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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北美自由贸易区自 １９９４ 年正式成立和运营以来ꎬ
为域内各国经济发展和整体竞争力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然而ꎬ
２０１６ 年美国大选以及特朗普的胜出等一系列事件ꎬ 引起有关墨美

之间是否会继续履行该协定、 重新修订会以何种方式以及在哪些领

域进行等问题ꎬ 由此为北美自贸区未来的发展带来了巨大不确定

性ꎮ 通过分析可以看到ꎬ 北美自贸区成立以来ꎬ 墨西哥出口产品对

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基本没有变化ꎬ 而进口贸易对美国依赖度则下

滑了近 １ / ３ꎮ 同时ꎬ 美国也通过自贸区的优势和区域整体竞争水平

的提高ꎬ 保护了其自身经济利益ꎮ 因此ꎬ 墨美之间停止自由贸易关

系的几率很小ꎬ 而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完善北美自贸区协定ꎬ 继续保

持和进一步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ꎬ 则是两国可能做出的明智之举ꎮ
但在这一过程中ꎬ 墨西哥对美出口以及吸引外国投资两个方面将受

到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ꎬ 投资环境也会因此遭遇一定程度的滑坡ꎬ
对中墨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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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自由贸易区由美国、 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组成ꎬ 自 １９９４ 年正式成立

和运营以来ꎬ 为域内各国经济发展和整体竞争力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２０１６
年美国大选以及特朗普的胜出ꎬ 却为该自贸区的正常健康发展尤其是墨美之

间的贸易关系增添了不少问号ꎮ 由此引起的有关墨美之间是否会继续履行该

协定、 重新修订会以何种方式以及哪些领域会发生改变等问题ꎬ 都为北美自

贸区的未来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ꎮ
就上述问题ꎬ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展开讨论ꎮ 第一ꎬ 北美自贸区建立以来

的墨美双边贸易评估ꎻ 第二ꎬ 北美自贸区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分析ꎻ 第三ꎬ
北美自贸协定完善过程中可能涉及的产业链ꎻ 第四ꎬ 北美自贸区调整期的中

墨双边经贸关系ꎮ 通过分析可以看到ꎬ 北美自贸区成立以来的 ２２ 年里ꎬ 墨西

哥出口产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基本没有变化ꎬ 而进口贸易依赖度则下滑

了近 １ / ３ꎮ 同时ꎬ 美国也通过自贸区的优势和区域整体竞争水平的提高ꎬ 保护

了其自身经济利益ꎮ 因此ꎬ 墨美之间停止自由贸易关系的概率很小ꎬ 而如何

在现有基础上完善自贸协定ꎬ 继续保持和进一步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ꎬ 将极

有可能是两国的明智选择ꎮ 但在这一过程中ꎬ 墨西哥对美出口以及吸引外国

投资两个方面将受到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ꎬ 投资环境也因此会遭遇一定程度

的滑坡ꎬ 同时ꎬ 也将为中墨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和提高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消

极影响ꎮ

一　 北美自贸区建立以来的墨美双边贸易特点与评估

北美自贸区自 １９９４ 年正式成立和运营ꎬ 是由美加墨三国组成的目前世界

最大自由贸易区ꎬ 其成立以来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量得到大幅度上升ꎮ 墨

西哥与美国双边贸易总额由 １９９４ 年的 １０００ 多亿美元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的约 ５０００
亿美元ꎮ 墨西哥对美贸易尤其是对美出口业务飞速增长ꎮ 根据美国商务部发

布的数据ꎬ ２０１５ 年美国货物进口总额超过 ２ ２ 万亿美元ꎬ 其中来自墨西哥的

部分占到 １３ １８％ ꎬ 仅次于中国 (２１ ４９％ )ꎬ 与居第三位的加拿大几乎持平

(１３ １７％ )ꎮ 与此同时还需要看到ꎬ 两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发展并不平衡ꎬ 特

别是相互之间的依存度ꎬ 在此期间发生了较大变化ꎬ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

方面ꎮ
首先ꎬ 尽管美国商务部和墨西哥联邦政府经济部公布的数据存在差距ꎬ

但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ꎬ 即在过去的 ２２ 年时间里ꎬ 墨西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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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双边贸易由之前的相对均衡状态转变为墨方的长期顺差ꎬ 并且顺差数

额越来越大ꎮ 墨西哥经济部公布的数据表明ꎬ ２０１５ 年墨对美贸易顺差为

１２２０ ８９ 亿美元ꎬ 与 １９９５ 年的数据相比增幅累计达 ８６６ ８８％ ꎬ 年平均增长

１２ １３％ ꎮ 其中出口额年均增长 ８ ００％ ꎬ 进口额年均增长 ６ ４１％ ꎮ①

其次ꎬ 中国在 ２００１ 年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成员及美国在

２００８ 年爆发了自二战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ꎬ 对墨美双边贸易产生了较大的影

