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政治研究》（双月刊）２０１８年 第５期

想象与现实：特朗普贸易战
的政治经济学

＊

张建新＊＊

内容提要 特朗普秉持经济民族主义 和民 粹 主义 的 价 值观，退

出多边国际机制，视国际经济 竞 争 为 零 和 博 弈，推 行 一 系 列“美 国 优

先”的经济政策。特 朗 普 认 为，全 球 化 造 成 美 国 制 造 业 向 海 外 转 移，

导致数百万制造业岗位的流失。新兴经济体对美国实行不公平的贸

易政策，使美国沦为 自 由 贸 易 的 牺 牲 品，这 是 美 国 霸 权 衰 落 的 根 源。

因此，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挑 起 了 包 括 针 对 主 要 贸 易 伙 伴 的 钢 铝

关税战和汽车关税战及对中国的全面贸易战。特朗普企图一劳永逸

地解决美国经济长期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如果形

势无法扭转，由于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俄罗斯等国家纷纷对美

国采取报复措施，尽管对特朗普的政治杀伤力有限，但美国将付出高昂

的政治经济成本。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严重受损，为了规避高关税壁

垒，制造业可能继续向海外转移，美国将损失大量就业岗位。

关键词 国际政治经济学 特朗普 “反建制派” “美国优先”

政策 贸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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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经济秩序已濒临崩溃，自 由主 义 在 西 方 日 渐 式 微，视 经 济 竞 争

为零和游戏的 观 念 盛 行 于 当 下 美 国 朝 野。美 国 总 统 特 朗 普 实 行 退 出 战 略 和

“美国优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ｉｒｓｔ）经济政策，视盟友在内的所有贸易伙伴为竞争对

手，滥用“３０１条款”、《国家安全法》等贸易救济措施，表明了美国政府对多边贸

易体制的蔑视态度，也意味着多边贸易体制将被美国政府无限期地搁置，而代

之以逆全球化、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战。

中国是美国逆全球化、经济民 族主义 和 民 粹 主 义 政 策 的 主 要 目 标。特 朗

普政府不仅对中国发起了两轮贸 易 战，而 且 中 美 双边 经贸 冲 突 还 有可 能 持 续

升级。鉴于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爆发的贸易冲突将给全球经济增长蒙

上一层阴影，因而这一问题深受各方的密切 关 注。国 际 政 治 学 者 和 经 济 学 家

都对美中贸易战的政治经济影响 进 行了深度分 析，但 因政 策 立 场 或分 析 视 角

的不同，得出的结论 存 在 着 明 显 的 差 异。本 文 以 彼 得 森 国 际 经 济 研 究 所（ＰＩ－

ＩＥ）、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ＣＳＩＳ）、经济政策研究所（ＥＰＩ）等主要智库相继

发表的研究报告为基础，结合新闻媒体对事件进展的报道，以及时事评论家的

分析文章和主要学者对该问题的 研 究成果，运用定性研究方法和逻辑 分 析 方

法，从政治和经济两个层次，对 特 朗普 政 府对 中国 发起 贸 易 战 的 政 治 基 础、经

济根源、战略意图及其对中美双边关系和世界经济的破坏性影响进行分析，并

试图对中美双方通过谈判打破贸易战僵局的可能性进行预测。

一、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

２０１６年美国总统大 选，代 表“反 建 制 派”的 总 统 候 选 人 特 朗 普 大 获 全 胜。

希拉里和特朗普之间的竞选代表“建制派”和“反建制派”两大力量的角逐。而

特朗普的崛起反映了美国政治生态的退化。“建制派”是在美国选举制度下由

权力集团培育并为这个集团服务 的 主导性精英 群 体，负责监管自由和 民 主 在

宪法和法律框架下运作，以确保宪法赋予 人 民 的 权利 不会 损 害 有 产阶 级 和 权

力集团的利益，其合法性从未受到怀疑，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属于“建制派”

的范畴。“反建制派”的诉求是反对美国 政 治 中已 经确 立 起来 的 权 威，这 种 力

量自发地形成于劳动阶层。作为最大的选民群体，劳动阶层越来越认为“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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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希望通过支持“反建 制派”的代表人物执掌政 权，从

而改变美国政治由权贵精英垄断的传统格局。“你们开始看到工人阶层，无论

男女，团结起来支持某个政治人物或政治运动，为 了 让 社 会 听 到 他 们 的 声 音。

简单地说，就是我们不再满足总是让精英管理我们的生活，要有人站出来为我

们说话。在美国这就是‘特朗普现象’，在 英 国 就 是‘法 拉 奇（Ｎｉｇｅｌ　Ｆａｒａｇｅ）现

象’。”①

民粹主义者构成了“反建制派”的主力，这股力量兴起于劳动阶段，但不限

于劳动阶层，全球化中的输家（ｌｏｓｅｒ）、白人至上主义者、经济民族主义者、反精

英反权威主义者、城 市 失 业 人 群、陷 入 贫 困 的 草 根 和 泥 根 及 收 入 下 降 的 农 民

等，都是“反建制派”力量的潜在来源，而且这股力量刚刚兴起，他 们 一 直 在 物

色愿意代表他们的极端看法的政治人物。为了给代表“反建制派”力量的特朗

普当选增加合法性，“一小撮力量薄弱的不满分子称特朗普主义与现代美国保

守主义是一致的。”②由于民主、共和两党之争越来越激烈，大约７３％的共和党

保守主义者倒向特朗普，不仅正式地给特朗普 代表 的“反建制派”贴上了 一 个

保守主义的标签，而且共和党通过这样一种政治光谱的操弄，俨然成为民粹主

义的领导者，目的在于“引导其追随者将 怒 火 向 下 指向 边 缘 选 区，向 外 指 向 外

国人，不是向上指向当权者”。③

特朗普就职美国总统后，一方面，他 坚信 自 己 的 反 建 制 信 条，宣 称 为 劳 动

阶层制定政策；另一方面，他极力把美国社会问题的根源指向外国政府的所谓

不公平政策。白宫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 贴着 带有“美国优先”标 签，包 括 贸 易

政策、产业政策、能源政策和就业政策等。这 些标 榜 为 美 国 优 先 的 政 策，反 映

了美国鹰派中盛行的一种逆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比较优势的意识形态。特

朗普认为，自由贸易对美国越来越不公平，全球化条件下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

并非对美国人 民 有 利。美 国 贸 易 代 表 办 公 室 在 任 何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从 来 不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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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这个词，而用“公平和可持续的贸易”。①

