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貿易逆差（Unfavorable Balance of Trade） 

貿易逆差的概念 

  貿易逆差(trade deficit)也稱為“入超”或“貿易赤字”，是“出超”的對稱。

指一國在一定時期內(如一年、半年、一季、一月)出口總值與進口總值之間的差

額。當出口總值與進口總值相等時，稱為“貿易平衡”。當出口總值大於進口總

值時，出現貿易盈餘，稱“貿易順差”或“出超”。當進口總值大於出口總值時，

出現貿易赤字，稱“貿易逆差”或“入超”。通常，貿易順差以正數表示，貿易

逆差以負數表示。 

 

美國貿易逆差的成因 

  美國貿易逆差的成因是多方面的，美國國會貿易赤字調查委員會於 2000 年

11 月發表了一個關於貿易逆差成因的調查報告。在他們看來，其成因主要在於

美國與其它國家不平等的貿易關係，諸如：其他國家非關稅壁壘；外國商品對美

國的傾銷；外國政府對本國公司的補貼；發展中國家較低的工資水平和生產條件

以及美國本國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消失等。不過，報告更多地是強調外部因素。美

國國民經濟研究局主席費爾德斯坦（Feldstein，1993）強調財政赤字對美國貿易

逆差的決定作用，提出了著名的“孿生赤字假說”：在巨額財政赤字背景下，貨

幣當局為了防止通貨膨脹，不會為財政赤字融資，因此財政赤字會導致利率升高、

外資流入、美元升值，從而產生了貿易逆差。 

 

  這一觀點在 20 世紀 80 年代很有說服力,小布希上臺以來，美國財政赤字又

與貿易赤字一樣逐年擴大，2003 財年達 3750 億美元，2004 年又猛增至 4150 億

美元，而 2005 年預計將達到 5210 億美元的最高記錄。但是，這難以完全解釋美

國巨額逆差，因為 1989-1992 年財政赤字在大幅度擴大，但貿易赤字卻在縮小；

1993-2000 年財政赤字逐年縮小，1998 年開始出現“扭虧為盈”，2000 年更是

出現 2370 億美元的高額盈餘，但貿易赤字卻在逐年擴大。即便考慮“時滯”因

素，亦不能完全解釋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的巨額逆差。 

 

  也有一些學者強調中國因素在美國當前巨額貿易逆差中的作用，但更多的學

者從經濟繁榮與旺盛的社會總需求來分析美國巨額貿易逆差的成因。這一觀點亦



得到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的肯定。 

 

  在巨集觀經濟體系之中，一國總需求超過總供給時，國際收支表現為逆差，

總需求小於總供給時，國際收支表現為順差。故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美國巨額貿

易逆差，皆因美國經濟的持續繁榮，總需求過於旺盛。或者說美國貿易逆差問題

的癥結是總支出增長速度超過了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 

 

  當前，美國總消費約占 GDP 的 82%，而總儲蓄率又非常之低，經濟系統中

內生出強大的進口需求。從美國進口商品的類別來看，美國進口增長的也主要表

現為消費品進口的快速增長。2002 年消費品的進口比 1994 年增長了 107.3%。從

實證研究來看，美國學者斯特芬和克穆一通過對 1996-1999 年貿易逆差與經濟增

長的關係進行了分析，認為經濟繁榮至少能解釋 32%的貿易逆差。 

 

  以上觀點，均從不同角度解釋了美國貿易逆差的成因。在我們看來，美國巨

額貿易逆差的根源在於美國經濟的持續繁榮和旺盛的社會總需求，從而巨額貿易

逆差伴隨經濟增長而出現。 

 

[編輯] 

美國貿易逆差的貢獻 

  實際上，從較長時期來看，美國貿易逆差沒有損害美國利益，反而對美國經

濟增長作出了貢獻。這些貢獻包括： 

 

  其一，有助於防止美國經濟發展過熱。因為大量廉價的進口商品涌入國內市

場，可抑遏通貨膨脹率的上升。若沒有巨額貿易逆差，美國很難這麼輕鬆地推行

赤字政策。布希繼任時的 2001 年，美聯邦財政尚有 1273 億美元的盈餘，但此後

由於大規模減稅、經濟調整導致財政收入減少和反恐、伊拉克戰事導致財政支出

急劇增加，美財政狀況開始急劇惡化。在這一背景下，貿易赤字擴大一方面是必

然的結果，另一方面也為美國經濟增長中抑制通脹作出了貢獻。 

 