响ꎮ 分析墨美双边贸易在 １９９３—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这

三个不同阶段的发展形势ꎬ 明显可以看到ꎬ 在中国正式成为 ＷＴＯ 成员国之

前ꎬ 墨美双边贸易保持了大幅增长ꎬ 进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１９ ２８％ 和

１５ ９４％ ꎬ 超过中国与美国同期双边贸易发展速度ꎻ 然而ꎬ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期间ꎬ 墨美双边贸易年均增长率分别只有 ５ ０６％和 ２ ５８％ (见表 １)ꎮ

表 １　 １９９３—２０１５ 年墨美双边贸易年均增长率 (％)

年份
墨西哥经济部数据 美国商务部数据

墨对美出口 墨自美进口 墨对美出口 墨自美进口

１９９３—２０００ １９ ２８ １５ ９４ １９ １３ １５ １１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５ ９２ ２ １６ ５ ９６ ３ ９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５ ０６ ２ ５８ ５ ３３ ５ １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１０ ７８ １０ ６９ ９ ０１ １０ ５９

１９９３—２０１５ ９ ３９ ６ ６５ ８ ４８ ７ ２２

　 　 资料来源: 根据墨西哥经济部和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整理ꎮ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ꎬ 在 ２１ 世纪的头 １５ 年时间里ꎬ 在多种因素影响之下ꎬ
尤其受到来自中国产品的竞争ꎬ 墨西哥对美出口增长速度年均只有 ５ ０６％ ꎬ
只有前期的 １ / ３ 强ꎬ 其在美国进口市场占有率也逐年下降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即中国

加入 ＷＴＯ 之后不久ꎬ 墨西哥便将其美国第二大供应商的位置拱手让与中国产

品 (见表 ２)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ꎬ 墨美双边贸易也没有逃脱

下滑的命运ꎬ 降幅达两位数ꎮ 但当世界其他各国还处于对外贸易下降的困境

时ꎬ 墨美双边贸易却在 ２０１０ 年迅速得到恢复ꎬ 并且此后重新进入一个年均两

位数的高速发展期ꎮ 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也显示了同样的特点ꎮ 正是由于

金融危机后的出色表现ꎬ ２０１５ 年墨西哥产品在美国进口市场的占有率首次超

—８４—

① 需要指出的是ꎬ 由于 １９９４ 年墨美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中ꎬ 墨西哥出现了 ３２ １６ 亿美元的逆

差ꎬ 无法进行比较ꎮ 因此ꎬ 本文使用了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期间数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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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了加拿大ꎮ

表 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美国进口市场主要国家的占比变化 (％)

年份 墨西哥 加拿大 中国

２００１ １１ ５５ １８ ９５ ８ ９６

２００２ １１ ５９ １８ ００ １０ ７８

２００３ １０ ９８ １７ ６３ １２ １３

２００４ １０ ６１ １７ ４４ １３ ３８

２００５ １０ １７ １７ ３５ １４ ５５

２００６ １０ ６９ １６ ３１ １５ ５２

２００７ １０ ７７ １６ ２０ １６ ４３

２００８ １０ ２７ １６ １４ １６ ０６

２００９ １１ ３３ １４ ５１ １９ ００

２０１０ １２ ０２ １４ ５１ １９ ０７

２０１１ １１ ９１ １４ ２８ １８ ０９

２０１２ １２ ２０ １４ ２５ １８ ７０

２０１３ １２ ３７ １４ ６６ １９ ４２

２０１４ １２ ５５ １４ ８２ １９ ８８

２０１５ １３ １８ １３ １７ ２１ ４９

　 　 资料来源: 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整理ꎮ 数据为货物进口额ꎬ 没有经过季节调整ꎮ

最后ꎬ 尽管在北美自贸协定实施的 ２２ 年时间里ꎬ 墨美双边贸易一直处于

增长状态ꎬ 但在进出口两个方面表现出较为突出的差异ꎮ 在墨西哥出口贸易

领域ꎬ 美国市场一直占据主要位置ꎬ 保持着 ８０％以上的比重 (见图 １)ꎮ 而在

墨西哥进口方面ꎬ 美国的重要性则呈现出巨大的变化ꎬ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 年期间ꎬ
美国占墨西哥进口市场份额持续增长并保持在 ７０％以上的高水平ꎻ 自 ２００１ 年