这种思想并非空穴来风，在一部分主流经济学家中，自由贸易的信条已经

受到致命的怀疑。２００４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

尔森（Ｐａｕｌ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以中美贸易为例，提 出 了 一 个违 背 直觉、反主流经济学

的观点，即公平的自由贸易有时能够造福中美两国，有时只能使中国获利且永

久地损害美国的利益（降低美国通过贸易 获 利 的 可能 性）。② 作 为自 由主义经

济学家的代表性人物，萨缪尔森历来站在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立场上，然

而他在这篇论文中提出的观点，不仅使西方经济学界陷入激烈的争论，而且还

使美国人从“萨缪尔森反对萨缪尔森”的现象中看到了全球化对美国的威 胁。

事隔１０多年，当人们审视“反建制派”的 美 国 优先 贸易 政 策时，不 能 不 说 萨 缪

尔森的观点为美国日益盛行的逆全球化思潮提供了理论基础。

哈佛大学学者理查德·哈斯（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ａａｓｓ）指出，“唐纳德·特朗普当选

和英国‘脱欧公投’这两个信号，表明许多现代民主国家都拒绝全球化中的 许

多重要方面，包括对贸易和移民开放国界”。③ 这大致上反映了美国知识界和

精英层对当前美国政策方向的主流看法。尽管美国在国际体系中依然是首屈

一指的超强国家，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 遇 到 了 一 系 列 问 题 和 挑 战，

包括社会分裂，相对经济实力下降，以及美国工人反对参与全球竞争等等。因

此，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经济全球化和 自 由贸 易持 怀 疑或 反 对 的 态 度。借 助

美国社会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特朗普在竞选 期间 打 出了“让 美 国再 次伟大”

的口号，出乎预料地大获全胜。就任总统后，他以“美国优先”打头的一系列政

策，正是为了积极推动兑现自己提出的大部分反建制承诺。从政策实践来看，

美国优先的要义在于“购买美国货”和“雇佣美国人”。

第一，特朗普继续实施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再产业化”政策，致力于创造新

的就业岗位。特朗普执政以来，在内政外交上都秉持激进立场，尤其是干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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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的“去奥巴马化”，充分反映了他与民主党不共戴天的政治人格。上任伊始，

就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取 消 奥 巴 马 视 为 重 要 政 绩

之一的医保计划，但出于反建派的主要诉求，最终还是保留了奥巴马唯一的政

策遗产，即再产业化政策（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特朗普大力促进国际资本流入

美国制造业，继续沿用奥巴马政府为投资 美 国 的 企业 提供 大 幅 减 税等 优 惠 政

策，吸引跨国公司在美国投资。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８日，特朗普出席富士康在威斯

康星州的开工仪式，在盛赞富士康新工厂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同时，宣称克

莱斯勒将把工 厂 搬 回 美 国，丰 田 公 司 准 备 在 亚 拉 巴 马 州 开 设 新 工 厂 的 消 息。

特朗普甚至支持美国贸易代表莱 特 希泽等鹰派 人 物提 出 的 一 种极端 主 张，即

不惜对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生产 的 产品施加惩 罚 性关 税，以便迫使它 们 增 加

对美投资，扩大美国就业和重整美国制造业。

第二，特朗普极力阻止跨国公司继续向海外转移工厂，要求它们将工作岗

位留在美国。“反建制派”认为，自由贸易导致美国产业空心化，抢走了美国人

的饭碗，导 致 美 国 霸 权 衰 落。１９７９年，美 国 拥 有１９００万 个 制 造 业 岗 位，所 谓

“铁锈地带”见证了当时美国制造业的繁荣景象。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经济全球化

席卷而来，跨国公司开始把高成本的制造工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美国国内的

制造业岗位不断流失，１９７９年至２０００年期间，整个 制 造 业 大 约 减少了１００多

万个岗位，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６年期间，大幅减少了５００万个岗位。目前，制造业岗

位仅占就业人数的９％。① 在美国５０个州中，仅有６个州的制造业产值在全州

经济产值中占有重要的比例。特朗普的执政目标在于“让 美 国 再 次 伟 大”，如

何使美国再次伟大？关键在于“雇佣美国 人”和“购 买 美国 货”，雇 佣美 国 人 依

赖于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即实体经济的发 展，这依 赖 于 美 国 跨 国 公 司 的 回 归。

一方面，在贸易战的打击下，美国在海外的企业对美国市场的销售成本将大幅

增加，从而失去 竞 争 力。而 如 果 它 们 回 归，则 可 获 得 税 收 减 免 等 多 项 优 惠 政

策；另一方面，特朗普高估美国经济实力和 市 场吸 引 力，认 为 美 国 向 全 球 发 起

贸易战，必然使国际资本流入美国。这样，美国不仅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主要

目的地，而且还将再次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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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特朗普基于“受害者”思维，对于美 国相 对 实 力 的 衰 落，提 出 了 一 套

“责任归咎”的荒唐逻辑。他认为，美国自始至终是自由贸易者，之所以失去全

球竞争力，主要根源在于其他国家对美国实行了不公平的政策。实际上，无论

美国精英还是大众，在思维范式上都或多或少受到这一逻 辑 的 支 配。美 国 民

粹主义的代表人物、前白宫首席战略设计师史蒂夫·班农（Ｓｔｅｖｅ　Ｂａｎｎｏｎ）总结

了一个所谓的“历史规律”：１９世纪末美国工业之所以蒸蒸日上，是因为这个时

期美国对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当时平均关税介于３０％—５０％之间，１９３０年

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Ｔｈｅ　Ｓｍｏｏｔ－Ｈａｗｌｅｙ　Ｔａｒｉｆｆ）甚至把美国的平均关税

提高到６２％。由此，班农认为，关税越高美国工业越强大，只有更强的保护主

义才能促进美国制造业的发展。达特茅斯学院的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埃尔文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Ｉｒｗｉｎ）对此予以反驳，他认为这期间美国工业之所以强大，主要受益

于四个因素的作用：（１）美国工业规模的扩大；（２）相对稳定的政府；（３）美国

公司从外国公司那里购买或偷窃 新技术；（４）美国公司的创新能力。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美国伟大的原因在于它的经济实力，以及相信自由贸易是一个促进繁

