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5 
 

 

Policy Brief No. 201807                                               March 24, 2018,  

苏庆义：mathe_sqy@163.com 

 

中美贸易战将向何方①
  

 

不管是否承认，中美针锋相对式的出台限制对方贸易措施的行为已足以构

成贸易战。之所以称为“贸易战”，至少有以下三点理由：第一，和通常的贸易

争端不同，特朗普政府出台贸易限制措施不只是寻求对某一产业的保护，而且

对中国有“全景式”的诉求；第二，中美双方的对话谈判渠道已暂时关闭，或

者对话的效果非常有限；第三，中美双方已至少交锋两个回合以上，未来还会

交锋，这次并不是简单的贸易摩擦，也不是一次性的贸易冲突。在中美已爆发

贸易战的背景下，如何判断其未来走势？ 

 

贸易战过程：美国出招，中国接招 

判断中美贸易战未来走势主要基于美国行为。此次中美贸易战由特朗普政

府调整对华经贸政策引起，中国属于被迫应战。多年来，中美均将彼此的经贸

关系视为合作大于竞争，以合作为主。美国正视中美之间存在的贸易差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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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制差异等问题，不过分突出这些问题。但特朗普政府将这些问题摆在首要

位置，认为中美差额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中国政府在市场竞争中扮演的角色

是对美国企业的不公平，甚而中国的市场体制都需要优化和改变。并且忽视中

国入世给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带来的巨大好处，强调中国入世的负面因素。 

随着中国经济跃居世界第二，中美经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美国调整对华

经贸政策可以理解，但是特朗普政府对华经贸政策出现“超调”行为，异常强

硬。与此同时，中国对美经贸政策并没有出现变化，依然认为合作大于竞争，

并希望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此次贸易战，其过程将是美国出招，中国接

招，中国不会主动发招。一旦美国停止发力，并愿意对话协商，中国也会愿意

对话。双方如果磋商成功，中美贸易战将结束。如果美国一直不愿意对话解决

问题，中美贸易战将持续。 

在中美贸易战达到一定强度后，如果美国受损程度达到特朗普政府无法承

受的地步，特朗普政府感受到国内受损行业和个体的压力，美国将愿意坐下来

和中国谈，谈判过程中，中美贸易战将暂停。目前中国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只是

“开胃菜”，反制并不强，因而对美国造成的损失还不大。如果美国基于 301调

查执行对中国 600 亿美元产品征税的计划，中国还会继续出台反制措施，力度

也会加码。但让美国遭受的损失过一段时间才会显现出来。在此过程中，美国

还会有包括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内限制中国贸

易等措施。中国当然也会有相应的反制措施。这一系列交锋让美国坐下来谈判

的可能性较大。或者再增加一轮交锋，提升美国谈判的意愿。因此，未来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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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强度会升级，但达到一定程度后，中美之间会对话谈判，暂停贸易战，

在此期间，中美经贸关系会缓和。 

 

特朗普政府诉求：平衡、对等 

但是，中美对话谈判很难满足特朗普政府的诉求，对话期间的经贸关系缓

和很可能只是暂时的。中美对话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是否会满足美国的诉求。

特朗普政府的诉求无外乎两个关键词：平衡和对等。 

所谓“平衡”，即中美之间贸易差额要在短期内大幅降低，或者至少双方讨

论制定出一个让特朗普政府满意的降低中美差额的路线图。中美之间贸易差额

是一个多年形成的慢变量，慢变量不会快下降，任何方法也不可能短期内降低

中美贸易差额，因而中美贸易差额不可能短期内大幅下降。在解决贸易平衡问

题上，只能是双方制定路线图。但中美之间很难讨论出双方都可接受的方案。

解决贸易平衡的路线图只能沿着两个路径：一是中国增加进口；二是中国减少

出口。中国愿意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但前提是增加中国需要的产品。中国一直

呼吁美国放松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让中国大幅进口，从而降低贸易差额。

但美国对此并没有有效的计划。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松口，承诺放松管制，但可

能性不大。让中国降低对美出口，很快奏效的方法有两个：一是中国自愿降低

对美出口；另一个是让人民币大幅升值。这两个方法都很难让中国接受。其他

降低中国对美出口的方法就是长期性的因素，让中国改善制度性因素和措施。

但特朗普政府没这个耐心。所以，“平衡”的问题，中美很难谈得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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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对等”的问题。对等主要是说中国的市场环境不行，中国企业得

到政府扶持，美国企业受到中国政府的诸多限制。具体来讲，特朗普政府特别

忌惮“中国制造 2025”，认为这是政府主导的产业计划。当然，特朗普政府还认

为中国存在其他许多政府扶持企业的行为。至于中国政府限制美国企业的行为，

则包括知识产权、技术转让、投资限制等等。除认为不够市场经济外，特朗普

政府还认为中国的开放程度还远远不够。总之，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改革和开

放不满意，中国需要加快改、加快放。总体而言，在对等问题上，特朗普政府

的大多数诉求要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双方的分歧在于改革和开放的速度

上，特朗普政府需要一步到位，中国则认为应该渐进、有节奏。双方的谈判是

否成功就取决于两者是否能接受中间的速度，比特朗普政府想象的慢一些、比

中国计划的快一些。比中国计划的快一些，中国有可以接受的程度，就看特朗

普政府是否可以对中国改革和开放多些耐心。但遗憾的是，目前看来，特朗普

政府缺乏耐心。中美之间在对等问题上，很难达成让美国满意的谈判。 

 

贸易战走向：从美国扩展到多边 

由此看来，中美贸易战强度会逐步增加，但达到一定程度后，中美会暂停

贸易战并进行对话谈判。但双方谈判成功的可能性不大，接下来，特朗普任期

内，中美贸易战还会延续。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美双边的贸易战是否会扩展到世界范围内的多边

贸易战。所谓多边贸易战，也应该分三种情景：其一是其他国家都发生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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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战，即多国对美国；其二是其他国家都发生和中国的贸易战，即多国对

中国；其三是多个国家之间的混战。目前看来，尽管美国也出台了较多损害自

身盟友的贸易限制措施，但特朗普政府还比较克制，不希望和盟友闹翻，主要

是想基于谈判和对话、重谈自贸易协定等解决问题。美国和其他国家爆发贸易

战的可能性不大。但我们应该警惕，美国联合其盟友发动对中国的多边贸易战。

特朗普政府明确提到要联合志同道合的国家对中国施压，不排除其他国家在美

国压力下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或者至少增加和中国的贸易摩擦。至于多个国

家之间的混战，应该不会发生。 

总结起来，中美贸易战短期内强度会增加，直到中美双方坐下来谈判，但

谈判成功的可能性不大，随后余战不断。中美双边贸易战扩散到世界范围内多

边贸易战的可能性不大，但中国应警惕其他国家在美国施压下增加对中国的贸

易限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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