以来这种重要性则日渐衰弱ꎬ 到 ２０１５ 年已降至 ４７ ２６％ ꎮ 同一时期ꎬ 墨西哥

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则形成了进出口同时增长的局面ꎬ 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中国正式

取代日本成为墨西哥的第二大贸易伙伴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在墨西哥进出口两个

市场分别占到了 １７ ７１％和 １ ２８％的份额 (见图 ２)ꎬ 比 １９９３ 年增加了 １７ １２
和 １ １９ 个百分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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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墨西哥与美国双边贸易占墨西哥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 (％)
　 　 资料来源: 根据墨西哥经济部数据整理绘制ꎮ

图 ２　 墨西哥与中国双边贸易占墨西哥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 (％)
　 　 资料来源: 根据墨西哥经济部数据整理绘制ꎮ

　 　 正是由于墨美双边进出口贸易两方面的表现差异ꎬ 即出口方面对美国的

依赖度基本保持相对稳定ꎬ 而在进口贸易方面ꎬ 美国的地位不断下降ꎬ 墨西

哥得以在此期间与美国的双边贸易中持续保持顺差并且数额越来越大ꎮ 需要

指出的是ꎬ 美墨两国之间贸易结构与贸易关系的变化至少反映出了两个方面

的问题: 一是美国工业竞争力的逐渐衰弱ꎻ 二是中国生产力的不断加强及其

国际贸易地位的逐渐提升ꎮ
实际上ꎬ 美国在墨西哥进口市场下滑的 ２２ ０３ 个百分点里ꎬ 中国得到了

其中的 １７ １２ꎬ 占 ７７ ７１％ ꎮ 具体到产业部门ꎬ 中国销售到墨市场的商品中既

有中国传统的出口项目ꎬ 又有新兴高技术产业ꎬ 主要涉及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目录中的第 ８４ 章、 ８５ 章产品ꎬ 包括机器、 电器设备及零部件、 组合机器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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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机ꎻ 通信设备、 影象设备、 电子元器件及照明设备ꎬ 合计占到中国对墨

年度出口总额的 ２ / ３ 以上ꎮ 由于这部分产品主要以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到墨

西哥市场ꎬ 并且其数量在近 １０ 年以来得到大幅度上升ꎬ 使得中墨双边贸易的

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ꎬ 由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前的以消费品为主ꎬ 逐渐转向

以中间品和资本品为主ꎮ 这种变化同时也表明ꎬ 至少在墨西哥国内市场上ꎬ
两国逐渐走向互补性的贸易伙伴关系ꎮ① 对此ꎬ 培尼亚总统曾指出ꎬ 墨西哥不

仅是中国产品的最终消费市场ꎬ 也是中间产品市场ꎬ 即来自中国的许多进口

产品进入当地的产业链ꎬ 并成功地出口到了国际市场ꎮ②

墨美双边进出口贸易两个方面的表现差异并不是偶然现象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随着英美两国主导的自由贸易政策在全球范围的深入实施ꎬ 美国

制造业的竞争力出现不断衰弱趋势ꎬ 大量的生产资本和流水线转向其他新兴

经济体ꎬ 致使美国的对外货物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ꎮ 从这个角度来讲ꎬ 北

美自贸区的建立正是顺应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趋势ꎬ 改善了域内各国的投资

环境和整体竞争力ꎬ 进一步促进了北美地区的经济发展ꎮ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ꎬ
运行 ２０ 多年的北美自贸区需要与时俱进ꎬ 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ꎬ 实现整

个区域的高层次均衡发展ꎮ

二　 北美自贸区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分析

面对美墨贸易关系的发展现状ꎬ 特朗普自参选以来就心存不满ꎮ 他认为ꎬ
北美自贸协定中存在许多不公平和不利于美国经济发展的相关条文ꎬ 他利用

各种渠道并通过多种方式ꎬ 呼吁对其进行修订和完善ꎮ 他胜选上台后的主张

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ꎬ 由此给墨西哥经济发展带来许多不利影响ꎮ 具体表现

在三个方面: 一是非法移民问题ꎬ 二是修筑边境墙的付费问题ꎬ 三是有关北

美自贸区协定的修订ꎮ

—１５—

①

②

尽管墨西哥每年大量进口中国产品带来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不平衡ꎬ 但由于中间产品和

资本品占了贸易总数的 ９３％以上ꎬ 贸易的失衡反而对整体经济产生了有利的影响ꎮ 具体来讲ꎬ 通过获

得来自中国的物美价廉的产品ꎬ 墨西哥得以提高本国产业链的生产能力以及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竞

争力ꎬ 由此带动当地相关产业参与到世界价值链循环之中ꎬ 并为当地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ꎮ 换句话说ꎬ
中墨之间的双边贸易产品结构表明两国逐渐走向互补的贸易伙伴关系ꎮ 参见刘学东: «高铁梦变背后