  其二，有助於推動美國提高勞動生產率。國外商品在美國市場上所產生的競



爭效應，迫使美國公司不得不設法提高效率，從而促使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例如，

就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速度來看，美國 1973-1995 年是 1.4%，1995-2000 年上升

到 2.5%。而美國 20 世紀 90 年代的貿易逆差，也基本上是從 1995 年以後開始大

幅度上升的。 

 

  其三，有助於美國開拓國際市場、獲取國際利益。有了巨額的貿易逆差為背

景，在其他國家一再鼓勵出口，甚至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出口的情況下，美國堅持

強硬政策，以“公平貿易”為幌子，頻頻挑起貿易戰。他們強化金融支持，加強

對國內產業的保護，同時又強迫他國開放市場，或者干預他國的經濟政策。例如，

近年來，美國頻頻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 

 

  其四，巨額貿易逆差對美國產業結構調整和高級化也作出了貢獻。大量廉價

的進口商品，使得美國得以依賴國外進口日常消費品，然後集中人力、物力優先

發展以信息技術為主的高新技術產業，生產高附加值的高新技術產品，從而在國

際分工中居於高級地位。例如，在 2003 年全球信息科技業 100 大企業排行榜中，

美國 75 家，日本僅 4 家。從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福利分析，由於它們屬於朝陽

產業，利潤率高，其所獲得的福利是普通初級產品所不能比擬的。 

 

  另一方面，美國近年來相對上升的失業率，也與貿易逆差關係不大。自

2000-2003 年 6 月，美國製造企業失業人數高達 260 多萬人。由此出發，美國政

府和越來越多的學者把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歸之於巨額逆差，尤其是對中國的逆差。

美國 2004 年的一個民意調查顯示，71%的美國民眾相信，來自中國的競爭是導

致許多美國人失業的一個主要原因。 

 

  事實上，美國製造業工人的失業問題不是因為發展中國家的競爭，而是由於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製造業的就業人數在總就業人數

中的比例迅速下降，出現了“去工業化”現象。其原因在於，他們的需求模式從

製造品轉向了服務，製造業的生產效率相對服務業大幅度提高，以及與之相關的

製造品價格大幅度下降。而在這一過程中，發展中國家製造業的競爭這一外部因

素對“去工業化”的貢獻不足 1/5，中國的出口占美國進口的比例約 12%，中國



的競爭最多只能解釋美國製造業失業問題的 2%。 

 

  所以，有充分的理由認為，貿易逆差不是失業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再考慮到

美國巨額貿易逆差對其經濟增長的貢獻，從而經濟增長、低失業率伴隨巨額貿易

逆差出現。 

 

 

美國去年貿易赤字下滑 1.7% 創 6 年來首次縮減 

鉅亨網編譯張詩苡 2020/02/06 06:07 

美國去年貿易赤字下滑 1.7% 創 6 年來首次縮減(圖：AFP) 

Tag 

美國貿易赤字美國出口美國進口 

據《彭博》報導，美國商務部於週三 (5 日) 公佈貿易數據，由於來自中國的進

口額下降，以及石油進口的減少，美國於 2019 年全年的貨物及服務貿易赤字下

滑了 1.7%，達 6168 億美元，為 6 年來首次縮減。 

美國貿易赤字 (圖：Bloomberg) 

另外，12 月份的貿易赤字則是達到 489 億美元，高於 11 月份的 431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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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市場預估值 474 億美元。12 月份貿易赤字擴大的主要原因，為來自加拿大