荣与巩固西方同盟的强大政治力量。① 然而，当下美国的内外经济政策已经不

能用常规经济学来解释，所有那些经济学家们认为正确的理论，在特朗普时代

都毫无用处。特朗普对班农提出的所谓历史规律深信不疑，在他入主白宫后，

班农被任命为白宫首席战略设计师和总统高级顾问，从而制定了一整套以“班

农路线”为基础的“美国优先”政策。即使 在特 朗普 将 班农 从 国家安 全委 员 会

除名之后，他的政策仍继续沿着“没有班农的班农路线”前进。

第四，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不同于 历届 美 国 总 统，他 轻 视 美 国 在 战 后 营

造起来的结构性霸权，认为盟国普遍选择“搭便车”的行为增加了美国的国 际

负担，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反建制派”的外交政策，本质上要求摆脱任何

超国家机构对美国主权的约束。在特朗 普看 来，美国 在 战 后 一 手 缔 造 了 多 边

国际机构，美国长期为这些多边组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但有些多边机构如世

界贸易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非但不听命于美国，反 而 偏 向 于 美 国 的 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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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者和挑战者。欧盟和日本长期受益于多 边 国际 机 制 和 贸 易 协 议，作 为 老 牌

的安全“搭便车”者，欧盟的军费开支仅占其国内生产总 值 的１％，从而使欧盟

拥有更多投资促进其经济增长，特朗普对此极为不满。新兴经济体既是“搭便

车”者又是挑战者，相对新兴经济体在２１世 纪 的 崛 起，美 国 已 经 严 重 衰 落，这

更令特朗普耿耿于怀。

特朗普认为，前任政府的多边主义贸易政策导致美国成为全球化的输家，

美国并没有从多边贸易体系中受益，上任就要求修改多边或区域贸易协定，退

出了不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同 时，特 朗 普 迷 信 双

边经济谈判的作用，企图利用世界第一的经济地位，对其他经济体进行极限施

压，迫使其贸易伙伴对美国做出单方面的重大让步。特朗普抱怨《北美自由贸

易协定》（ＮＡＦＴＡ）对美国不公平，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制度框架下，美国汽

车制造商向墨西哥转移工厂，导致美国汽车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１／３，而同

期墨西哥的汽车制造业就业却增长了五倍。特朗普强烈要求与加拿大和墨西

哥对存在２０年之久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表面上，北美自由

贸易协定确实导致美国制造业岗位的流失，对美国产业工人不利，但是美国制

造业依托墨西哥的廉价劳动力实 现 了产业扩张，形成了横亘北美大陆 的 产 业

链。因此，美国制造业普遍反对特朗普的高 关 税 政 策，亨 氏（Ｈｅｉｎｚ）企 业 与 政

府事务高级副总裁迈克尔·穆伦（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ｕｌｌｅｎ）表示，“我们对于损害产品

跨边界移动能力的任何改变都持反对态度”。①

二、特朗普的全球贸易战

贸易战并没有一个标准的技 术 性定义。通 常 认 为，贸 易 战 是 由 绝 对 保 护

主义导致的经济冲突。在贸易战中，国家 间 相 互 提高 或 建 立 关 税 及 其 他 贸 易

壁垒以应对对方关税壁垒的提高。简言之，就 是 指一 个 国 家 对 进 口 产 品 征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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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或配额时，另一个国家以牙还牙，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① 当一国认为另

一国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或当国内贸易集团迫使政治家降低外国进口商品对

消费者的吸引力时，就会发生贸易战。世 界 银 行 欧洲 与中 亚（ＥＣＡ）研究的 首

席经济学家戴维·古尔德（Ｄａｖｉｄ　Ｍ．Ｇｏｕｌｄ）认为，在一定时期内，当一个国家

的进口关税持续升高时，另一个国家的出口利益因关税升高而受损，将引起贸

易报复。这就是贸易战。②

１９３０年以来，贸易战的情景已经罕见。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了布雷顿森 林 体系，《关 税 与 贸 易 总 协 定》（ＧＡＴＴ）总

体上维系着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和平。这期间，美国与盟国之间，围绕关税减

让和市场准入，虽然存在着常态化的争端与摩擦，但全面贸易战的情景很少发

生。西方盟国之间偶尔发生的 贸 易摩 擦，一 般 被 解释 成 美 国 通 过 威 胁 来 促 进

贸易伙伴的自由化。例如，美国凭借《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的“３０１条款”和《１９８８年

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的“超级３０１条款”，越来越明确地声称对外国市场保护

采取报复措施。１９９５年，为了促进加拿大、欧共体、韩国和日本的市场准入，美

国就曾运 用 反 补 贴、反 倾 销 以 及 其 他 制 裁 措 施，威 胁 对 这 些 国 家 实 行 贸 易

报复。③

国家之间爆发贸易战是一场双输游戏，这是国际政治的常识。但是，在特

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这种常识已变得毫 无意 义。特 朗 普在“推特”上 公 开 宣

布“贸易战是好事情，容易赢”（Ｔｒａｄｅ　ｗａｒｓ　ａｒｅ　ｇｏｏｄ　ａｎｄ　ｅａｓｙ　ｔｏ　ｗｉｎ）。特朗普

政府认为，美国受到贸易伙伴不公平政策的 损 害，导 致 国 际 竞 争 力 下 降，而 多

边贸易体制及其 规 则 对 这 种 情 况 无 能 为 力，“美 国 在 对 待 那 些 偷 窃 知 识 产 权

（专利）或倾销、非法出口补贴的国家时，应该更富有侵略性”。④ 特朗普企图通

过一场贸易战一劳永逸地解决美国经济 长期面 临 的 问 题 和 挑 战。“在 特 朗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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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世界之间的贸易冲突中，可能升级为贸易战的多重战争已经打响。但是，

美国实施的关税及其他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可能导致报复升级，从而达到一

个严重打击贸易与投资的崩溃点。双边冲突可能扩散到其 他 国 家，从 而 损 害

全球经济。”①

（一）特朗普的钢铝关税战

２０１８年３月８日，特朗普向多个国家发出威胁，借口进口钢铝危害美国国

家安全，将对进口钢铝产品分别征收２５％和１０％的关税。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０日，

特朗普指示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根据《１９６２年贸易扩展法》第２３２条款，启动