的中墨双边关系发展»ꎬ 载 «环球财经»ꎬ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５３ － ５９ 页ꎮ
“ＴＬＣ ｃｏ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ａúｎ ｎｏ: Ｐｅñａ Ｎｉｅｔｏ”ꎬ Ｊｕｎｅ ６ꎬ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ｅ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ａ ｃｏｍ ｍｘ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ｓ /

２０１３ / ０６ / ０６ / ｔｌｃ － ｃｈｉｎａ － ａｕｎ － ｎｏ － ｐｅｎａ － ｎｉｅｔｏ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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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 非法移民问题产生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外汇收入上ꎮ 据估计ꎬ 墨西

哥每年的侨汇收入超过 ２００ 亿美元ꎬ 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２ ６％左右ꎬ 与旅游

产业的收入基本持平ꎮ 在微观上ꎬ 它基本上用来支付墨西哥家庭的日常开支ꎻ
在宏观上ꎬ 则被作为应对国际贸易不平衡的手段之一ꎬ 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繁

荣带来巨大的贡献ꎮ 由于美国是墨西哥侨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地ꎬ 如果按照特

朗普竞选主张的那样ꎬ 遣返居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ꎬ 无疑会影响墨西哥的这

部分收入ꎬ 不利于墨西哥的经济发展ꎮ
第二ꎬ 墨美之间的边界线长达 ３２００ 多公里ꎬ 为了控制墨西哥以及中美洲

地区非法移民从陆地进入美国ꎬ 自 １９９４ 年以来迄今已建成有 １１００ 多公里边

界墙ꎮ 可以说ꎬ 特朗普修建边境墙的主张并不是新事物ꎬ 而特殊之处在于ꎬ
要求墨西哥为建墙费用买单ꎮ 面对墨西哥政府坚决否定的态度ꎬ 这一主张实

施起来困难较大ꎬ 所以新总统可能会依据 ２００６ 年小布什时期的有关法案向国

会申请资金ꎮ
第三ꎬ 围绕北美自贸区协定和美国对墨贸易与投资政策ꎬ 特朗普的观

点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ꎮ 首先ꎬ 面对两国之间的贸易现状ꎬ 提出了重启北

美自贸区谈判的要求ꎬ 修订其中不利于美国利益的相关条文ꎻ 其次ꎬ 如果

重新谈判不能成功ꎬ 美国将退出该协定ꎻ 最后ꎬ 一旦美国退出北美自贸区ꎬ
将会自动结束两国之间贸易的零关税ꎬ 从墨西哥进口的产品要征收 ３５％ 的

关税ꎮ
以上三个步骤可以说是紧密相连ꎬ 其主题则是北美自贸区协定要完全

符合美国利益并需要在美国主导下运行ꎬ 否则ꎬ 美国将不再履行自贸区协

定并终止与墨西哥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ꎮ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ꎬ 通过北

美自贸区的建立和 ２０ 多年的实践ꎬ 自贸区内三个国家之间形成了相当高的

关联度ꎬ 对各自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积极作用ꎻ 同时有效抵制了来自域外

国家的竞争ꎬ 保护了成员国自身的产业ꎮ 因此ꎬ 退出自贸区并不符合美国

自身的利益ꎮ
首先ꎬ 如果美国结束与墨西哥之间的自贸协定ꎬ 墨西哥与加拿大之

间、 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自贸协定依然可以单独实施ꎬ 只是墨西哥与美国

之间将不再受制于该协定ꎮ 而一旦墨西哥与美国之间贸易不再受制于北美

自贸区协定ꎬ 作为 ＷＴＯ 成员国ꎬ 它们之间的双边贸易则需要遵守共同

ＷＴＯ 规则ꎮ 属于发达国家的美国需要为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产品提供 ２％ 左

右的优惠关税ꎬ 而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墨西哥则可以对其进口产品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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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２０％ 不等的进口关税ꎮ 所以ꎬ ＷＴＯ 规则将会明显降低美国产品在墨

西哥市场上的竞争力ꎮ 换句话说ꎬ 终止与墨西哥的自贸区协定等于在很大

程度上迫使美国产品退出墨西哥市场ꎬ 加速其在墨西哥进口市场所占份额

的下降趋势ꎮ
另外ꎬ 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问题ꎬ 特朗普主张重启谈判ꎬ 并对其中

