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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3 月 22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针对 301

调查结果，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

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涉及征税的中国商

品价值约 500-600亿美元，覆盖约 1300类商品，税

率高达 25%。随后，中国商务部随后发起对美关税

报复措施，拟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涉及

美对华约 30亿美元出口。多数人士认为世界第一和

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正式打响，这场突然间

升级的“贸易战争”给原本处于震荡之中的全球股

市重磅一击，为正在复苏的全球经济平添了不确定

性。 

 中美贸易战引发的全球性经济恐慌，受到了各方的

关注，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分析。本期将简要

梳理引发中美贸易战的可能起因，结合已有贸易战

的经验，重点探讨中国应对贸易战的路径。 

 

http://www.xtk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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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贸易战的起因 

1、贸易差额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总的贸易差额自 90 年代末以来，从

2000亿美元左右大幅增加到金融危机前最高的 7000亿美元，并且如今仍在 5700亿美

元以上，其中货物贸易逆差更是高达 8000 亿美元。2000 年起，随着中国制造能力的

提升和比较优势的显露，中国替代日本成为了美国逆差最大的来源国，据美方统计，

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达 3750亿美元，接近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 50%，全

球货物贸易差额创 2009 年以来新高，再度接近峰值。与此同时 美国一直引以为豪的

服务贸易顺差 却出现了罕见的连续三年下滑，2017 年顺差额已降至 2439.9 亿美元。

贸易逆差加剧的趋势显然是特朗普政府所无法容忍的。 

2、政治原因 

特朗普执政首年民意支持率创历史新低。根据盖洛普调查显示:“2017 年特朗普

平均支持率仅为 39%，美联社及全国公共事务意见研究中心 2017 年 12 月民调表明，

2/3 的受访美国民众认为特朗普担任总统让美国变得更分歧，特朗普招致诸多负面评

价性格因素大于政策因素，多数选民认为特朗普脑袋不够冷静，不够诚实，甚至不适

合担任总统”。而今年 11 月美国国会就将迎来中期选举，鉴于特朗普在执政第一年

的糟糕表现，民主党将可能实现大逆转，打破共和党掌控参众两院的局面，这个结果

无论是对于特朗普本人还是共和党都是难以接受的。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政策是获取

“铁锈地带”选票的重要工具，基于短期选举压力，挑起中美贸易战是特朗普政府的

政治原因。 

3、中美高端产业链之间的不可调和矛盾 

早期的中美贸易中尽管也存在贸易差额和政治因素，但都没有演变为贸易战，充

其量为小额的贸易摩擦。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中美两

国在大部分产业里属于贸易互补的。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中国逐渐由提供

初级加工产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转变，导致中美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也由互补型

向竞争型转变。同时，亚投行、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原油期货等一系列举措，表明中国

正在全球各个领域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而这必然与美国利益产生冲突与竞争。此次美

国对中国征税其目的在于阻止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也决定未来谁能在国际市场

上拥有更多话语权。因此，中国正在升级的产业和美国高端全球链之间不可调和的矛

盾，是此次美国发动贸易战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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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中美贸易战中中国方面的应对措施 

通过贸易战的方式打压国际竞争对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典型的代表是美国对德

国和日本发起的贸易战。以日本为例，在 1980 年代，通过 301条款，美国成功地打开

了日本的钢铁、电信、医药、半导体等市场，包括强迫日本于 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和

1987年签订卢浮宫协议，成功阻止日本挑战美国经济霸权，而日本应对失策导致日本

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一蹶不振。尽管中日之间在历史时期、同期发展情况以及对美关

系等存在较大差别，但是也可以从中汲取一定的经验，为中国在国际竞争，尤其是与

美国的贸易竞争中提供指导借鉴。 

关于此次中美贸易战，从国外媒体的反馈情况来看，美方主要关注的焦点在于贸

易逆差、国有银行为科技型企业提供低息贷款、部分领域存在贸易保护主义、强迫技

术转让、通过并购等方式窃取知识产权等。本文认为外方的部分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且短时间内难以发生大的改变，在此条件下，中美贸易摩擦将进入新常态。考虑到中

美之间贸易战全面展开带来的双输局面，大规模的贸易战爆发的可能性并不高。因此，

借鉴历史发展经验，结合当前发展局势，中国当前还应该坚持以我为主，修炼内功，

全方位提升综合国力。 

中国应对贸易战的主要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一是强调政策创新，改善供需错配难

题。投资、出口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长期以来，中国主要依靠投资和

出口推动经济发展。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

用也日益突出，数据表明，2017年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

51.2%，比上年提高 3个百分点。考虑到当下中国对欧盟、东盟与日韩的出口量已十分

巨大，很难找到与美国市场体量接近的替代市场，国内市场消化也是最重要出路。从

这个角度来看，铸造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消费市场是政策发力的关键，未来一段时间，

需要加大力度支持消费转型升级，提高中高端产品消费和服务品质，并配合新一轮服

务业的供给侧改革，着力解决消费领域供需错配难题，增加内需以减弱外部冲击。二

是完善金融体系，激发民间投资热情。国外企业和政府普遍认为中国通过政府引导基

金、国开行等发放低息贷款等方式推动本国科技型企业发展，压低了产品成本，扰乱

了市场竞争秩序，存在国家资本主义色彩，属于不正当竞争范畴。因此，中国有必要

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扩大民间资本在政府引导基金中的参与力度，充分发挥天使投

资、VC、PE等在科创型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同时，完善监管体系，保障金融市场安全

有序运行，切实保障投资人权益，激发民间投资热情。三是保持积极的开放姿态。习

总书记指出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坚持对外开放，尤其是扩

大高新技术和服务业的开放，一方面能够提高市场竞争力，提升自身发展水平，另一

方面也能够缩减贸易差额，减少贸易摩擦。四是强调知识产权保护，调整合作方式。

部分专家认为，中美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冲突是引发本次贸易战的根源。受制于国内科

技水平较低的限制，在科技领域，中国与国外合作的方式主要是以市场换技术，并在

高铁技术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从实际的发展来看，以市场换技术存在较大的限定

条件，且国外企业对此颇有怨念。发达国家政府普遍认为中国长期以来通过审批制度

获取敏感数据，市场收购和合资生产等方式窃取本国的知识产权。伴随中国整体科技

水平的提升，可以在原有的合作模式加以创新。如在研发领域加强合作，实现共有知

识产权；鼓励专利池建设，推动专利互换；提倡自主创新，提升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数

量等。既能够保障知识产权不被侵害，也能够实现互利共赢，降低贸易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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