的石油進口額上升。 

另外，美國對於中國的貿易赤字，在 2018 年創下高點後，於 2019 年縮減了 

17.6%，達 3456 億美元。自中國的進口額則是大幅下跌了 16.2%，大於 2009 年

金融海嘯時的跌幅。另外，去年出口至中國的金額則是下滑了 11.3%，創下自 

2003 年以來最大跌幅。 

由於對中國的進口及出口額雙雙下滑，使中國退居為美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僅

次於墨西哥和加拿大。另外，去年美國對墨西哥及歐盟的商品貿易赤字，創下了

歷史新高。 

美國於去年的石油進口額下滑了 314 億美元，達 1939 億美元，而石油出口額

則是呈現上升趨勢，因此，去年的石油貿易赤字下降至歷史低點，達 137 億美

元。石油以外其他貨物的貿易赤字則是達 8392 億美元，創下歷史高點。 

中美雙方於上個月簽署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根據協議內容，中國將於未來的 24 

個月內，額外購買美國商品達 2 千億美元。但根據知情人士表示，隨著武漢疫

情的爆發，中國的貿易及生產活動皆受到重創，因此，目前中國政府希望與美國

商談有關於商品購買的彈性空間。 

 

美國 3 月貿易赤字月增 12% 研究員：恐為全球貿易惡化起點 

鉅亨網編譯林薏禎 2020/05/05 22:05 

美國 3 月貿易赤字月增 12% 研究員：恐為全球貿易惡化起點 (圖：AFP) 

Tag 

美國貿易赤字進出口新冠肺炎需求服務出口商品出口 

美國商務部週二 (5 日) 公布最新數據，受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干擾，全

球商品及服務持續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打擊，3 月美國貿易赤字進一步擴大至 444 

億美元，高於市場預期，研究員警告這恐為全球貿易惡化的起點。 

美國商務部表示，3 月貿易赤字月增 11.6% 至 444 億美元，3 月進口額下滑 

6.2% 至 2322 億美元，為 11 年最大跌幅，出口額則下滑 9.6% 至 1877 億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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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線：美國貿易進口額，綠線：美國貿易出口額 (圖：Zerohedge) 

值得注意的是，銀行和旅遊業等服務出口額下滑將近 110 億美元，至 596 億美

元，一般情況下的每月服務出口額通常變化不大，3 月出現暴跌顯示疫情所造成

損失已不容小覷，同時意味著 4 月服務出口可能遭受更沈重打擊。 

外交關係委員會研究員 Brad Setser 警告，3 月的貿易數據可能是全球貿易額走

跌的開始，4 月跌幅恐持續加劇，且 5 月不會出現顯著回升。 

隨著疫情延燒，中國工廠關閉衝擊全球供應鏈，在疫情自中國向外流竄至世界各

地後，多國政府為防止疫情擴散接連頒布封鎖措施，進一步壓低市場需求。 

對華商品貿易逆差自 197 億美元降至 155 億美元，為 2007 年至 2009 年經濟

大蕭條以來最低水平，今年迄今，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逆差較去年同期減少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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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華貿易赤字持續下滑 (圖：Zerohedge) 

國際貨幣基金 (IMF) 上月預計，今年全球貿易額將下滑 11%，世界貿易組織 

(WTO) 更為悲觀，預期跌幅將落在 13% 至 32% 區間，並稱疫情將重創全球，

尤其是亞洲和北美。 

美出口創 2009 年來新低 貿易赤字擴大 

美國經濟 

  

貿易赤字 

時間：2020-07-02 22:03 

新聞引據：採訪、路透社 

撰稿編輯：黃啟霖 

 

美國商務部 2 日公布數據指出，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影響，美國 5 月份出口創下

2009 年以來最低。（圖：中央社） 

美國商務部今天(2 日)公布數據指出，受到俗稱武漢肺炎的 2019 年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疫情影響，美國 5 月份出口創下 2009 年以來最低，貿易赤字擴大，強

化今年第二季經濟將會萎縮的預期，同時這也是大蕭條以來，承平時期跌幅最深

的一季。 

商務部指出，美國 5 月份貿易赤字增加了 9.7%，來到 546 億美元。根據路透社

訪調經濟學家的預測，5 月份貿易逆差可能擴大到 530 億美元。 

https://www.rti.org.tw/news/list/tag/%E7%BE%8E%E5%9C%8B%E7%B6%93%E6%BF%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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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資料顯示，美國 5 月出口下挫 4.4%，來到 1, 445 億美元，創下 2009 年 11

