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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老化的第三大人口国

美国人口—世界第三大人口国

• 截至2019年美国的人口数量约为3.3亿。尽管美
国的人口只相当于我国的23.6%，但千万不要以
为美国是一个人口小国。

• 事实上美国的人口规模在全球两百多个国家和
地区中就仅次于中国和印度。

• 如今全球人口数量排名前十的国家是中国、印
度、美国、印尼、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亚、
孟加拉国、俄罗斯、墨西哥。美国是其中唯一
的发达国家，所以完全没其他九个发展中大国
人口多、底子薄的特点。在全球人口数量排名
前二十的国家中除美国之外还有日本、德国、
法国三个发达国家，然而美国的人口是日本的
2.6倍、德国的4倍、法国的5倍。

4

2019年世界前十大人口国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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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2021年创历史最低纪录

5

2021年人口增加39.27万，增长率0.1%，为美国
建国以来最低（中国2021年为0.3%）

移民占人口增长的62%

总人口变动：39.27万

净移民：24.46万

自然增长：14.8万

死亡率及出生率

6

每十万人死亡率 15-44岁女性生育率（每千人）

At 1,041 people per 100,000, 2021’s death rate 

exceeded any year since 1943, the second year of the 

country’s engagement in World War II. 

2021年每十万人死亡率为1041，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
年（1943年）美国参战以来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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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年龄结构及所处家庭状况

7

人口正在老化，越来越多的人独居 自1980年以来，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从11%增加到17%。3700

万人口独居，占所有家庭28%，1980年独居家庭占比为23%

按年龄组分类的人口 按家庭类型分类的人口状况
（占家庭数的百分比）

单亲家庭

已婚双亲家庭

单身，无孩
（独居）

已婚无孩

其他家庭
其他非家庭

The population is getting older and more 

people are living alone. 

Since 1980, people 65 and older have increased from 11% to 17%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Thirty-seven million people in the US live alone — that’s 28% of all 

households, up from 23% in 1980.

美国人口老龄化趋势

8

2021年：17.03%

2019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高达
5410万，到2040年将达到8080万。

2021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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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口种族构成

9

按种族/族裔分类的人口比例

白人

拉丁裔

黑人
亚裔

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土著

拉丁裔

白人

黑人

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土著

两个或以上种族

太平洋岛国人

按种族/族裔分类的人口增减：2010-2020年

10

就业：非农就业与年轻人高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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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非农业人口就业情况

11

Source: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fred.stlouisfed.org

Employment-Population Ratio

就业与人口比率

All Employees, Total Nonfarm

所有就业，非农业总数

2022年7月8日更新数据：截止2022年6月美国非农就业总数为 1.52亿 2022年7月8日更新数据：截止2022年6月美国就业率为59.9%

美国失业率走势：1948年1月—2022年6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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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1991-2021年平均失业时间（周）

13

Average duration of un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990 to 2021(in weeks)

2022年6月按行业和职业分类的失业率

14

Unemployment r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industry and class of worker in June 2022
2022年6月美国按行业和工人阶层分类的失业率

Unemployment r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June 2022, by 
occupation
2022年6月美国按职业分类的失业率

休闲及酒店服务业

农业及相关私人工资和薪金工作者

批发及零售业

运输及公共事业

建筑业
平均失业率 3.6%

专业及商务服务业

教育及卫生服务业

信息业

政府雇员

制造业

个体劳动者、非公司及无报酬家庭工作者

其他服务业

金融理财业

采矿、采石、油气发掘业

平均失业率 3.6%

农、渔、林职业

运输及物流职业

服务职业

建筑及挖掘职业

销售及相关职业

生产职业

办公室及行政支持职业

安装、维护及修理职业

专业及相关职业

管理、商务及金融运营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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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新失业率数据

15

2021年6月-2022年6月失业人数

Monthly number of job losers in the U.S. from 
June 2021 to June 2022(in millions, adjusted)

失业率最高的大学专业

国际商务

月度16-24岁青年人失业率

美国年轻人失业率

16

Monthly youth (16-24) unemployment r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June 2021 to June 
2022(seasonally adjusted)

年轻人失业：一个全球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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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雇员人数超过制造业就业人数

美国政府雇员增长1939年1月-2022年6月

18

2022年6月：2221.5万

美国政府部门的就业趋势一直呈上升趋势，吃“政
府饭”的美国政府雇员到2022年6月达222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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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变动走势

19

截止2022年6月，美国联邦政府雇员285.3万人

美国政府雇员：联邦与州、地方政府对比

20

联邦政府（文职） 州和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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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业就业走势