许多不利于美国经济发展利益的条款进行修改ꎬ 如果其需求得不到妥善解决ꎬ
则威胁退出该机制ꎮ 但需要指出的是ꎬ 在当今世界贸易总额中ꎬ ５０％ 以上是

在地区自贸协定的框架下进行ꎬ 这种区域合作方式既提高了成员国各自的竞

争力ꎬ 也对整个地区形成了对域外产品竞争的保护ꎬ 进而加强域内各成员国

的整体竞争力ꎮ 因此ꎬ 地区自贸协定方式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使得成员国在对

外贸易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得到很大的好处ꎮ 如果美国终止与墨西哥之间的自

由贸易协定ꎬ 不仅会影响墨西哥的相关利益ꎬ 也不利于整个北美地区竞争力

的提高ꎬ 进而也会影响美国本身的经济利益ꎮ 明显的案例就是汽车产业ꎬ 如

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戈顿汉森 (Ｇｏｒｄｏｎ Ｈａｎｓｏｎ) 认为ꎬ 由于区域内产业的

整合度高ꎬ 一部分低工资就业机会转移到南部国家ꎬ 使得美国汽车产业依然

保留了高达 ８０ 多万的工作岗位ꎮ
基于上述考虑ꎬ 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ꎬ 即美国选择终止与墨西哥

自由贸易关系的可能性很小ꎬ 明智之举是对自贸区协定进行局部修改以使其

更加完善ꎬ 这将会维护墨美两国共同利益ꎬ 继续保持和进一步提升区域竞争

力ꎮ 在此大前提之下ꎬ 考虑到墨西哥出口市场严重依赖美国ꎬ 不仅是其 ８０％
以上出口产品目的地ꎬ 并且也是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ꎬ 任何影响两

国贸易和投资关系正常发展的因素都无疑会产生不确定性并阻碍墨经济发展ꎮ
特别是特朗普对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存在质疑并明确表明了对现状不满的情

况下ꎬ 即现有平衡被打破而新的平衡没有形成之前ꎬ 两国之间的双边经贸关

系将会充满不确定性ꎬ 进而不利于正常的投资规划和实施ꎬ 影响经济正常发

展ꎮ 具体来讲ꎬ 这种不确定性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ꎮ 第一ꎬ 尽管墨美之间终

止自贸协定的概率很小ꎬ 但其对墨西哥经济影响波及面广并且程度很深ꎻ 第

二ꎬ 如果重启谈判以全面修订方式进行ꎬ 则将会加长达成协议的谈判时间ꎻ
第三ꎬ 即使选择对现有自贸协定进行部分调整ꎬ 也会出现涉及哪些领域与具

体修改内容的不确定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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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北美自贸区协定修改可能涉及的产业链

前面指出ꎬ 墨美两国围绕北美自贸区协定有关内容进行局部性的重新谈

判和修订ꎬ 将可能是两国维护共同利益并继续保持和进一步提升地区竞争力

所做出的明智之举ꎮ 而在具体产业部门的选择上ꎬ 很有可能涉及国际贸易标

准分类目录中 (ＳＩＴＣ) 第 ８４ 章、 第 ８５ 章和第 ８７ 章所包含内容ꎮ
从整体来看ꎬ 北美自贸区协定的三个参与国都不同程度获得了经济利益ꎬ

对美国来讲ꎬ 该协定意味着 ２０００ 亿美元经济发展和 ６００ 万就业机会ꎬ 而对墨

西哥来讲ꎬ 则代表着每年接近 １８００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对美国顺差 １２００ 亿

美元ꎬ 对加拿大顺差 ６００ 亿美元左右)ꎮ 具体到不同产业部门ꎬ 有的国家可能

受益少一些ꎬ 所承担的损失较大ꎮ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提出的重塑美国制造业

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ꎬ 主要重点围绕在汽车产业ꎮ
在北美自贸区协定的刺激之下ꎬ 原本基地在芝加哥的通用、 克莱斯勒和福

特三大汽车生产巨头将部分组装车间移到了墨西哥ꎬ 给美国当地经济和就业造

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失ꎻ 而墨西哥则在这一协定之下充分利用了自身的优势 (如
劳工成本低廉、 工人熟练程度高等)ꎬ 与日本、 巴西和欧盟各国签署自贸协定ꎬ
使其汽车产业取得了快速发展ꎮ 根据墨西哥汽车产业联合会 (ＡＭＩＡ) 估计ꎬ
２０１５ 年美国汽车产业链所创造的全部就业机会中ꎬ ４０％已经落户墨西哥ꎬ 高

图 ３　 墨西哥汽车产业出口情况 (２０１６ 年)
资料来源: 根据墨西哥汽车产业联合会 (ＡＭＩＡ) 数据绘制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ｍｉａ ｃｏｍ ｍｘ /  [２０１７ －

