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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为

由，指责中国利用贸易抢夺美国本土就业机会

和经济利润，并对价值 2000 亿美元的中国进口

商品加征关税。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在国际

贸易中承担了与自身经济收益不对等的环境成

本，在全球产业链中，美国等发达国家依仗其

发达的技术、完备的产业链及成熟的管理模式，

将高能耗的前端制造业“外包”至生产成本较

低、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较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

造成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由于生产国际贸易商品

而产生的污染物转移，实际上是美国等发达国

家利用技术、资本等优势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的“环境剥削”。从这个角度上讲，发达国家

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负有

经济和道义责任。而从中国自身发展的角度，

需要促进产业升级和能源结构调整，增加产品

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并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

和海外投资构建全球产业生态系统，促进全球

可持续发展。

在 全 球 贸 易 背 景

下，产品的生产、组装、

运输和销售跨越多个部

门和地区，势必造成经

济收益和环境、劳动力

成本等在时空分布上的

显著差异。一个产品的

全球产业链中，其前端的原材料开采和初级制造

过程往往聚集更多劳动力、资源投入，给环境污

染造成更大影响，而经济收益却相对较低。发达

国家和地区通过利用资本、技术等的优势，将前

端制造业“外包”至较不发达地区，从而形成对

较不发达地区的污染物转移。同时，处于产业链

前端的制造业落后地区，亦会被劳动和资源密集

型的生产模式“锁定”，成为发达地区的“污染

物避难所”。由于难以摆脱高污染的发展模式，

落后地区往往会引发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掉入

所谓的“可持续发展陷阱”。

苹果手机产业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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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装和主要零件制造都在中国，中国承担了

苹果手机生产的几乎 100% 的环境影响。然而根

据克雷默（Kraemer）一文的研究，中国大陆在

iPhone 全球产业链中的利润仅有 1.8%。

除了 iPhone 这样的终端产品，我们先前发

表于《自然—气候变化》的论文研究发现，中国

在原材料制品和初级生产品中所获取的利润也与

其付出的资源环境消耗不对等。例如，我们对主

要工业产品生命周期过程中的单位产品产量的二

氧化碳排放进行量化，发现相对于欧盟平均水平，

中国在玻璃、钢、铁、铝等工业材料的生产过程

中，单位产品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是欧盟的数倍

之多，而大多数中国工业产品单价都低于欧美国

家。换言之，在获得相同经济收益的前提下，中

国将付出数倍于其他国家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国际贸易背景下，中国

生产供发达国家消费的商品所产生的碳排放高达

17 亿吨二氧化碳，占自身工业排放总量的四分之

一；并且，中国出口产品的碳排放强度（单位价

值产品的碳排放）是进口产品的 8 倍之多。在贵

州、宁夏和内蒙古等能源输出大省，生产相同价

值产品所造成的单位碳排放是其进口产品的 30

倍以上。与中国极高的出口碳排放强度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出口产

品的碳排放强度与进口产品相当甚至更低。

这种贸易进出口中的资源与环境损耗差异，

在宏观上形成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

污染转移。以二氧化碳排放为例，中国是全世

界被转移碳排放最高的国家。2013 年，中国由

于国际贸易而被发达国家“转移”至中国的隐

含碳排放总量，大于日本全年的碳排放总量，

相当于全球排放量第五位的国家。在中国出口

贸易中，西方发达国家是主要消费国。其中，

美国消费占中国被转移的碳排放的 24%，欧盟

国家和日本分别占中国被转移的碳排放的 25% 

和 10%。与之相对应，美国通过国际贸易转移

了 9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至其他国家，是世界转

移碳排放最多的国家。

 

图 2 国际贸易下发达国家转移到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高达 17 亿

吨，引自：Liu et al., Nature Climate Change 6 (2), 201-

206.

国际贸易下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转移，不

仅抬高了制造业生产国的资源环境代价，更进一

图 1 2010 年 iPhone 手机产业链的全球利润分布（根据克雷
默等，福布斯报告《捕捉苹果全球供应网络利润》）

表 1 单位产品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吨二氧化碳 / 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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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造成当地居民的健康损失。作为全球制造业中

心，中国制造业密集地区恰恰又是人口集中地区。

2017 年，我们团队参与合作发表于《自然》的论

文（Zhang et al., Nature, 2017）表明，中国作为

全球受大气污染物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每年有

上百万人受大气污染物影响而过早死亡。其中，

有 10 万人过早死亡与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全球贸

易对中国的污染物转移有关联。

 

图 3 《经济学人》杂志报道我们合作发表于《自然》杂志的《全
球污染与贸易的跨区域影响》一文的结果，中国是全球贸易下健
康损失最严重的国家，美国则是通过贸易转移（避免）本国健康
损失最多的国家。

一方面，中国需要

进一步加大创新投入，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

进 产 业 进 一 步 升 级 调

整，增加产品技术含量、

附 加 价 值 和 国 际 竞 争

力，最终实现创新驱动

的可持续发展。目前，

中国制造业单位产品的研发投入仍远低于发达国

家。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制造业产品附加

价值，才能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缩小与发达国家

的成本收益。例如，中美贸易中，美国对中国出

口最多的是航空航天器材 （如波音飞机等），占

2017 年总出口商品的 12.5%；而中国对美国出口

最多的是电子设备及零件，占 2017 年总出口的

29.1%。如何提升中国制造业等级，提高生产航天

器材、芯片等高端制造业产品的关键能力，是在

全球贸易背景下中国取得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图 4 中国出口美国产品（桔黄色）和美国出口中国产品（蓝色）
的单位碳排放产值（GDP/CO2, 横坐标）和单位碳排放的研发
投入（R&D/CO2，纵坐标）的对比。从中美产品对比可知，
美国出口至中国的产品在高研发投入基础上实现了较高产值，从
而有效降低了环境影响。美国出口的一些典型产品，例如航空航
天器材等，具有极高的产品附加值。而中国出口的矿物制品等虽
然研发投入少，但附加值也较低。未来中国要从左下角的低研发
投入、低附加值的制造业，逐渐升级至右上角的高技术含量、高
附加值的制造业。

另一方面，中国应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等

战略机遇，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构建全球产

业生态系统。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特有的资源优势。

通过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形成更广泛的产

业生态系统，可以实现资源禀赋和人力投入的优

化配置。同时，将制造业部门分散于不同国家和

地区，有利于避免污染物集中于人口密集地区，

可以降低人口密集地区的环境影响和健康损失。

建设跨区域、跨产业的资源利用和回收系统，也

将为消除全球贸易背景下的污染物转移、解决全

球环境问题提供可行之道。中国需要在政策、技

术、市场的综合作用下，实现创新驱动产业的竞

争力持续提高。

如 何应 对全

球贸易 造 成

的可持 续 发

展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