钢、铝进口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调查。美国商务部在４月２０日和４月２７

日分别启动进口钢铁和进口铝的调 查。欧 盟、加 拿大 和 墨 西 哥 曾 暂 时 获 得 豁

免，但美国最终决定从６月１日开始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印度、俄罗斯和中

国等国家的钢铝出口产品加征关税。作为对美国违反通行的世界贸易组织规

则、滥用国内法对贸易伙伴进行 贸易 制 裁的 报 复，欧 盟 立 即 予 以 反 击，宣 布 对

价值３０亿至４０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征税，并且主要针对波旁威士忌、哈雷摩托

等真正意义上的“美国货”征税。墨西哥宣布对美国钢铁、猪 肉及 其 他 产 品 征

税。加拿大对美国价 值１２６亿 美 元 的２５０种 商 品 征 收１０％至２５％不 等 的 关

税。印度政府决定对美国３０种产品征收２．４１亿美元的关税，征收的数额等于

美国政府３月份对印度钢铝产品征收的关税额。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马克西

姆·奥列什金（Ｍａｘｉｍ　Ｏｒｅｓｈｋｉｎ）表示，为报复美国加征钢铝关税，俄方将对美

国向俄出口的部分化工产品、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非航空航天类运输工具及相

关设备和筑路工程设备加征关税。

各国的反击措施都根据受制裁的美国产业对美国政治地理的敏感性而设

计，其目的就是增加共和党票仓（特朗普支持州）的财政负担。欧 盟 的 报 复 直

接对准共和党支持州的标志性产 品 哈雷摩托，墨西哥征税的美国产品 全 部 来

自共和党的据点，以促使这些州的商业、立法者向特朗普施加压力。加拿大的

征税清单包括番 茄 酱、酸 奶、酒 类 和 日 用 品，多 数 来 自 佛 罗 里 达 州、威 斯 康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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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 的劳 动密 集型 产 品，目 的 是 打 击 特 朗

普在这些关键州的支持者。例如，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Ｐａｕｌ　Ｒｙａｎ）来

自威斯康星州；加拿大进口的美国威士忌 来 自 于 参议 院共 和 党 领 袖米 奇·麦

康奈尔（Ｍｉｔｃｈ　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的老家肯塔基州。据学者估计，仅钢铁关税一项就

会给美国造成１４．６万人的失业。按美国人均５．９万美元计算，１４．６万人失业

的总损失是３８０亿美元，而这还只是报复性关税导致的直接后果，间接损失可

能达到４７６亿美元。①

特朗普针对欧盟、日本、加拿大、墨 西 哥和 韩 国 等 传 统 盟 友 突 然 发 起 的 钢

铝关税战，充分反映了特朗普极其狡诈的谈判策略，即先提出一个远高于预期

的条件让对手惊慌失措，继而以反复无常的变化令对手感到莫大的压力，时机

成熟时抛出次优条件让对手急于接 受，从而达到想要的谈 判 结 果。对 欧 盟 的

钢铝关税战只不过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对于欧盟和日本，钢 铝 关 税 只 是

美国向它们施压的一个政策工具，特朗普的真正目的是迫使欧盟和日 本 同 意

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外构建贸易规则，共同排除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竞争。

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来说，就是为了使其软化立场，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举

行谈判，并签订对美国有利的《美加墨贸易协定》（ＵＳＭＣＡ），同时排除所谓“非

市场经济”国家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发展紧 密的 贸易 伙伴 关 系的 机 会。无 论 是

美欧谈判、美日谈判还是重签美加墨贸易协定的谈判，特朗普都把防范和对抗

中国视为一个重要的目标。

在七国集团 峰 会 上，特 朗 普 首 次 提 出 零 关 税、零 壁 垒 和 零 补 贴 的 概 念。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５日，特朗普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Ｊｅａｎ－Ｃｌａｕｄｅ　Ｊｕｎｃｋｅｒ）宣布，

美欧已就致力于消除关税和贸易 壁 垒达成一致，双方共同致力于努力 实 现 零

关税、零壁垒及非汽车工业产品的零补贴，欧盟还同意进口更多美国大豆和液

化天然气，双方同意暂停目前的关税，这意味着美欧之间因钢铝关税战而日益

升级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随 着跨大西 洋 贸 易关 税 螺 旋 式 上 升 趋 势 的 终 止，

美欧围绕“三零”谈判还有一番 激烈的较量，谁 都 明白 欧盟 是 单一市 场而非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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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国家，美欧在双边层次上达成“三零”协议可谓阻力重重。不过，美欧以

“三零”为基础的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协议 谈判，其间必然牵涉到绕开世界贸 易

组织重构规则体系以围堵中国国有企业的条款。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

谈判，在美国高关税政策之下，加拿大和墨西哥已经被迫签署了《美 加 墨 贸 易

协定》，并且在美国施压下，该贸易协定加入了一项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毒

丸条款”（ｐｏｉｓｏｎ　ｐｉｌｌ），该条款规定任 何 一 个 国 家 若 与 非 市 场 经 济 国 家 签 署 贸

易协定，则其他两国可以在六个月之内自由退出，并签署双边贸易协定。

（二）特朗普的汽车关税战

２０１７年，美国共进口约３６００亿美元的汽车及零配件，其中绝大部分进口

汽车来自于美国的传统盟国，如加拿大、墨西哥、日 本、德国、韩国等。２０１８年

５月２３日，美国商务部以欧盟进口汽车及其零部件对美国 国 家 安 全构成 威胁

为由，第三次启动了国家安全调查，特朗普考虑对汽车及其零部件征收２０％的

关税。７月５日，包括日本、俄罗斯、欧盟各国在内的４０个 国 家 在日 内瓦世界

贸易组织总部对美国威胁针对进口汽车和零部件加征关税的做法表示质疑和

抗议。美国对汽车等高科技产品征税，可 严 重 损 害 商 业 和 消 费 者 的 利 益。对

高科技产品征收２５％的关税最终将使美国企业付出１２５亿美元的成本。美国

公司很难找到可生产这么大数量高科技产品的替代供应商。成本的增加达到

了美国生产商的边际，使它们没有 资 金投 资 新 的 生产 线 或 扩 大 增 长。７月１９

日，在商务部举行的听证会上，对汽车及其零部件加征关税的政策遭到了各方

一致的反对。美国汽车经销商协会主席彼得·韦尔奇（Ｐｅｔｅｒ　Ｗｅｌｃｈ）在听证会

上称，加征２５％关 税 将 导 致 美 国 新 车 销 售 减 少２００万 辆，失 业 人 口 将 增 加

７１．４７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损失５９２亿美元。①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