21

制造业就业自50年代末开始下降，截止2022年6月，美国制造业
就业人口为1279.7万人

美国政府就业人数超过制造业就业

22

抱怨美国政府雇员超过制造业就业由来已久，美国“小政府大市场”的说法其实是个“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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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债务与庞大的政府

庞大的美国政府构架：联邦、州、县、市、镇和特别区（包括校区）

24

50个州政府

90075个地方政府

县政府 3031个

市政府 19495个
镇政府 16253个

独立校区政府 12754个

其他特别区政府 38542个

上述政府是普遍意义上的政府
共计：38779个



2022/7/24

13

美国联邦及地方政府合并收入与支出（2019）

25

收入与支出差：-9480亿美元，几乎接近当年军费、退伍军人津贴和对外援助的总额。

美国联邦债务及构成（2021年）

26

美国国债2021年增长到28.4万亿美元，债务负担率为126.98%。2022年7月美国国债已经达到30.56万亿美元。

在2020年和2021年，美国两任领导人大手一挥，各发了3万亿美元和2.8万以美元，直接将美国债
务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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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债务负担

27

2020年联邦赤字为3.132万亿美元，2021年为3万亿美元，美国人均债务9.2万美元，每个纳税人债务负担24.3万美元。2022年6月美国
联邦赤字已达23.9万亿美元。

美国国债走在不可持续的道路上

不少机构预测2022年美国GDP将达到25万亿美元，仅利息（约为7792亿美元）占GDP比重就达到
了3.1%，如果美国经济增速不能达到这个水平，那经济增长的部分基本都被利息吃掉了，这是很危
险的状况。

28

美国经济显现衰退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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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GDP增长：2021年5.7%

29

《华尔街日报》在14日的报道中称，美国总统拜登两次公开表示，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速可能超过中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显示，2022年美国GDP增速为2.3%，已经低于中国上半年经济表现，而下半年
中国的经济发展肯定比上半年要快，美国全年GDP增速不可能高于中国。

2022年一季度美国GDP下降1.6%

3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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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一季度美国按行业组对GDP的贡献

31

32

消费者债务和通胀双重压力下的第一大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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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021年人均GDP

33

美国的经济总量规模是全球第一，但美国的人均富裕程度并非世界第一。2020年世界排名第七。

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

34

美国零售总额 1992-2021年 （单位：10亿美元）
Total retail sa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992 to 2021(in billion U.S. dollars)

2021年零售总额
6.59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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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一大货物进口国：1987-2021年

35

U.S. imports of trade goods from all countries from 1987 to 2021(in billion U.S. dollars)
2021年美国进口总额达2.83万亿美元

美国消费者债务负担沉重：住房债务和非住房债务

36

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人也高度依赖债务，甚至欠债上瘾，
形成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习惯。据美联储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国消
费者债务接近创纪录的16 万亿美元。2021年第四季度美国消费
者债务的增长率也是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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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调查：近一半人拿不出400美元应急

• 据美联储2020年7月的调查，接近一半接受调查
的美国人（46%）说他们从银行账户里拿不出
400美元来支付应急需要。另外38%的受访者说
他们可以用信用卡支付，并在下一个账单里完全
支付。

• 同时，37%的受访者报告说他们的“日子过得舒
服 “living comfortably,” 40%说他们”日子过得还
不错“ “doing okay,” 17% 说他们”日子勉强过得
去“ “just getting by,” 6% 说他们的”日子难过
““finding it difficult to get by.”

37

The Fed - Appendix B: Consumer Responses to Survey Questions (federalreserve.gov)

消费者面临美国通胀压力：消费者价格指数2022年6月9.1%

38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publications/2020-update-supplemental-appendixes-report-economic-well-being-us-households-appendix-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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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22年6月前12个月的城镇CPI变化：按消费类别

39

消费者信心受到打压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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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零售市场及消费者偏好

美国零售业增长率

42

• 2020年零售业对美国GDP的贡献率是5.7%。
• 零售就业占美国就业25.8%，4人中有一位从事

零售
• 零售业有104.5万个实体店，线上零售商有180

万个

• 2020-2021年，实体店零售从3.1%增长到
19.4%。

• 有研究认为，线上零售销售2017-2025间的复合
年增长率为13.5%

• 实体店销售仍占零售总销售的87%左右，有预
测认为到2024年会降至72%（线上零售份额上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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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前十位的零售连锁店

43

消费者偏好—线下购买偏好仍然较高

44

•76%的人偏好去实体店进行假期采购，即便是假期已过，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去进店买礼物，在疫情期间
也是这样。
76% of people prefer to go to a physical store for holiday shopping.

