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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贸易“新政”：进口关税、边境调节税及非关税壁垒 

 

 

特朗普强调以“美国优先”为原则制定贸易政策，作为美最大贸易伙伴
的中国可能会成为其重点关注对象。从特朗普政策宣示及美国政策现实
看，政策选项大致包括进口关税、边境调节税及非关税壁垒。我们在 1
月 8 日发表的《贸易保护政策对中美经济的影响》中重点分析了关税政
策对中美经济的潜在影响。本文重点探讨边境调节税和非关税壁垒。 

贸易政策改革是共和党共识，但总统与国会对相关税收安排仍存分歧。
特朗普及其所在共和党都主张要改变美国贸易格局，促进增长、创造就
业。特朗普主张将进口商品一般性关税提升至 10%，并采取针对性措施，
对中国和墨西哥分别征收 45%和 35%的惩罚性关税；将企业所得税从
目前的 35%降至 15%，对跨国公司汇回海外留存资金给予税收优惠。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则于去年中提出了一项全面税收改革计划，主张
引入“边境调节税”（border adjustment tax）以增强美国企业竞争力。 

按边境调节原则，进口将适用美国企业所得税，而出口免于任何美国税
收。国会方案试图将美国企业税征缴改为以产品销售地、而非生产地为
依据，放弃全球征税，并将税率从 35%降为 20%。引入边境调节意味
着，在美国销售的产品，无论本土生产的还是进口的、无论其生产商是
在哪里注册的，都适用 20%税率；而在国外销售的，无论是外国生产的
还是美国出口的亦或是美国公司在境外生产的，美国都不予征税。该安
排类似在增值税体系下进口需缴而出口免缴增值税（或给予退税）的情
况。引入边境调节预计有以下几方面影响： 

► 促进美国贸易平衡。实行边境调节相当于对进口增收 20%的关税，
而美国目前平均有效关税为 1.6%。同时，如果出口毛利率在
20~40%，那么出口免税相当于 7~14%的出口补贴。视乎进出口
价格弹性，双重影响将显著压低美国贸易赤字。 

► 明显推升美国通胀。进口品价格上升 20%，将直接推高进口 PPI 近
20%。根据历史弹性测算，这将推高 CPI 超过 3 个百分点。出口品
价格虽对 CPI 无直接影响，但如外需大增，也会间接拉高美国通胀。 

► 行业影响呈现分化。引入边境调节税，进口以及对进口品依赖严重
的行业将遭重创，包括零售、炼油、服装、电子设备等；而主要出
口行业将从中受益，包括航空航天、农产品、出版等。 

► 带来美元升值压力。对进口增税近 20%加上对出口补贴约 10%，
相当于美元一次性贬值约 15%。该冲击将使美元面临短期升值压
力，而随汇率调整，边境调节对进出口的影响将趋于弱化。 

相比之下，特朗普关税方案反而显得更加温和、直接。首先，即便将进
口关税增至 10%，仍低于 20%的边境调节税；其次，出口缴纳减至 15%
的企业所得税，但仍不能像在边境调节下获得免税。更重要地，特朗普
税改还是以企业综合收入而非以本地销售为基础，对美国以直接税为主
的税收体系的改革不如国会方案激进。就操作而言，特朗普也直言，边
境调节税“过于复杂”。 

从政策现实看，特朗普落实贸易保护可能先以贸易谈判、反倾销、反补
贴、提高监管、加强执法等手段提高非关税壁垒为切入点。美国总统仅
在不超过 150 天内可对特定进口品征收 15%的额外关税，而且提高关税
还受限于 WTO 规则。边境调节税从议案到落地还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周期较长。特朗普就职当天重申要退出 TPP、重新谈判 NAFTA。此外，
新政府可能会在现有 WTO 规则、相关贸易协定以及监管、安全、劳工
等标准的执行层面上加强力度，通过提高技术壁垒实现贸易保护。“贸易
战”很可能是场“官司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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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贸易“新政”：进口关税、边境调节税及非关税壁垒 