０１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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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３ 个百分点ꎮ 另外ꎬ 墨西哥每年的总出口额中ꎬ ３７ ２％属于汽车零

配件和整车出口产业 (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 ８７ 章)ꎬ 其中通用、 克莱斯勒和

福特分别贡献 ２０ ０％ 、 １３ １％和 １１ ６％ ꎬ 三家合计 ４４ ７％ (见图 ３)ꎮ
除了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 ８７ 章所涉及的汽车产业ꎬ 第 ８４ 和 ８５ 章也是墨

西哥对美出口的主要产品ꎬ 根据 ２０１５ 年墨西哥经济部提供的数据ꎬ 它们分别

占其所属产业部门对外贸易总额的 ８７ ３８％ 和 ８８ ０１％ ꎬ 高于同期全国水平

(８１ １５％ ) 和汽车产业 (８４ ０６％ )ꎮ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ꎬ 在每年墨美双边贸

易中ꎬ 这三个部门 (第 ８４、 ８５ 章和第 ８７ 章产品) 占到了全国的一半以上ꎬ
其中出口 ６０ ５６％ ꎬ 进口 ４８ １６％ ꎮ 在 ２０１５ 年ꎬ 它们为墨西哥所产生的贸易顺

差分别为 ２４２ ６２ 亿、 ４８１ ３１ 亿和 ５５７ ６５ 亿美元ꎬ 合计达 １２８１ ５８ 亿美元ꎬ
超过当年墨美双边贸易顺差额 (１２２０ ８９ 亿美元)ꎮ

另外ꎬ 与墨西哥整个外贸形势相似ꎬ 这三个部门所包含的产品在出口方

面同美国紧密连接ꎬ 整合度高于平均水平ꎬ 但在进口方面却表现出较大的反

差ꎬ 尤其是第 ８４ 和 ８５ 两章ꎮ 汽车产业在进出口两个方面与美国都有较高的

依赖度ꎬ 其中原因可能与北美自贸区协定中有关原产地条约有关ꎬ 即在汽车

产业价值链中所涉及的产品ꎬ 尤其是整车的相互贸易中ꎬ 自贸区内部零配件

的最低要求不能少于 ６２ ５％ ꎮ 根据 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ꎬ 在所研究的产品部门中ꎬ
只有汽车产业与美国的整合度超过全国平均值ꎬ 而第 ８４ 和 ８５ 章产品都低于

该水平 (见图 ４)ꎮ
图 ４ 反映了墨美双边贸易的共同特点ꎮ 一方面ꎬ 墨西哥的出口严重依靠

美国市场ꎻ 另一方面ꎬ 墨西哥的进口却出现了向多边化发展的趋势ꎮ 在分析

的 １３ 年里ꎬ 美国产品在墨西哥第 ８４ 章进口市场所占比重由 ４９ ７８％下降到了

３９ ６１％ ꎬ ２０１６ 年前 ９ 个月的累计数据进一步减至 ３８ １８％ ꎬ 共失去了 １１ ６ 个

百分点的市场份额ꎮ 相反ꎬ 中国产品比重则上升了 １２ ８８ 个百分点ꎬ 达到

２４ １０％ ꎬ 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３８ ５６ 个百分点减至 １４ ０８ 个百

分点ꎮ
在第 ８５ 章产品中ꎬ 中国的产品竞争优势显得更为强大ꎬ ２００９ 年就已经取

代美国而成为墨西哥在这一产业链中的首要供应国ꎮ 此后这一地位进一步加

强ꎬ 至 ２０１６ 年的第三季度ꎬ 来自中国的产品在墨西哥进口市场的占有率达到

了 ３４ ５０％ ꎬ 比美国高出 ８ ８８ 个百分点ꎬ 与在 ２００３ 年美国比中国多 ４８ ６２ 个

百分点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反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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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 ａ　 第 ８４ 章出口产品结构　 图 ４ － ｂ 第 ８４ 章进口产品结构

图 ４ － ｃ　 第 ８５ 章出口产品结构　 图 ４ － ｄ 第 ８５ 章进口产品结构

图 ４ － ｅ　 第 ８７ 章出口产品结构　 图 ４ － ｆ　 第 ８７ 章进口产品结构

图 ４　 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ＳＩＴＣ) 第 ８４ 章、 第 ８５ 章、 第 ８７ 章进出口产品结构

