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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的走势和影响① 	

 

无论是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冲突，还是中美贸易战，来定

义当前的中美经贸关系，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中美经贸关系变得很

紧张、很严峻。而这种紧张的程度，我们之前是无法想象的。因此，

无论学者们是否同意使用中美贸易战这个词汇，还是官方是否愿意使

用中美贸易战，用中美贸易战来描述当前严峻的中美经贸关系，将极

大降低大家的理解障碍从而降低相互交流的成本。事实上，早在今年

3 月份，美国对华 301 调查报告公布，并宣布将基于此推出针对中国

的限制措施时，笔者就撰文指出，在此背景下，再讨论中美是否会爆

发贸易战意义不大，因为中美贸易战已经打响，需要讨论的是未来中

美贸易战的强度。现在看来，笔者仍然坚持原来的判断，中美贸易战

																																								 																				 	
①
苏庆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本文已发表于《世界知识》，2018 年第 1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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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打响。现在双方的征税清单落地只不过意味着双方不再只是放空

枪，已经开始冲锋。中美贸易战打到现在这个地步，颇有愈演愈烈之

势，举世关注。大家最关注的话题，依然离不开两个：中美贸易战将

走向何方？其影响如何？ 

 

    中美贸易战的走势：持续多久，烈度多大 

    判断中美贸易战的未来走势是最受关注的话题，对其预测也充满

风险。但笔者愿意尝试做一个分析，多着墨于此问题。关于该问题，

无外乎两个子问题：将持续多久？烈度会有多大？ 

    中美贸易战的起因很明确，美国挑起、中国反制，源于美国对华

经贸政策开始变得强硬，而非中国调整对美经贸政策。美国挑起贸易

战源于自身的诉求得不到满足，试图用强硬的手段施压中国。对于美

国的诉求，其实绝大多数都是美国一直拥有的诉求，只不过特朗普上

台后，美国的要价更高、耐心更少。因此，分析中美贸易战的持续期

就是分析美国对华经贸强硬将持续多久，接下来就需要找到美国对华

经贸强硬的原因。如果影响美国对华经贸强硬的因素不变，则中美贸

易战将持续；如果因素发生变化或不确定，则中美贸易战难以持续。 

    笔者认为，美国三大政策调整叠加导致特朗普政府对华经贸政策

强硬姿态。目前在分析特朗普政府对华经贸政策强硬的原因时，通常

强调某一方面，即美国贸易政策或对华政策的调整。事实上，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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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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贸易政策调整：由小布什总统时期的推进多边贸易自由化到

奥巴马总统时期的区域贸易自由化再到如今的迫使对方实行贸易自由

化。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从原来的重视贸易带来的绝对收益到现在

的重视相对收益，越来越看到贸易带来的不利之处。特朗普政府考虑

的是相对福利，即美国福利提升和外国福利提升的相对值。比如，特

朗普认为中国入世后获得巨大收益，美国的收益却没那么大，从而获

得相对损失。这种转变导致特朗普政府对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兴趣下降，

注重迫使对方实行贸易自由化换取自身相对福利的提升。这体现在其

“自由、公平、对等”的贸易理念中。 

    美国对华政策调整：越来越倾向于限制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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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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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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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经济政策调整：将削减贸易逆差重新作为重要施策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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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并没有将此作为重要施策目

标。特朗普上台后，重新将削减贸易逆差作为重要的施策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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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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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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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知识产权、中国制造 2025 等作为借口。 

    特朗普总统任期内不会改变其三大政策，因此只要特朗普还是美

国总统，其对华经贸政策强硬就不会改变，中美就不太可能通过谈判

完全化解贸易战，中美贸易战就会持续，只不过烈度可能会有变化。

那么，美国的三大政策在换个新总统是否会有所调整或改变呢？从贸

易政策来看，特朗普上台后，放弃推进区域贸易协定，致力于通过双

边谈判迫使对方让步，未必符合美国利益。不断推出得罪盟友的措施

更是让特朗普政府成为众矢之的。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调整存在超调

行为，未来新总统上台应该会矫正这一超调行为。从对华政策来看，

这不会以总统更换为转移。未来美国会持续将限制中国作为对华政策

基调，不会轻易改变。奥巴马政府时期逐步形成的对华政策会一直延

续下去。从经济政策来看，美国为维护其自身美元国际货币地位需要

输出美元，必然要维持贸易逆差。加之不同的总统经济政策也有较大

的变动。特朗普政府之后的总统是否会将贸易逆差作为施政目标具有

较大不确定性。 

    从三大政策调整的角度来看，特朗普之后的新总统将不会像特朗

普这样表现出对华经贸政策的强硬，中美贸易战将仅限于特朗普的总

统任期内。 

    那么，在特朗普就任总统的时期内，中美贸易战的烈度会如何演

化呢？即烈度的演进是线性地不断上升、线性地不断下降，抑或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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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地时好时坏呢？今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演进态势表明中美经贸关系

