇到了收支平衡困难，他们籍此采取了包

括高关税、复杂的海关管理制度和进口许可证程序以及数量限制在内的措

施来限制国际贸易。这时纺织品贸易同其他产品的国际贸易一样受到复杂

的国际与国内贸易体制的约束。1948 年生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

确立了国际贸易的法律框架，倡导非歧视原则和禁止数量限制，但在纺织

品贸易上却采取了例外规定。这一时期，许多发展中国家凭借其在原料和

生产成本上的优势，向发达国家市场出口的棉纺织品和服装产品迅速增加。

低价棉纺织品的进口激增，影响了发达国家的投资和就业，并可能进一步

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为解决这些困难，主要纺织品进出口国家进行谈判，

以“自愿出口限制”的方式达成限制棉纺织品出口数量的协议，纺织品贸

易从此开始受到广泛的数量限制。这种数量限制协议历经了“短期纤维协

定”、“长期纤维协定”、“多种纤维协定”和《纺织品与服装协议》四个阶

段的发展。中美间的纺织品与服装贸易自 1980 年起即受到这种数量限制协

议的约束。2005 年 1 月 1 日，数量限制协议的第四个阶段——《纺织品与

服装协议》终止，但中美纺织品与服装贸易所面临的数量限制却没有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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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以中国入世为分界点，以纺织品与服装贸易数量限制协议的发

展为序，介绍中国对美纺织服装产品贸易所面临的数量限制规则。 

一、入世前的数量限制规则 

有关纺织和服装产品贸易的数量限制协议在中国 2001 年 12月 11日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就完成了它从“短期纤维协定”、“长期纤维协定”、

“多种纤维协定”到《纺织品与服装协议》四个阶段的变迁。最后一个阶

段的“纺织品与服装协议”从 199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但中国此时还不是

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中美间的纺织服装产品贸易还不能纳入《纺织品与

服装协议》，因此，在这一部分的贸易规则中主要介绍数量限制协议的前三

个阶段：“短期纤维协定”、“长期纤维协定”和“多种纤维协定”。 

1．短期纤维协定 

目前所知的第一个“自愿出口限制”是日本在 1936 年迫于美国压力而

对纺织品出口采取的限制措施。此后十多年内，主要纺织品进出口国多采

取这种双边的自愿限制协议进行数量限制。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末，美国

作为主要纺织品进口国，国内保护主义呼声高涨，美国政府与各纺织品出

口国进行双边安排的谈判已不能满足需要，并且各出口国也越来越不愿意

采取所谓“自愿出口限制”措施。因此，美国开始寻求在多边框架下“一

揽子”解决纺织品问题的办法。 

1959 年，美国提议在 GATT 中成立一个专门的工作组，研究由于低价纺

织品进口而引起的“市场扰乱”现象。工作组的报告概括了“市场扰乱”

的四个特征： 

（1） 来自特定渠道的特定产品的进口“急剧而大量增加”或存在这

种可能性； 

（2） 这些产品在进口国市场上的销售价格比同类同质量产品的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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