月以來最低。貨物出口下挫 5.8%，來到 900 億美元，也創下 2009 年 8 月最低。 

服務出口受到旅行限制影響，下挫到 545 億美元，創下 2011 年 12 月以來最低。 

進口下滑 0.9%，來到 1,991 億美元，創下 2011 年 12 月以來新低。 

貨物進口下滑 0.8%，來到 1,660 億美元，也創下 2010 年 9 月以來新低。 

 

美國去年貿易逆差縮減 六年來首見 

2020-02-06 01:21 經濟日報 / 編譯陳律安／綜合外電貿易戰 

美國去年貿易逆差縮減 1.7%，為六年來首見下滑。 歐新社 

美國 2019 年全年貿易逆差縮減，為六年來首見，反映自中國大陸以及石油的進

口大幅萎縮，也稍稍象徵川普兌現縮小逆差的承諾。 

美國商務部 5 日公布，去年整體貨物與勞務貿易逆差縮減 1.7%至 6,168 億美元。

然而，去年 12 月的逆差擴大至 489 億美元，大於 11 月，也高於經濟學家預期，

因為從加拿大進口的石油躍增。 

雖然川普常抨擊，貿易逆差代表先前總統的貿易政策失敗，然而目前美國的貿易

逆差仍比川普就任前多出 20%，主要反映的是美國消費者支出穩定成長，推高進

口。 

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貨物貿易逆差，於 2018年達到高峰，去年則縮減 17.6%至 3,456

億美元，自陸進口額劇減 16.2%，超越 2009 年全球金融海嘯時的跌幅；對陸出

口也下滑 11.3%，至少是 2003 年來最大減幅，導致中國大陸 2019 年僅是美國第

三大貿易夥伴，落後墨西哥及加拿大。 

國際貿易情勢緊張確實會影響貨物進出，但原油才是美國去年貿易逆差縮減的主

因。美國全年石油進口額下降 314 億美元至 1,939 億美元，同時石油出口增加，

使這種商品的全年逆差縮減至 137 億美元，為紀錄低點。以單月計算，美國去年

9 月首度成為原油淨出口國。 

然而，非石油商品的逆差則達 8,392 億美元，寫下歷史新高。 

疫情快報 

美國在伊拉克受伊朗砲擊，又捲入中東衝突，但國內倒是傳來好消息，根據《華

爾街日報》報導，美國 11 月貿易赤字創下 3 年來新低，主要原因是美中貿易戰

導致中對美進口降低，同時美出口增加。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Q1Mzk=


一些分析認為這代表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在貿易戰打了漂亮的一仗，但也

有專家指出宣布勝利還言之過早，1 月 15 日美、中簽署貿易協議後，中國進口

恐怕又會回升。 

另一方面，《彭博社》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1 月 13 日將率貿易代表團赴華府

簽署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但這項消息尚未經雙方證實。 

美對中貿易赤字降 7.9% 

美國商務部（Commerce Department）1 月 7 日表示，11 月商品及服務貿易赤字

和 10 月比起來降低了 8.2%，減至 430 億美元（以下單位皆同）；美對中貿易赤

字降低了 7.9%，降至 256 億。 

與前月相比，美國資本財和消費品進口量 11 月降低了 1%，尤其是電腦跟手機，

手機降低 5.3%、玩具 2.4%。許多中國製消費品從 2019 年 9 月開始受到懲罰性關

稅影響，包括鞋子和眾多電子產品。 

另一方面，美國 11 月出口與前月相比增加 0.7%，例如油田設備和汽車及其零組

件、引擎，後者船運量也提高了 3.3%。 

進口減少、出口增加，除得益於美中貿易戰，也因基石（Keystone）輸油管破裂

加拿大進口原油遽降，還有 10月底聯合汽車工人工會（United Auto Workers Union）

結束罷工受惠。 

商務部指出，國際貿易是推動 2019 年第 4 季經濟成長的主因，牛津經濟公司

（Oxford Economics）也預估美國第 4季GDP成長率為 2.4%，而淨出口就佔 1.2%。 

5 年來貿易逆差首降有望 

而從年度來看，與 2018 年同期相比，2019 年前 11 個月貿易赤字縮水了 0.7%，

因此除 11 月單月創下新低紀錄，2019 年也有望成為 5 年來貿易逆差首次降低的

一年。 

不過，2019 年 12 月國際貿易數據還要等到 2 月 5 日才會公布，有些專家認為美

國 2019 年貿易逆差只會比 2018 年 6277 億略少。 

而且考量到 2017 到 2018 年，貿易赤字大漲 14.1%，《衛報》指川普的貿易赤字

在漲幅與數字上都比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高。 



 