While the holidays have passed, most people still prefer shopping in-store for gifts, even during the pandemic.

•到2024年，实体店销售预期还能达到美国零售总额的72%。虽然电子商务流行，实体店仍然强劲。
虽然72%比87%喜欢通过电子商务购买要少，但仍然是大多数。
Physical stores are still expected to account for 72% of all U.S. retail sales by 2024.
Despite the popularity of e-commerce, brick-and-mortar stores are still going strong. While 72% is less than the current 87%, it’s still the 
considerable majority.

•2020-2021年间，美国消费者在实体店花费的时间和金钱多出11%。电子商务由于新冠疫情在2020

年开始火起来，使用实体店和在实体店的花费增长一直是稳定的。很清楚，消费者还是很期待回归到“人对
人”的购物环境。
Between 2020-2021, U.S. consumers spend 11% more time and money in brick-and-mortar stores.
•While e-commerce did take off in 2020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re has been a steady increase in the use of and amount spent at physical 
retail stores. It’s clear that consumers are eager to return to a more in-person version of shopping.

•2022年94%的消费者去过实体店购物。虽然口罩、疫苗倍受争议，大多数美国人想回到面对面的购物，只有6%

的人是严格的线上购物者。
As of 2022, 94% of consumers have returned to shopping at physical stores.
•While masks and vaccines might be a hot debate, it’s clear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Americans want to return to 
shopping in person. In fact, only 6% remain strictly online shop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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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消费者分类

45

#Silent and Older（老去的沉默世代）：
1946年以前出生（2020年占人口比例
9%）
#Boomer（婴儿潮世代）：1946-1964
年之间出生（2020年占人口比例28%）
#Gen X（X世代）：1965-1980年之间
出生（2020年占人口比例25%）
#Millenial（千禧年世代，又称Y世代）：
1981-1996年之间出生（2020年占人口
比例27%）
#Gen Z（Z世代）：1996年以后出生
（2020年占人口比例10%）

线上购物的年龄分布及亚马逊的市场份额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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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制造业及实力体系

美国制造业

48

Manufacturing in Brief

• 2020年, 制造业为美国GDP贡献了2.27万亿美元，占美国GDP%10.8%。
• 2019年, 美国制造业进口了14.7%的中间产品及服务，导致美国制造业产出10.7%是外国产地。U.S. 

manufacturing imported 14.7 % of its intermediate goods/services, resulting in 10.7 % of the output 

being of foreign origin.

•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的10%左右。
•美国制造业构成对环境影响的76.6%  

•美国制造业平均薪水比私人产业薪资高10.2% 

•美国制造业产值位居中国之后位居第二。
•2019年1月至2020年4月，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了12.4% 

•美国有29.28家工厂，绝大多数的工厂（26.8万家）雇佣99名或以下员工。846家企业雇佣人数找过一千
以上。



2022/7/24

25

美国劳工生产率下降

49

• 2019-2020年，劳动生产率按5年复合年增长
率计算，下降了-0.5%。

• 按多要素生产率计算，下降了0.8%

据CNN2021年12月7日报道，2021年第三季
度美国劳动生产率下降至1960年以来的最大
幅度—5.2%。1960年，美国劳动生产率下
降了6.1%。

与此同时，单位劳动力薪酬年率却上涨了
9.6%，相当于小时薪酬增加了3%。

究其原因是：1、就业复苏导致工作时间加
长；2）雇主竞争招工导致薪酬上升，但生
产率并没有提高；3）新冠疫情变异毒株使
经济活动放慢。

美国在16类制造产业中有7类排名世界第一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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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竞争力指数变化

51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发布的2021版全球64个主要国家和经济体的竞争力排名。美国排
名第十位。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指数则把美国排名为第二。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Rankings for 20 factors for the U.S.: Lower is 

Better (i.e., a Rank of 1 is Better than a Rank of 60)

美国
实力体系

全球的
金融中心巨大的

消费市场
美元霸权

全球科技
领先地位

国内法霸权

领先教育
优势

较高的劳动生
产率

军费支出/先
进的军事力量

自然环境和
丰富资源

美国仍是“超级大国”，有难以替代的实力体系

52

全球军事
存在

全球支付
体系

国际影
响力

价值同盟
体系

国际组织

规则制定

科技霸权

长臂管辖/
二级制裁

军事霸权

最大
进口国

碳排放霸权

军事盟友

数字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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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没有新闻头条说的那么坏