特朗普总统强调以“美国优先”为原则制定贸易政策，作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可
能会成为其落实贸易保护主张的重点关注对象（图表 1 和 2）。那么，美国有哪些政策选
项呢？从特朗普竞选以来的表态以及美国政策现实看，可能的举动大致可归为三类：进
口关税、边境调节税和包括贸易谈判、反倾销、加强执法等在内的非关税壁垒。我们在
1 月 8 日发表的《贸易保护政策对中美经济的影响》中重点分析了关税政策对中美经济
的潜在影响。本文重点探讨边境调节税、非关税壁垒以及相关影响。 

贸易政策改革是共和党共识，但总统与国会对相关税收安排仍存分歧。特朗普及其所在
共和党都主张要改变美国贸易格局，促进增长、创造就业，但所给出的贸易振兴方案并
不相同。特朗普主张将进口商品一般性关税提升至 10%，并采取针对性安排，对中国和
墨西哥分别征收 45%和 35%的惩罚性关税；将企业所得税从目前的 35%降至 15%，对
跨国公司汇回海外留存资金给予税收优惠1。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则于去
年 6 月提出了一项全面税收改革计划，主张引入“边境调节税”（border adjustment tax）
以增强美国企业部门竞争力2。 

按边境调节原则，进口将适用美国企业所得税，而出口免于任何美国税收。国会税改方
案试图将美国企业税征缴改为以产品销售地、而非生产地为依据，放弃现行的全球征税，
并将税率从 35%降为 20%。引入边境调节意味着，在美国销售的产品，无论本土生产的
还是进口的、无论其公司是在哪里注册的，都适用 20%税率；而在国外销售的，无论是
外国生产的还是美国出口的亦或是美国公司在境外生产的，美国都不予征税。该安排类
似在增值税体系下进口需缴而出口免缴增值税（或给予退税）的情况。设计初衷在于：1）
增强美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相对进口品的竞争力（如果来源国给了这些进口品退税优惠），
以及在国外市场相对当地产品的竞争力（类似增值税退税，避免美国产品双重税负）；2）
减少美国企业外迁至避税港的激励，引导在外美企以及美企资金回流美国（只要在美国
销售，就适用一样的税率）。 

 

 

图表 1: 2015 年，美国贸易逆差占 GDP 的 4.1% 图表 2: 2015 年，中美贸易逆差占美国贸易逆差的 49% 

  

资料来源：Haver Analytics，中金公司研究部 资料来源：UN Comtrade，中金公司研究部 

 

                                           
1 https://www.donaldjtrump.com/policies/tax-plan/?/positions/tax-reform，并请参见我们 2016 年 11 月 23 日发布的海外宏观简评《美国海外留存

资金回流有何影响？》 
2 https://abetterway.speaker.gov/_assets/pdf/ABetterWay-Tax-PolicyPap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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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调节的理念在于，企业可在全球搜寻低税率地区生产，但消费者所在地是不变的。
其引入有以下几方面影响： 

► 促进美国贸易平衡。实行边境调节相当于对美国进口增收 20%的关税，而目前平均
有效关税为 1.6%（图表 3）。如出口毛利率在 20~40%，出口免税相当于 7~14%
的出口补贴。视乎进出口价格弹性，双重影响会显著压低美国贸易赤字。 

► 明显推升美国通胀。进口品价格上升 20%，将直接推高进口 PPI 近 20%。根据历
史弹性测算，这将推高 CPI 超过 3 个百分点（图表 4）。出口品价格虽对 CPI 无直接
影响，但如外部需求大幅增加，这也将间接拉高美国通胀。 

► 行业影响呈现分化。引入边境调节税，进口以及对进口品依赖严重的行业将遭重创，
包括零售、炼油、服装、电子设备等；而主要出口行业将从中受益，包括航空航天、
农产品、出版等（图表 5 和 6）。 