分析认为，这项关税将使美国损失１９．５万个工作岗位。如果其他国家进行报

复，失业将是这个数字的三倍，关税将对２０８０亿美元的进口造成影响。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５日，虽然特朗普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达成了和解协议，

但特朗普惯于游走边缘，决策反复无常，给汽车关税问题蒙上了不确定性的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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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综述：各方代表强烈反对美国对进口汽车及 零 配 件 加 征 关 税》，《中 国 新 闻 网》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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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８月２０日，就在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表态推迟对汽车征收关税的“２３２调

查”之时，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重新威胁要对“从欧盟进口到美国的每辆汽 车

征收２５％的关税”。① 在美欧展开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大框架下，美

国随时有可能重启汽车关税战，而欧盟早已提出应对之策，如果美国对欧盟汽

车征收关税，欧 盟 将 采 取 报 复 措 施，对 从 美 国 进 口 到 欧 盟 的 医 药 制 品 征 收 关

税。当然，也不能排除美欧在跨大西 洋 自由 贸 易 协 定 谈判 上 取 得 重 大 突 破 的

可能性，毕竟这符合特朗普的战略目标，即在结束美国目前四面树敌的状况之

后，企图结成美欧统一战线，联手对付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

（三）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

早在２００４年，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想法已盛行于美国。一方面，中美 贸

易 逆差从２００３年１２４０亿美元增加到１６２０亿美元；另一方面，中国经济长期

保持９％以上的增长率，这 使 美 国 感 到 困 惑 和 不 满，指 责 中 国 偷 走 美 国 人 的

工作，通过紧 盯 美 元 而 低 估 人 民 币 币 值，以 不 公 平 价 格 向 外 国 市 场 销 售 产

品，忽视劳工权利 而 保 持 较 低 的 劳 动 成 本 以 及 不 履 行 入 世 承 诺。虽 然 这 些

指责毫无根据，但“背 后 的 误 解 可 能 引 起 中 美 之 间 的 一 场 贸 易 战”。② 此 后，

中美两国在经贸关系上既合作又 摩 擦，中 国 政 府 贯 彻“韬 光 养 晦”战 略，成 功

地维护了中美关 系 的 大 局 稳 定。但 由 于 中 美 经 贸 关 系 的 显 著 失 衡，特 朗 普

执政以后，经济民族主义和民粹 主 义 渐 成 美 国 对 外 经 济 政 策 的 主 流，对 中 国

进行惩罚或进行经济遏制的思 想 成 为 反 建 制 派 国 际 经 济 政 策 的 一 个 突 出 特

征。反建制派认为，中美经贸关 系 不 是 中 美 关 系 的 压 舱 石，而 是 需 要 加 以 治

疗的“病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执 政 目 标 已 处 于 中 国 崛 起 的 现 实 挑 战 之

中。最终，常态化的中美经贸摩 擦 演 变 成 为 一 场 历 史 上 最 大 规 模 的 贸 易 战。

外界普遍认为，美国 对 华 贸 易 战 的 真 实 意 图 不 仅 仅 是 为 了 消 除 对 华 贸 易 逆

差，其更深的战略意图在于以贸 易 制 裁 为 突 破 口，破 坏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的 动 力

机制，并进一步采取 强 硬 政 策，调 集 各 种 战 略 资 源，对 中 国 崛 起 的 态 势 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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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特朗普又对欧盟汽车产 业“开 火”，美 欧“停 战”协 议 要 作 废？》，ｈｔｔｐｓ：／／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ｎｅｗｓ／
１１１７３３１６／２０１８０８２３／３３６５９８４２．ｈｔｍｌ，２０１８－１０－０９。

Ｎｅｉｌ　Ｃ．Ｈｕｇｈｅｓ，“Ａ　Ｔｒａｄｅ　Ｗａｒ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８４，Ｎｏ．４，２００５，ｐｐ．９４－１０６．



“硬遏制”（ｈａｒｄ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特朗普政府的核心决策圏，基于所谓的受害者逻辑，一直抱怨中国不公平

地获得美国技术，包括在合资企业伙伴间的强制性技术转让、所谓侵犯专利权

和工业间谍等。认为中国的政策和行为破 坏 了美 国 工 业 的 竞 争 优 势，降 低 了

美国的创新收益，使工作岗位从美国转移到中国。他 们 还 指 责 中 国 破 坏 全 球

贸易规则和规范，造成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２０１７年８月，美国贸易代表办

公室根据《１９７４年贸易法》发起了“中国可能损害美国知识产权、创新或技术发

展的法律、政策与实践”的“３０１调查”。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２日 公 布了 所谓“３０１调

查”结果。４月３日，特朗普对中国价值５００亿美元的１３３３种产品发出关税威

胁，中国则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航 空 和 农 产 品 采 取 报 复 性 措 施。接 着，

特朗普威胁对额外１０００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税，中国随即宣布对原产于美国

的高粱征收初步关税。由于中美双方相持不下，中美 经 贸 关 系 笼 上 了 一 层 贸

易战的阴云。

２０１８年５月初，中美双方开始就经贸 争 端 展开 谈判。在第一轮贸易谈判

中，美方议题由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Ｒｏｂｅｒｔ　Ｌｉｇｈｔｈｉｚｅｒ）和贸易政

策顾问彼得·纳瓦罗（Ｐｅｔｅｒ　Ｎａｖａｒｒｏ）等对华鹰派全面主导。莱特希泽凭借曾

迫使日本签订“广场协议”而闻名，作为对中国进行“３０１调查”的主要设计者，

渴望给予中国致命的一击。纳瓦罗则是炮制“中国威胁论”的干将，他的《致命

中国》一书不仅深受特朗普的青睐，而且为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提供了所谓

证据。特朗普、莱特希泽和纳瓦罗一起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鹰派“铁三角”。

只要从美国鹰派带 来 的 所 谓“愿 望 清 单”就 可 以 管 窥 美 国 对 华 政 策 的 强 硬 立

场。清单要求：（１）立即消除对美国出口的不合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２）解

决与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有关的政策与实践；（３）给予美国服务商与中国服务

商同等的待遇；（４）签署一份不针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的协议。关于缩减双边

贸易逆差，美方提出了极端无理的要求。包括：自２０１８年６月１日起，在１２个

月之内削减双边贸易逆差１０００亿美元。自２０１９年６月１日起，在１２个月之

内再削减１０００亿 美 元。２０２０年 底，双 边 贸 易 逆 差 相 对２０１８年 减 少２０００亿

美元。

５月１７日至１８日，中 美 贸 易 谈 判 代 表 在 华 盛 顿 进 行 了 第 二 轮 建 设 性 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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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谈判期间中国终止向美国高 粱征 税，同 时 做出 了重 大 让 步。根 据《华 盛 顿