资料来源: 根据墨西哥经济部数据整理绘制ꎮ

在汽车产业ꎬ 由于受到原产地限制ꎬ 墨西哥与美国双边贸易结构变化不

大ꎬ 远远小于其他两个产业链的波动幅度ꎬ 出口方面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降

低了 ５ ２２ 个百分点ꎬ 进口则减少了 ８ ７７ 个百分点ꎬ 但区域内贸易一直占据

着主导地位ꎮ
上述三个产业链所涉及的产品对墨西哥和美国都具有重大意义ꎬ 自贸区

的重启谈判很有可能将围绕着其中所涉及的产品展开ꎮ 对美国来讲ꎬ 与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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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每年双边贸易所产生的逆差基本上来自这些部门ꎮ 另外ꎬ 墨西哥对美国进

口产品的减少并没有相应降低其对美国的出口依赖度ꎬ 因此美国产业外迁ꎬ
生产基地逐渐转移到了新兴经济体国家如墨西哥、 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国ꎬ 必

然导致美国许多工厂关闭和当地就业机会减少ꎮ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ꎬ 从美国

的产业结构来讲ꎬ 随着制造业的萎缩ꎬ 第二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

不断下降ꎮ 因此ꎬ 特朗普提出的重振制造业并由此夺回流出的就业机会ꎬ 其

本身可以调整的空间极为有限ꎬ 大多数部门重新迁回美国的概率更是甚微ꎮ
相对来讲ꎬ 本文所涉及的三个产业链ꎬ 尤其是汽车产业链ꎬ 美国在技术、 资

金和规模等方面依然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ꎬ 美国新总统有所作为的空间相对

较大一些ꎮ
同时ꎬ 如同前面所提到的ꎬ 美国大选结果对墨美两国双边贸易和投资方

面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因素ꎬ 将会在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两个领域影响经济

的正常发展ꎮ 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因素来自于全球目前最大经济体并且是墨西

哥 ８０％的出口产品市场ꎬ 因此ꎬ 这些不确定性因素所产生的后果往往会在实

际中被放大ꎮ 它至少可以部分地阻止美国资本进入墨西哥市场ꎬ 从而防止美

国就业机会的流失ꎮ 同时ꎬ 也可以为美国新政府提供巨大的回旋余地ꎬ 与那

些持有外迁计划的企业进行有效交流ꎬ 使其放弃离开美国本土的打算ꎬ 同时

可能会让那些观望者打消企图ꎮ 从目前情况看ꎬ 特朗普这一策略的实施已经

获得了局部成功ꎬ 譬如福特汽车公司与特朗普达成协议ꎬ 取消了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宣布的在墨西哥投资 １６ 亿美元的计划ꎬ 将林肯汽车系列生产线留在美国ꎮ 另

外ꎬ 全球目前最大的暖通空调和冷冻设备供应商开利公司 (Ｃａｒｒｉｅｒ) 也与特

朗普达成协议ꎬ 放弃其已经做出的外迁计划ꎮ 该计划如果落地墨西哥蒙特雷

市ꎬ 可以为当地带来 １４００ 多人的就业机会ꎮ 不仅如此ꎬ 不确定因素也可以使

其他国家投资者处于观望等待之中ꎬ 阻碍墨西哥当地产业部门与其他国家的

产业链结合ꎬ 影响墨西哥当地生产以及对美国市场的出口ꎮ 其最终结果无疑

不利于墨西哥的经济发展ꎬ 并对全球贸易和繁荣带来消极影响ꎮ
实际上ꎬ 美国大选结果使得墨西哥投资环境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产生了巨

大的不确定性ꎬ 目前不少的计划预定投资项目处于停滞状态ꎬ 许多机构纷纷

下调墨西哥经济发展预期ꎬ 政府预期的 ２ ６％ ~ ３ ６％ 增速将很难实现ꎮ 墨西

哥财政部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的经济分析报告将 ２０１６ 年的经济发展速度由预期水平调

低到 ２ ２％ ~３ ２％ ꎬ ９ 月份的报告又将经济增速预期降至２ ０％ ~ ２ ６％ ꎮ 另

外ꎬ 墨西哥中央银行在 １１ 月底的经济前景预测中将本年度的发展速度预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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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的 ２ ５％ ~３ ５％降至 ２ ０％ ~ ３ ０％ ꎮ 不仅如此ꎬ 国际信用评价机构穆迪

在同期的报告中也减低了墨西哥的经济发展预期ꎬ 将原来的 ２０１７ 年预期增长

速度由 ２ ０％ ~３ ０％调整为 １ ９％ ꎮ① 而墨西哥私人部门则认为 ２０１７ 年墨经

济发展速度将只有 １ ５％ ꎬ 而不是政府预测的 ２ ５％ ꎮ
因此ꎬ 面对美国新政府提出的重新修订北美自贸区协定的要求ꎬ 墨西哥

首先需要做好准备ꎬ 特别是在有关第 ８４、 ８５ 章以及第 ８７ 章所涉及的产业链ꎬ
应对随时可能重启的自贸区谈判ꎬ 并且争取在最短时间内达成协议ꎮ 这样可

以消除墨美双边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不确定性因素ꎬ 使经济发展重新回到正常

的渠道ꎮ 对此ꎬ 墨西哥政府充满信心ꎬ 各政府部门不仅拥有一批训练有素、
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ꎬ 而且还具备充实的基础ꎮ② 与此同时ꎬ 墨西哥应加快实