2019 年尚缺 12 月數據，因此貿易赤字 5630 億預期還會上修。 

另一方面，與前月相比，11 月美國工廠訂單減少 0.7%，降至 4930 億，商務部指

主要是因為國防相關訂單下降。若是如此，川普 2019 年 12 月簽署成法的《2020

國防授權法（NDAA）》應能帶動一波工業成長。 

此外，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nstitute for Supply Management）的非製造業指數

（Non-Manufacturing Index）追蹤健康照護、金融、農業、建築等產業發展，發

現 2019 年 12 月指數從 53.9 升至 55，是同年 8 月以來最高。 

川普貿易戰高歌凱旋？經濟學家：還早 

那麼，川普能高唱勝利之歌了嗎？一些經濟學者認為那倒未必。 

經濟研究諮詢公司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經濟學家亨特（Andrew Hunter）

表示，貿易赤字縮減可能只是暫時現象，是因為「美國零售商 9 月趕在加徵關稅

前，先採購了一批中國電子零件」，一旦這些囤貨用罄，美對中進口就會再上升。 

「過去這一年，我們能看到貿易只小幅增加經濟成長……，（此外）隨著全球經

濟活動復甦和貿易戰趨緩，貿易推動經濟成長的力度似乎正在消失」亨特說。 

一些經濟學家亦認為，1 月 15 日美、中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後，2020 年初中

對美出口驟降的情形就會緩和下來。 

2019 對美順差創新高！怕川普報復歐盟挫咧等 

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19325
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19325


另一方面，《衛報》指歐盟和英國擔心川普因此「食髓知味」，把對付中國的手段

轉向他們。 

荷蘭國際集團（ING）首席國際經濟學家奈特利（James Knightley）表示，2019

年歐盟對美貿易順差預期將達歷史高峰，川普接下來可能會將矛頭指向歐盟。 

奈特利認為歐盟確實有理由緊張，因為「美對歐盟貿易逆差（2019 年）看漲 80

億，川普 2020 年恐將注意力轉向歐洲，以打擊所謂的不公平貿易」。 

此外，儘管美對中貿易赤字縮減，對歐盟也降至 131 億，11 月對日本卻提高至

54 億。 

美國 4 月貿易赤字創 8 個月新高 

22:572020/06/04   

美國商務部周四公布包括貨物與服務等項目的 4 月貿易赤字，經季調後較 3 月大

幅增加 16.7％至逾 494 億美元，略低於市場預估的 500 億美元，創去年 8 月份以

來新高。 

在包含美國在內的全球許多國家，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擴而採取封閉措施影響需

求之下，讓美國 4 月進出口均大幅減少。其中，進口月跌 13.7％，出口月跌 20.5

％。 

儘管如此，許多專家與企業高層都認為，只要不爆發第二波疫情，在消費需求回

升的帶領下，全球經貿將會開始復甦。 

 

今年全球經濟的焦點肯定是中美貿易戰。特朗普政府挑起貿易戰的理由（藉口）

有三：第一，中美貿易長期和巨大的不平衡；第二，中國強迫美國公司轉移技術；

第三，中國政府推動「中國製造 2025」。本文將聚焦第一個議題。 

從統計數字上看，中美貿易確實存在長期和巨大的不平衡。拿 2016 年為例，美

國的貨物貿易逆差總額為 7.4 千億美元，逆差的主要來源國包括中國、加拿大、

墨西哥、日本、德國；來自中國的逆差為最大，高達 3.47 千億美元，佔總逆差

的 47.1%。為什麼中美貿易逆差問題如此嚴重？ 

貿易失衡根源 

中美貿易不平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全球化，相關因素在兩方面。首先，美國

在中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一般來說，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有兩個動機，一個是為

