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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或将贯穿整个特朗普执政时期①
  

 

 

特朗普政府对华经贸政策强硬并非单纯地源于其调整贸易政策，

抑或调整对华政策，而是其贸易政策、对华政策、经济政策等三大政

策同时调整的结果。中美贸易战或将贯穿整个特朗普执政时期。 

 

（一）美国贸易政策调整：由推进多边贸易自由化到区域贸易自

由化再到迫使对方实行贸易自由化 

新世纪以来，美国历经三位总统：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每

位总统的贸易政策纲领都体现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历年发

布的《贸易政策议程和年度报告》中。小布什就任总统的 2001-2008

年，强调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将推动自由贸易作为其贸易政策核心，
                                                             
①
苏庆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已发表于《中国网》，2018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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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为重心，并进行区域贸易协定谈

判。奥巴马就任总统后，不再将推进 WTO 多边谈判作为贸易政策的内

容，转而将重点放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上。这表明，

奥巴马政府的贸易政策从小布什政府的多边为主转向区域为主。特朗

普政府上台后，甚至放弃了以区域贸易自由化为主的贸易政策，转而

追求双边谈判，追求贸易伙伴的贸易自由化，并提出很高的要价。总

体而言，从小布什政府开始，美国贸易政策逐步从追求多边贸易自由

化再到追求区域贸易自由化，再到追求对方的贸易自由化。也即，美

国对贸易合作的兴趣逐步下降。 

 

（二）美国对华政策调整：越来越倾向于限制中国 

小布什政府时期，由于将重心放在反恐上，对华政策的精力有限，

更无暇制定限制中国的战略策略。这也给中国创造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期。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实施“重返亚太”战略，政治、军事、经

济等各层面精力均向亚太地区倾斜。其“重返亚太”的主要目标就是

针对中国。在贸易领域，其主导的 TPP谈判的高标准性质明显具有客

观上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意图。奥巴马执政第二任期，美国各界对华态

度也逐渐达成一致，即越来越倾向于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并限制中

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晰。在其《国家安全

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和俄罗斯并列作为其竞争对手。特朗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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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白宫团队多是对华不友好的“鹰派”人士，也说明这一点。 

 

（三）美国经济政策调整：将削减贸易逆差作为重要施策目标 

美国的货物贸易在 1960年代仍能保持几百亿美元的顺差，但从

1971年开始出现逆差。尽管在 1973年和 1975年又出现顺差，但从 1976

年开始到现在，一直是逆差状态。1984 年以来，除 1991年外，美国

货物贸易逆差一直是几千亿美元的量级。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美国的

贸易逆差增长了近 80%。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逆差国，美国的逆差占

世界上所有逆差国总逆差的比重是 46.85%，将近一半。美国在里根政

府时期，曾将削减贸易逆差作为重要的施策目标，日本作为当时对美

贸易差额的主力国，成为其针对的对象，并成功迫使日本降低贸易差

额。之后到小布什总统时期，美国并没有将削减贸易逆差作为重要的

经济政策目标。奥巴马政府时期，提出“购买美国货”、“出口倍增”

等计划复兴制造业，试图削减贸易逆差，但并没有明确将削减逆差作

为重要的经济政策目标。 

特朗普上台后，明确将削减贸易逆差作为重要的经济政策目标。

其经济领域的减税、基础设施建设、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贸易保护等均为了削减贸易逆差。特朗普还明确希望中国短期内能削

减 100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并于 2020年前削减 2000亿美元贸易

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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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贸易政策、对华政策、经济政策三大政策的同时调整导致

其对中国强硬的经贸政策，仅仅调整任何两种政策都不会出现对华强

硬经贸政策。比如，奥巴马政府时期仅仅调整贸易政策和对华政策，

美国并没有在对华经贸政策上表现出强硬姿态，而是利用 TPP和跨大

西洋贸易投资协定（TTIP）等对中国进行战略上的限制。与此同时，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还在继续。如果美国仅仅调整对华政策和将削

减贸易逆差作为重要经济政策目标，则特朗普政府不会退出 TPP、重

谈 NAFTA 等，也不会对其盟友征收关税，而且对中国的要价不会那么

多、那么高，自然对中国经贸政策也不会如此强硬。如果美国仅仅调

整贸易政策和将削减贸易逆差作为重要经济政策目标，则美国的策略

应该是和中国进行谈判，限制中国对美国具有出口优势的产品，而非

拿知识产权、中国制造 2025 等作为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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