施各领域结构改革ꎬ 争取在短期内使得改革的成果得到发挥ꎬ 尽早获得改革

红利ꎮ 另外ꎬ 本次美国大选结果也为墨西哥各个层次和领域再一次敲响警钟ꎬ
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其外贸和投资合作领域多元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ꎬ 降低对

美国在这些方面的依赖度ꎮ 最后ꎬ 墨西哥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ꎬ 如

同墨总统在最近的述职报告中所讲ꎬ 在未来两年中墨西哥各部门和政党应该

团结一致ꎬ 尽所有可能减少和避免特朗普在其任期内可能对墨西哥经济发展

带来的负面影响ꎮ

四　 北美自贸区协定重新谈判与中国外贸发展展望

墨美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的不确定性将会在墨西哥对美出口以及吸引美

国投资两个方面产生不利影响ꎬ 而这种不确定性也很有可能对中墨贸易带来

消极作用ꎮ
首先ꎬ 在所分析的三章产业链中ꎬ 尤其是第 ８４ 章和第 ８５ 章所涉及的产

业链ꎬ 中墨之间已经形成了很高程度上的互补关系ꎮ 对此ꎬ 需要充分认识如

下三点ꎮ 第一ꎬ 墨西哥对中国进口产品的依赖度呈上升趋势ꎮ 第 ８４ 章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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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从中国进口产品在墨西哥进口市场的占有率不断上升ꎬ 已经达到 ２４ １０％ ꎻ
在第 ８５ 章产品中ꎬ 中国出口到墨西哥市场的产品占据着主要位置ꎬ １ / ３ 以上

来自中国ꎮ 第二ꎬ 这两个领域的产品出口ꎬ 墨西哥对美国的依赖度则远远高

于其整体水平ꎬ 分别为 ８７ ３８％ 和 ８８ ０１％ ꎬ 每年为墨西哥对美贸易带来近

６０％的顺差ꎮ 第三ꎬ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ꎬ 从中国进口的相关产品大部分以中

间品和资本品方式进入墨西哥当地的产业链ꎬ 经过加工之后重新进入国际市

场尤其是美国市场ꎮ 因此ꎬ 中墨两国在这两个产业链之间建立起来的外贸互

补关系无疑是基于共同的美国市场ꎬ 如果墨西哥在这方面得不到发展ꎬ 那么

与中国的贸易互补关系与进一步合作就失去了基础ꎮ 尽管如同上面所述ꎬ 美

国在这方面的调整空间可能有限ꎬ 但墨美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不确定性持续

时间越久ꎬ 将越会影响墨西哥的投资增长和对美出口ꎬ 从而也会影响中墨双

边外贸互补关系的进一步提升ꎮ
其次ꎬ 在汽车产业方面ꎬ 由于受到北美自贸区原产地规则的影响ꎬ 中国

与墨西哥的合作程度并不高ꎮ 围绕北美自贸区谈判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尽管可

能影响美国在墨西哥的投资与合作ꎬ 但也不会为中国汽车产业进入北美市场

带来积极作用ꎮ 即使美国退出自贸区并终止与墨西哥的自贸关系ꎬ 为了保护

其自身利益ꎬ 美国也不会让中国产品大量占领其国内市场ꎻ 另外ꎬ 即使失去

自贸协定的保护ꎬ 墨西哥汽车产业的竞争优势也不容忽视ꎬ 在美国市场同等

条件下的竞争并不会在性价比方面逊色于中国产品ꎮ 从长远来看ꎬ 面对墨西

哥产品在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越南等国市场上与中国的竞争ꎬ 一

旦这些国家与墨西哥达成自由贸易协定ꎬ 将会加大对中国产品出口的威胁ꎮ
最后ꎬ 不管墨美两国是否可以在短期内实现接触并在双边贸易和投资等

方面进行充分交流ꎬ 在此基础上就北美自贸区修订达成新的协议都将给墨西

哥的投资环境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ꎮ 同时ꎬ 墨美双边贸易特别是墨对美的出

口贸易则会进入一个低速增长时期ꎮ 这些因素必然会导致墨对中国产品的整

体需求减少ꎬ 进一步影响中墨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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