邮报》的报道，特朗普在第二轮贸易谈判中获得了中国有意义地增加美国能源

和农产品进口的承诺，而特朗普则同意永 久 性 解 除对 通信 业 巨 头 中兴 公 司 的

销售禁令。① 中美贸易谈判似乎正向达成协议的方向发展。

然而，游走边缘，测试对手底 线，决 策 反 复 无 常，正 是 特 朗 普 的 谈 判 风 格。

同时，他的鹰派铁三角对中美谈判结果并不满意，他们决定从政治和经济两方

面同时对中国进行挑衅和极限施压。５月２７日，两 艘 美国 军 舰 擅自 闯入西沙

群岛１２海里领海线以内，严重侵犯了中 国 的 领 土 主 权。两 天 后，特 朗 普 再 次

威胁对中国价值５００亿美元的商品征收高 关税。５月３０日，美 国贸 易谈判代

表抵达北京，中 美 举 行 了 第 三 轮 贸 易 谈 判。在 这 次 谈 判 中，美 方 提 出 了 所 谓

“制度结构”问题。为了向美国释放最大的善 意，中国 政府 承 诺购 买 美 国 价 值

７００亿美元的农业和能源产品。

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仍不满足于中国在贸易谈判中做出的重大让步，继

续决定对价值５００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 分两 批 次征 收关 税。６月１４日，在

蒙大拿州的竞选 集 会 上，特 朗 普 重 申 对 中 国 输 美 产 品 征 收 关 税 的 计 划。６月

１５日，美国正式宣布对中国价值５００亿美元的商品加征２５％的关税。其中，自

２０１８年７月６日起，对中国价值３４０亿美元共８１８类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同

时对价值１６０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征求公众意见。特朗普政府对中国

正式打响了贸易战的第一枪，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战。“这一决

定将使美国经济付出沉重的代价。关税和政策制定者被告 知，征 税 不 仅 对 经

济增长的贸易部分具有负面影响，而且会外溢到消费和投资领域，导致许多美

国人的生活水平下降。”②

特朗普宣称，如果中国采 取 对 等 报 复 措 施，美 国 将 再 对 中 国 价 值２０００亿

美元的出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如果中国继续采取对等 报 复，美 国 则 对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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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价值２０００亿美元的输美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这意味着美国最终将对９０％

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加征关税。

历史上，在贸易谈判中，美 国 常 常 对 贸 易 伙 伴 进 行 要 挟、恐 吓，但 由 于 美

国长期充当西方世界的霸主，其 贸 易 伙 伴 对 于 美 国 的 为 所 欲 为，往 往 是 敢 怒

而不敢言。在中美 贸 易 谈 判 中，特 朗 普 故 伎 重 演，只 许 美 国“惩 罚”中 国，不

许中国还以颜色，低 估 了 中 国 政 府 维 护 国 家 利 益 的 意 志 和 决 心。中 国 政 府

在同一时间，由国务院关税税 则 委 员 会 发 布 公 告，对 原 产 于 美 国 的６５９项 约

５００亿美元进 口 商 品 加 征２５％的 关 税。２０１８年７月６日，对 美 国 价 值２９６

亿美元共５４５项商品征收关税。剩余１５３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则视美国动向

而定。９月２３日，特朗 普 政 府 变 本 加 厉，宣 布 对 价 值２０００亿 美 元 的 中 国 商

品加征１０％的关税，中国政府被迫实行对等 报 复 措 施，宣 布 对 价 值６００亿 美

元的美国进口商 品 加 征 关 税。至 此，美 国 强 加 于 中 国 的 贸 易 战 已 经 达 到 了

前所未有的超级 规 模。美 国 借 口 贸 易 逆 差，对 中 国 提 出 蛮 横 无 理 的 漫 天 要

价，美方提议的多轮贸易谈 判 是 假，对 中 国 实 行 抢 劫 和 欺 诈 政 策 才 是 真。正

如美国贝尔斯 登 公 司 首 席 经 济 学 家 维 尼·安 杰 尔（Ｗａｙｎｅ　Ａｎｇｅｌｌ）所 说，“国

际金融如此错综复杂，世界如此相 互 依 存，以 至 于‘抢 劫’无 利 可 图，外 交‘欺

诈’徒劳无功”。①

从某种意义来说，中美贸易 战 虽然在 理 论 上 可 以 推 迟，但 终 究 难 以 避 免。

当下贸易战的爆发，麇集于特朗普政府的鹰派起到了关键而急迫的推动作用。

由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霸凌主义（ｔｒａｄｅ　ｂｕｌｌｙｉｓｍ），消除双边贸易逆差、追求双

赢和绝对收益并不是美中贸易谈 判 的真正目的，美国鹰派企图通过极 限 施 压

给中国经济戴上枷锁，从而永久性消除中国经济增长的体 制 性 动 力。如 果 这

一招不灵，则不惜发动大规模贸易战，以 便 系 统性 破 坏 全 球 价 值 链 和 产 业 链，

进而摧毁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经济环境。也许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一次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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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朗普贸易霸凌主义的根源