了直接進入目標國的市場，另一個是為了利用目標國的資源，進行生產後再出



口。 

一些原本在美國生產後出口到中國的產品，經直接投資後，就在中國生產直接賣

到本地市場了，而不用再出口，亦即減少了美國對中國的出口。 

有的美國企業到中國投資設廠，目的就是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等優勢，生產零

件或最終產品，再運回美國市場銷售。換言之，又增加了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其

中涉及的產品雖然並非來自中國企業，但此消彼長，卻大大增加了中美兩國的貿

易不平衡。 

其次，除了在中國投資的美國企業，還有很多外國企業都在中國進行各種加工貿

易。加工貿易指生產的部分或全部原材料來自進口，加工後的產品又重新出口。 

由於中國的勞動力比較便宜，加工貿易在中國較多集中在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例

如零件組裝。在加工貿易中，進口原料主要不是來自美國，但大量的出口卻流向

美國，導致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大幅增加，而很大部分加工貿易亦與中國企業無

關。 

上述兩方面因素所以重要，因為中國超過半數的出口源於外資企業和加工貿易。

當然，中美貿易的不平衡還有其他原因，例如兩國的宏觀經濟特徵、滙率制度、

出口補貼、進口保護等等，但我認為這些原因都沒有上述兩方面的因素來得重

要。 

中美貿易逆差還有另一棘手問題，那就是兩國官方公布的逆差數字相去懸殊。以

2005 年為例，美國公布的貿易逆差數字為 2.02 千億美元，但中國的逆差數字僅

為 1.14 千億美元，其中差額高達 8.8 百億美元，差距不可謂不大。同年，日本是

美國貿易逆差的第二大國，但日美兩國間的逆差總額也只有 8.2 百億美元，還不

及上面所說的統計誤差呢。 

統計方法失誤 

2016 年，美國的逆差數字為 3.47 千億美元，中國的數字則為 2.507 千億美元，

相差增至 9.63 百億美元。2017 年，美國公布的數字為 3.76 千億美元，但中國的

數字則為 2.79 千億美元，相差更達 9.7 百億美元. 

為什麼中美兩國的貿易資料出現如此重大的差異？我認為原因有兩個，又都與香

港有關。第一，兩國對經香港轉口貿易的統計方法不同。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和從

美國的進口，都有很大部分經過香港，高峰時期比率更接近一半。美國商務部把

中國經香港轉口到美國的商品，算作美國從中國的進口（這是對的），但把美國



經香港轉口到中國的商品，算作美國對香港（而不是對中國）的出口（這就不對

了）。這一計算方法高估了美國的貿易逆差。 

中國海關一直都把美國經香港轉口到中國的商品，算作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這是

對的），但在 1993 年之前，卻把中國經香港轉口到美國的商品，算作中國對香港

的出口（這就錯了）。這一計算方法無疑低估了美國的貿易逆差。 

從 1993 年開始，中國海關要求出口企業滙報出口產品的最終去向，從而盡量把

中國經香港轉口到美國的商品，算作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這是對的）；然而出口

商並不可能把所有經香港轉口的產品都準確滙報，所以，中國的統計仍會低估美

國的貿易逆差，但就會比美國的數字貼近現實。 

其次，香港的轉口商品在本港產生不少附加值，據部分估計多達 20%。這些附加

值，按理說應在上述計算中扣除，因為屬於香港的服務出口。可是這些附加值的

資料難以獲得，所以通常不會包括在內，形成兩國的統計數字總會經常出現極大

誤差。 

本文旨在分析中美貿易逆差，其中包含一些備受忽略的要素。歸根究柢，兩國雙

邊貿易順差或逆差真的很重要嗎？ 

一言以蔽之，重點並不在於雙邊貿易不平衡，而首先是，一國是否存在長期和巨

大的貿易不平衡？再者，雙邊貿易不平衡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由於各國各有比較優勢，所以某國自會對另一國多出口其較佔優的產品，又會多

從第三國進口其他產品，往往導致雙邊貿易不平衡，但不至造成各國總貿易出現

大的不平衡。對外投資和生產的全球化現象，也會加重比較優勢的作用，雙邊貿

易不平衡因而變本加厲。 

綜上所述，中美雙邊貿易不平衡雖然顯著，但其實問題不大，也屬自然結果，但

中美兩國又都存在單邊、長期、龐大的貿易不平衡，亦即中國順差，美國逆差，

這才是問題癥結。 

究其原因，無疑與經濟的結構、國家政策、貿易保護等因素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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