中美经贸关系要比新闻头条说的要好

福布斯6月27日的报道：中美经贸比新闻头条说的要好 专业财经媒体《福布斯》6月27日的报道采访了美中关系全国委
员会（NCUCSR）会长史蒂夫·欧伦斯（Steve Orlins）

记者问及中美的经贸关系现状，欧伦斯直言，实际状态“比（美国）
新闻头条上说的要好”（It's better than the headlines）。

访谈要点摘要
• 在中国的美国企业有两类：

—“为出口留在中国”（in China for exports）
—“植根中国、服务中国”（in China for China）

• 前者只是把中国当作一个出口市场。但是后者是驻扎在中国的企业。
• 上海疫情延缓了他们的投资计划，但没有人考虑撤资，他们还是把中国

市场视为国际化扩张的一环.
• 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中国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市场。
• 一些出口导向的企业正开拓东南亚市场，如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等国家。但是“美国企业的回流并没有发生”，“我看不到美企关闭
中国业务，回迁美国；这些例子一个手就能数得过来。”

• 美国企业没有“回流”的原因是“成本差距太大”，“（中国的）基建
太过发达，你不能就直接打包回美国，除非说美国政府制定全新的产业
政策，拨款个5000亿，帮助美国制造业回来。

• 谈到最近美国通过所谓涉疆法案，欧伦斯还认为其实际产生的结果还有
待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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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贸易委员会2022年报告：美国对华货物出口2012-2021

55

2021年美国对华货物出口1492亿美元，增长21.% 2021年中国是美国货物出口第三大市场

对华出口排名前十的州和议员选区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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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出口支持了美国的就业

57

有300多个议员选区因对华出口受到支持的工作岗位超过一千个。岗位2020 年美国对华全部出口
支撑的就业岗位数量858,486 个

美国统计：美国从中国的进口：1985-2021年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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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进口金额最大的五类产品（NAICS 北美产业分类体系）

59

计算机及电子产品
计算机及电子产品 化工产品

电器除外的机器设备 杂项制成品

美国从中国进口金额最大的产品

60

计算机及电子产品 杂项制成品 电气设备、电器及元件 电器除外的机器设备
金属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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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美国进口市场上的竞争

过去十年对美出口国家排名变化（2012-2021年）

62

国家/地区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中国 1 1 1 1 1 1 1 1 1 1

越南 23 20 15 13 12 12 12 7 6 6

台湾 11 12 12 11 13 13 13 13 10 8

印度 10 10 10 9 9 11 10 10 11 11

马来西亚 18 17 16 14 14 14 15 15 14 14

泰国 17 19 19 16 16 16 16 16 16 16

新加坡 24 26 26 22 20 20 18 19 17 20

印尼 27 25 24 20 19 19 23 22 21 21

香港 46 44 42 37 35 37 42 50 36 56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美国ITC数据统计，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专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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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越南对美出口对比 2012-2021：我国优势仍在

63

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美国ITC相关数据统计整理制作，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专家委员

中国优势出口与越南竞争：电脑

52.9

中国
24

墨西哥

7.6

台湾

6.8

泰国

2.6越南

1 马来西亚

电脑进口来源地份额

中国 墨西哥 台湾 泰国 越南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德国 加拿大 日本

64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美国ITC数据统计，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专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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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势出口与越南竞争：手机

中国, 55.2

越南, 15.7

墨西哥, 7.8

台湾, 4.5

泰国, 3.3

马来西亚, 2.7

南韩, 2.4

爱沙尼亚, 1.1

印度, 0.9

加拿大, 0.8 其他, 5.6

手机进口来源地份额

中国 越南 墨西哥 台湾 泰国 马来西亚 南韩 爱沙尼亚 印度 加拿大 其他

65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美国ITC相关数据统计整理制作，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专家委员

科尔尼观点：与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的竞争是关键

• 科尔尼2018年美国制造业回
流指数中首次提出“中国进口
多元化指数”(CDI)，用于追
踪美国制造业进口从中国转向
亚洲其它低成本国家或地区的
情况。

• 2021年“中国进口多元化指
数”显示，美国从中国进口的
制成品份额继续下降，从
2018年的66%降至55%。

• 从2020年第四季度开始，随
着其他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
从疫情中复苏，美国再次减少
了对中国进口的依赖，开始像
疫情前一样将制造业进口从中
国转向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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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几个观点和建议

1、贸易战对美国不利，美国心知肚明
• 全美零售联合会主席马修·谢伊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18年贸易战
爆发以来，美国海关部门共向中国
商品加征了1365亿美元，约合9200
亿元人民币的关税，而这些关税最
终全部转嫁给了美国消费者。