是越来越紧张的。美国目前已将对中国加征关税的产品金额提升到

2000 亿美元。相信中国会有相应的反制措施。从特朗普政府的行事风

格来看，2000 亿美元落地的可能性依然很大，但是金额可能会下降。

中国对美反制也就会相应落地。这意味着未来的短期内，中美贸易战

还会升级。但此后的走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美国的中期选举是一个

时间节点。中期选举后，如果特朗普政府调整施政重点，美国国内相

关受损方对其施压较大，则中美之间存在通过谈判缓解中美贸易战的

可能。即便缓解，未来中美之间贸易紧张关系也会不断，即特朗普总

统时期，中美之间通过谈判一劳永逸地回到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的经

贸关系也不太可能了。当然，即便中期选举后，中美贸易战升级的可

能性也不小，结果是，美国又推出新的加征关税措施，中国继续反制。 

    最终中美之间互相对彼此的进口加征关税的“名额”用完，即对

所有的进口都加征了关税。中美贸易战如果再继续升级，只能是扩展

到国际投资领域，升级为中美贸易投资战。双方在投资领域均施加对

来自对方投资的限制，设置投资壁垒、提升投资成本。这种可能性并

不小。而且，美国很擅长使用通过对中国企业投资加强审查进行限制

的方法。美国正在推动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改革就是，为

增强“国家安全”加大对外国收购公司的关注，并重点审查支持除全

球恐怖主义的国家，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等“值得关心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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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中美贸易战升级到金额领域的可能性很小，即中美之间不

会爆发贸易、投资、金融领域的全面的经济战。双方都承受不起全面

经济战带来的不利后果。特朗普再疯狂，也不至于在金融领域对中国

施加限制。那样意味着中美之间将出现类似美俄的关系，美国将同时

对俄罗斯和中国下手。这应该是美国力不从心的事情。 

总之，从中美贸易战的烈度来看，美国的中期选举是一个时间节

点，中美贸易战升级或缓解的可能性均存在，并且存在扩展到投资领

域的可能。但中美贸易战升级到金融领域的可能性很小，双方都承受

不起全面经济战带来的恶果。 

 

    中美贸易战的影响：经济分析的局限  

    关于中美贸易战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影响双方的贸易，对双边

贸易的影响较大，但由于彼此贸易只占双方总贸易的一部分，对双方

总贸易的影响将在可控范围内。其次受关注的影响是国内生产总值

（GDP），以及相伴随的就业损失。国内外有不少基于经济学层面的模

拟分析。总结起来看，只要双方将贸易战局限在加征关税的范畴，即

便双方对彼此所有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对双方 GDP 的影响也都很有限。 

但上述影响都是基于经济学模型的分析，是易于分析的。中美贸

易战的很多影响事实上很难量化分析。第一，由于不确定性带来的经

济层面的影响。不确定性来自多方面，比如中美贸易战给双方金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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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带来负面影响，导致出现金融问题，从而引发较大范围经济的负面

影响。又比如，中美贸易战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进而反作

用于中美两国经济。第二，中美贸易战给双方认知带来的影响和改变。

对于中国而言，官方层面通过此次贸易战意识到中国未来要面临更严

峻的外部环境，调整对中美关系的认识，提升业务能力，更专业地应

对美国的指责和制裁，意识到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对于普通民众而言，

普及贸易知识，调整对美国的看法；对于企业而言，在和美国市场做

贸易、投资时，会重新评估相应的风险。对于美国而言，会调整对中

国的认识。第三，中美贸易战给双方关系带来影响。贸易领域的紧张

关系必然也会影响到双方的政治关系。对双方而言，都会重新评估彼

此的关系。 

 

    日美贸易摩擦的参考价值：高估的参照系 

    对于中美贸易战，如果回溯历史，提到最多的是日美贸易摩擦史，

另一个则是大萧条时期美国“以邻为壑”的加征关税行为。但事实上，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的贸易保护仅源自自身贸易政策调

整，而不涉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可借鉴性有限。从技术层

面来讲，大萧条时期，美国就是单纯地降低自身的贸易开放度。其后

的日美贸易摩擦则仅来自美国将削减贸易逆差作为政策目标，美国并

未调整对日本的关系政策，也未调整自身整体的贸易政策，没有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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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敌。 

    日美贸易摩擦和今日的中美贸易战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第一，日

美关系和中美关系不同。日美存在同盟关系，美国并未将日本作为竞

争对手，只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限制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当前

的中美关系则明显更为复杂。第二，日本并未做明显的反制。当时的

日本主要考虑到日美关系，并未进行坚决反制，主要是尽量满足美方

要价，对自身行为做出约束和改变。中国则进行了坚决的反制。第三，

当时日本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当前的中国。日美贸易摩擦起源于日本

许多高端产品对美国市场和企业的冲击，是日本的优势产业太强。但

今日的贸易战，并非由于中国高端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冲击，相反，是

由于中国要发展自身并不具有优势的高端产品。 

    因此，日美贸易摩擦的可借鉴性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即美国当

时对日本出台了哪些限制措施，对日本的影响如何。除此之外，也很

难找到日美贸易摩擦的借鉴作用。由此，此次中美贸易战将考验中国

崛起过程中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历史能告诉我们的有限，只能靠自

己去摸索应对。 

 

    总结起来，中美贸易战很可能是特朗普时代独有的符号，当新总

统上任，尽管中美经贸关系也不会顺利，但不会像特朗普时代这么紧

张。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能模拟出来的结果都说明对双方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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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真正的无法模拟的影响则很多。如果我们想通过历史来透视此次

中美贸易战，会发现，日美贸易摩擦可借鉴的很有限。中美贸易战，

考验中国的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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