► 带来美元升值压力。对进口增税近 20%加上对出口约 10%的补贴，相当于美元一
次性贬值约 15%。该政策冲击使得美元汇率面临短期升值压力，而随汇率调整，边
境调节对进出口的影响将趋于弱化。 

相比之下，特朗普关税方案反而显得更加温和、直接。首先，即便将进口关税增至 10%，
仍显著低于 20%的边境调节税；其次，出口缴纳减至 15%的企业所得税，但仍不能像在
边境调节下获得免税。更重要地，特朗普税改还是以企业综合收入而非以本地销售为基
础，对美国现行以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的改革不如国会方案激进。特朗普也曾提及“边
境税”，要对那些将生产移出美国、又把产品卖回美国的企业征收 35%的边境税，但只
针对进口而不影响出口，与国会方案并不相同3。就操作而言，特朗普税改更为直接、易
于落实。特朗普也直言，边境调节税“过于复杂”4。当然，白宫和国会最终将如何协调
税改、如何在 WTO 框架下实现直接税的边境调节等问题都还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需要
持续追踪。 

 

 

图表 3: 目前美国进口平均有效关税约为 1.6% 图表 4: 边境调节税将明显推升美国通胀 

  

资料来源：UN Comtrade，中金公司研究部 资料来源：Haver Analytics，中金公司研究部 

 

 

 

                                           
3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ump-bmw-idUSKBN14Z0XY 
4 http://www.wsj.com/articles/trump-warns-on-house-republican-tax-plan-1484613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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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而言，边境调节税带来的冲击可能小于特朗普关税。直接地，在最糟情形下，20%
的边境调节税率要低于特朗普针对中国 45%的惩罚性关税。更需指出的是，中国对美出
口缴纳边境调节税和进口关税在面上并无区别，但在边境调节下，中国直接或间接来自
美国的中间品投入免缴美国税收。由于加工贸易占中国出口比重超过 35%，中国对美出
口的实际税负应低于 20%进口关税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德国、日本等出口附加值高
的贸易伙伴受到的冲击可能相对大些。实际上，中国占美国贸易逆差附加值的比重仅为
30%，远低于中国占美国贸易逆差额面上的 49%（图表 7）。无论美国采用哪种保护性税
收，都将对中国出口产业链上其他新兴经济体（尤其出口依赖度高、产业结构单一、内
需不足的）产生较大影响，而中国经济体量大、市场容量足、产业结构全，应有足够的
回旋余地5。 

从政策现实看，特朗普落实贸易保护可能先以贸易谈判、反倾销、反补贴、提高监管、
加强执法等手段提高非关税壁垒为切入点。美国总统仅在不超过 150 天内可对特定进口
品征收 15%的额外关税，而且提高关税还受限于 WTO 规则。边境调节税从议案到落地
还面临不确定性，周期较长。特朗普就职当天重申要退出 TPP、重新谈判 NAFTA。此外，
新政府可能会在现有 WTO 规则、相关贸易协定以及监管、安全、劳工等标准的执行层面
上加强力度，通过提高技术壁垒实现贸易保护（图表 8）。“贸易战”很可能是场“官司
战”。 

 

 

图表 5: 美国的服装、电子设备等行业严重依赖进口 图表 6: 航空航天、农产品是美国主要出口行业 

  

注：*净进口占国内生产的比例根据 2007 年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出。 
资料来源：BEA，中金公司研究部 

资料来源： UN Comtrade，中金公司研究部 

 

  

                                           
5 请参见我们 1 月 8 日发布的中国宏观专题报告《贸易保护政策对中美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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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美国贸易逆差及附加值的国别分布 图表 8: 中国遭受的反倾销制裁全球第一 

  

注：*2015 年美国贸易逆差项下东亚/东南亚其他包括韩国、香港、台湾、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 
资料来源：Haver Analytics，OECD，中金公司研究部 

资料来源：WTO、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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