• 谢伊表示，白宫试图通过加征关税
为手段惩罚中国，结果惩罚了自己。
文章称，在“贸易战”面前，中国
并没有屈服，而是在按部就班的发
展对外贸易，越多越多的案例证实，
“贸易战”给美国带来的损失是最
大的。

• 据统计，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前的
2018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3233
亿美元，而2021年，中国对美贸易
顺差扩大到了3965亿美元。也就是
说，美国发动“贸易战”，反而让
中国从美国身上多赚了732亿美元。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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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将在超贸易领域和中国展开的新博弈

• 即使美国取消对华非正常的关税，并不意味着贸易战
的结束。

• 美国政府内部，财政部、贸易代表和美联储的博弈也
不会结束。

• 事实上，中美超越贸易的新博弈在拜登上台后就已经
开始了。

• 而博弈战场不局限于贸易，远远超过经贸关系的范畴，
同时涉及技术、金融、政治、意识形态等多个维度。

•

69

“芯片法案”

• 当地时间19日，民主党人力推的“芯片法案”在美国国会
参议院以64票赞成，34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该法案将
用520亿美元的财政支持来提振美国的半导体行业，同时遏
制对华投资。

• 法案的大体意思，是要让芯片企业在中美之间二选一，一旦
企业获得美国补助，在美国建立了工厂，就不能在10年内
扩大对中国先进制程芯片的投资。

• 尽管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希望，尽快将这项法案送交总统
拜登签署生效，但很显然事情没那么简单。虽然法案在参议
院通过，但被众议院否决的可能性也存在。

• 不少美国企业认为，芯片法案虽然有利于美国，出发点没问
题，但相比中国政府大力推动芯片产业的巨额投入，美国这
520亿美元的补助和税收减免简直是杯水车薪，为了这点钱
放弃中国市场，简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英特尔就率先表
示了反对，声称美国政府应减少对投资中国设置条条框框，
允许这些芯片企业在中国市场发展。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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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 1、产自新疆，甚至包括产自全中国的
多晶硅、棉花、西红柿及其下游产品
将成为所谓“高风险”商品而成为重
点执法对象。
2、涉及该涉疆法律的商品进入美国海
关时，商品可接受检验后短短的30天
内，落入假设的产品的进口商必须提
供清晰而令人信服的反驳性证据，才
可能得到海关的有利决定。
3、在美国跨部门强迫劳动专项执法组
(FLETF)组织的公众评论及听证会上，
进口商/出口商团体均建议将第三方独
立审计机构出具的报告作为满足清晰
而令人信服的标准的证据类型之一。
有人认为这个建议有被采用的可能性，
但仍需观察和探讨。

71

中国2022年保持对美出口增长仍有较大概率

• 尽管一些美国企业已经或正准备在越南、孟加拉、

印尼、印度等国家寻找新的供货渠道，但从整体数

据上来看，由于这些国家供应能力有限，大量买家
涌入带来的供不应求也会间接导致采购成本的增加。

目前，中国仍是美国市场的主要供应国。

• 经贸关系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推动经贸
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对于中美来讲都至关重要。

• 疫情促使美国高度依赖中国制造

• 美国供需缺口短期难以消除，中国制造仍不可或缺
美国通胀高企，价格压力之下对中国商品需求进一步

抬升

• 2022年，中国如能充分把握美国供需缺口仍较大的窗

口期，多措并举保障产能，则对美出口延续高增长仍
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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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1：利用好海外仓
• 商务部：我国海外仓数量已超2000个，总
面积超1600万平方米

• 12月31日消息，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李兴乾表示，
海外仓是跨境电商重要的境外节点，是新
型的外贸基础设施，也是带动外贸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平台。

• 目前，我国海外仓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000
个，总面积超过了1600万平方米。2022年，
商务部将从五项政策举措入手，促进海外
仓的高质量发展。其中包括，鼓励传统外
贸企业、跨境电商企业、物流企业共同参
与海外仓的建设，力争培育一批特色鲜明、
功能先进的海外仓。

• 截至2021年12月，海外仓数量排名前十的
国家为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
亚、加拿大、俄罗斯、西班牙、法国、意
大利，总数达1810个。北美、欧洲、亚洲
等地区海外仓数量占比近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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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美国的海外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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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2：中美省州合作机制

75

来源：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 2016-04-18 09:43

华盛顿州

加利福
尼亚州

得克萨斯州

艾奥瓦州

密歇根州

纽约州

芝加哥市

谢谢各位

不妥之处请指正

李永 133012989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