在战后国际贸易体系中，美国时常以自由贸易的领跑者而自居。诚然，美

国曾对重建战后多边贸易体制做 出 了很大的努 力，即 使它 自 诩 为 自由 贸 易 的

领导者也不会引起世界的反感。同时，美 国 也 动 辄对 贸 易 伙 伴 挥 舞 单 边 主 义

的大棒，但总体上未对国际贸易体系造成破坏，美国政府仍然致力于维护世界

贸易组织的法律地位。然而，特朗 普政府 的 对 外 贸易 政 策 与 战 后 历 届 美 国 政

府的对外贸易政策都迥然不同，特朗普反对自由贸易，反对比较优势下的国际

竞争，反对全球化，他主张的所谓公平贸易完全脱离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和

规则体系。因此，特朗普的贸易 政 策已经 远 远 超 过了 历 史 上 的 侵 略 性 单 边 主

义的范畴，而是一种信奉丛林法则，集霸道、掠夺、欺凌和讹诈于一体的贸易霸

凌主义。

（一）美国贸易制度的霸凌性

霸凌主义就是恃强凌弱，通 俗 地 说，就 是 欺 负 人。历 史 地 看，美 国 的 制 度

设计，赋予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侵略性和 霸凌 性。美 国 对 贸 易 伙 伴 施 加 单 边

主义的惩罚措施，在战后国际贸易史上可谓司空见惯，突出表现在美国贸易法

中的那些“３０１条款”。说到底，这些条款本来就是为了惩罚和欺负其他国家而

设计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由于石油危机和经济滞胀的双重打击，美国首次

出现对外贸易赤字，美国国会制定了带有浓厚侵略性的《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目的

在于为美国货物 与 服 务 扩 展 外 国 市 场，降 低 外 国 的 关 税 壁 垒，而 饱 受 诟 病 的

“３０１条款”就是执行这一战略的工具。如果贸易伙伴不 对美 国出 口开放 特定

市场，美国政府就利用“３０１条款”对它们进行威胁和报 复，从而获得贸易伙伴

的单边减让。美国经常滥用贸易规则，对贸易伙伴实施“３０１调查”，有学者总

结了四个原因：（１）长期存在的贸易赤字使美国认识到需要保留贸易政策的侵

略性；（２）“乌拉圭回合”没有消除对国内农业的援助措施，也没有降低对金融

服务、航运和电信的壁垒；（３）当美国工业需要更大的外国市场准入时，世界贸

易组织不能向美国国会证明它可以做出有效的反应；（４）世界贸易组织没有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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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所有扭曲贸易的措施，如反竞争实践和出口援助措施。①

现任美国政府的霸凌性在其制度性霸权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表现。２０１８年

９月２４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

场》白皮书，详细地阐述了美国贸易霸凌主义的种种行为，包 括 根 据 美 国 国 内

法单方面挑起贸易摩擦，片面指责他国实行产业政策（实际上美国政府并不乏

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以国内法“长臂管辖”制裁他国，将国内问题国际化、经

贸问题政治化，以及对贸易伙伴背信弃义等等，②尤 其 是极 端 藐 视世 界贸易组

织，在双边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议中强制推行“毒丸条款”，以及企图绕过世

界贸易组织体系，通过发达国家间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方式重构规则，限

制国有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挑战国际贸易竞争规则。当前，美国对华经贸

政策可谓来势汹汹，从极限施压、毫无 诚 意的 谈判 到肆 无 忌 惮 的 加 征 关 税，种

种行径显示，无论动机、本质还是目的，均 已 超 越 传统 的 侵 略 性 单 边 主 义 的 范

畴，只能用“贸易霸凌主义”一词来概括。

（二）中国的经济赶超惊醒了霸主

中国的崛起与历史上其他大国的崛 起截 然 不同。１９世纪 末，美日德等新

兴大国的崛起，发生在帝国主义瓜分和再 瓜 分 殖 民地 的竞 争 狂 潮 中，一 方 面，

国家既不受国际 法 的 约 束，又 没 有 经 济 规 则 的 制 约，可 以 不 择 手 段 地 相 互 竞

争；另一方面，尽管国家间存在经济发展差距，但 差 距 并 不 显 著。落 后 国 家 对

先进国家的赶超，不会产生像当下如此强大的心理冲击力。虽 然 历 史 学 家 把

１９世纪定义为“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但英国实际上缺乏绝对实 力 对崛起 大国

做出强硬的反应。以英德关系为例，德国在１９世纪７０年完成统一，４４年后就

有足够的实力 挑 战 英 国 霸 权，而 英 国 单 凭 一 国 之 力 事 实 上 已 难 以 匹 敌 对 手。

美德日三国的崛起几乎不受阻挡。反观中国，在 国际 体 系 中 的 崛 起 则 要 困 难

得多。虽然中国是传统的东亚霸主，但在 鸦 片 战 争后 国 家 经 历 了 持 续 的 衰 落

和动荡，国力几乎耗尽，积贫积弱，东西方经济发展的差距拉大，中国与西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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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已经不在同一个发展阶段上。改革开放以来，拥有如此众多的人口、如此薄

弱的经济基础和如此巨大的发展 落 差，中 国 的 经 济总 量却 在 相 对 较短 的 时 间

内赶超了多个发达国家，这对西方国家产生的心理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因此，

中国的赶超还在半路上就引起了 西 方国家的警 惕，尤 其是 美 国 作 为当 今 世 界

的霸主，时刻担心其国际领导地位的旁落。２００８年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为美

国提供了一个观察中美发展态势的机会，当时中国经济继续沿着７％以上的增

长线向前冲击，而美欧相继陷入了经济衰退。结果，眼观偌大的中国身影一掠

而过，美国霸主终被惊醒。“中国的崛起或许 是历 史 前进 的 方向。”①对中国进

行系统性遏制已成美国朝野和军民的共识。

（三）相对实力衰落引起霸主的焦虑

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对华贸易战凸显了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霸凌主义

行径，同时也暴露了中美关系的本质。在特朗普政府的核心决策层看来，中美

关系难以摆脱霸权———挑战者的历史结构，当 霸 主 锁 定 具 有 颠 覆 性 竞 争 力 的

挑战者后，往往通过贸易战略升级来消除威胁，霸主在初期阶段倾向于有限运

用国际贸易规则（反倾销、知识产权）保护国内利益集团，挑战者通常选择妥协

以降低惩罚性贸易措施造成的损失。霸主在中期阶段倾向于动用争议性的贸

易限制措施（如非市场经济条款、反补贴措施、特殊保障措施、数 量 限 制 等）对

挑战者予以遏制。当认识到挑战者的实力发生结构性变化，即从工业、高科技

到尖端科技形成整体竞争力时，国际经济秩序面临重构，此时挑战者被霸主界

定为“经济敌人”（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ｎｅｍｙ），霸主因对国际领导地位的焦虑而产生贸易

战和经济战的冲动。

中美贸易战并非空穴来风。随着中国的 崛 起，美 国 社 会 对 中 美 经 贸 关 系

的不满与日俱增，到特朗普政府时期，这种不满情绪又掺杂进民粹主义的意识

形态，这使美国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更趋激 进和 强硬。特 朗 普 和 他 的 鹰 派 精 英

分子把美国大众阶层对中国的“街头抱怨”直接提升到决策圏。在以冲突为基

调的双边关系中，中国被刻画成无所不为的破坏者，而美国自导自演受害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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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对中国的指责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

第一，美国“吃亏论”。美国 认 为在 中 美关 系 特 别 是 双 边 经 贸 关 系 中 长 期

受损，要求采取措施迫使中国在双边经贸关系中做出重大让步，这是美国挑起

中美贸易冲突的原因。特朗普在“推特”上 宣 称，美国 并没 有 与中 国 进 行 贸 易

战，因为多年前美国 就 输 掉 了 这 场 贸 易 战，中 国 每 年 从 中 美 贸 易 中 获 得５０００

亿美元的顺差，从美国“窃取”３０００亿美元的知识产权。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７日，白

宫发布报告《中国经济侵略如何威胁美国与世界的技术与知识产权》，①完全是

一篇讨伐中国的檄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声称，征 税 清 单 对 准 那 些 盗 用 美

国技术的中国企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Ｃｈａｄ　Ｐ．

Ｂｏｗｎ）对征税清单进行分类后发现，在美国政府提出征税的价值５００亿美元出

口中，中间产品和固定设备占８５％。根据２０１２年美国商务部发布的《美国工

业专利密度的评估报告》，在征税清单中，８０％的 中 国 出 口 都 落 在 美 国 专 利 密

度最大部门的范围之内。②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认为，美国在六方面“吃亏”：（１）中国从美国公

司获取了数十亿美元的知识产权 和 商业秘密，美国为此付出数以千计 的 工 作

岗位和数十亿美元税收；（２）中国对美国公司施加不公平的限制，要求它们在

合资企业中成为小股东，转让知识产权，或者在某种情况下，阻止其进入中国，

而中国公司没有受到美国的同样对待；（３）与国际承诺相反，中国运用非关税

壁垒和补贴建立领军型国有企业，阻止外国竞争；（４）美国公司别无选择，要在

中国经营业务就必须接受这些限制，多年以来，以知识产权换取市场准入的交

易似乎是可接受的，美国公司运用各种战略以避免损失。在过去几年，随着中

国经济日益走向成熟，这种交易不再是可接受的；（５）由于公司没有抱怨，美国

政府没有对中国的政策做出任何反应。２０１５年，奥 巴 马和 习 近 平达 成了限制

商业网络间谍的协议，虽然有一定作用，但没有解决主要问题；（６）中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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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ｒｍ　Ｕ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ｈｔｔｐｓ：／／ｐｉｉｅ．ｃｏｍ／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ｌｉｃｙ－ｂｒｉｅｆｓ／ｔｒｕｍｐ－ｔａｒｉｆｆｓ－ｐｒｉｍａｒｉ－
ｌｙ－ｈｉｔ－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ｓ－ｈａｒｍ－ｕｓ，２０１８－０７－２０．



是很明确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更加自信，

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 更 能 实 现 这 一 目 标”，这 就 是 替 代 美 国 的 经 济 和 技 术 领 导

地位。①

第二，“中国入世错误论”。美国缔造了国际多边贸易体系，中国在这一体

系里获得了最大的经济利益，综合实力突 飞 猛 进，而 美 国 日 益 失 去 竞 争 优 势。

特朗普认为，过去美国加入国际协定，承担 成 本和 负 担，其 他 国 家 坐 享 渔 人 之

利。美国缔造了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中国成为最大受益者，而美国日益失去竞

争优势。华盛顿保守智库经济 政策研究 所 高 级经 济 师 罗 伯特·斯科特（Ｒｏｂ－

ｅｒｔ　Ｓｃｏｔｔ）和威尔·肯波尔（Ｗｉｌｌ　Ｋｉｍｂａｌｌ）认为，２００１年中国入世，美国公司被

迫与中国极其廉价的进口商品相 竞 争，导 致 美 国 损失 了３００万个工作机会。②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９日，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向美国国会提交的一份报

告提出，“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 的 条 件 是错 误 的，它 未 能 有 效 地 保

证中国拥抱一个更开放、更具市场导向的机制”。特朗普据此在一场关于贸易

政策的演讲中说，“我们不会再让任何国家利用美国”。③ 中美贸易逆差和中国

持有美元债权，统统被用来佐证所谓的“美国吃亏论”。也有学者认为，美国之

所以吃亏，是因为美国人自我放纵或懒惰，不愿努力工作，或 者 他 们 被 全 球 化

精英分子出卖了。因此，“美国正成为输家，而中国正成为赢家”。④

第三，“修正主义国家论”。中国经济实力已上升到全球第二位，被广泛认

为是对美国首要地位的最大挑战。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持 续 提 升，已 成 为 亚

太地区的主导性大国。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报告》和《国家防务战略》中把

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 竞 争者，中国被列为当今美国面临的 三 大 挑

战之首。美国指责中国不满现状，谋求修改国际制度与规范，改变现存世界秩

序。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美国把双 边经贸 问 题 归 结于 中 国 不 接 受 世 界 经 济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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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基本规则。当规则符合国家利益时，中国就遵守规则；当规则不符合国家

利益时，中国就 拒 绝、改 变 和 无 视 规 则。如 此 政 治 逻 辑 之 所 以 在 美 国 大 行 其

道，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国内反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情绪肆意蔓延，而且这

种信仰已经深入大众文化的骨髓。

（四）扼杀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透过美国对华抱怨的多棱镜，可以看 到 中 美 贸 易 战 的 多 源 性。巨 额 贸 易

赤字只是一个起点，指责中国的不公平贸易政策是美国对华政策激进 化 的 借

口，美国相对衰落和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才是问题的根本。因此，特朗普政

府不是考虑如何修复霸权的篱笆，而是考虑如何从根本上打击挑战者 的 竞 争

优势，即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在全球 新的 科技 革 命竞 争 的 过 程 中，中 国 一

改过去跟随的战略，而是在包括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及移动互联网的诸多领域

显示出极强的竞争力，而这些领域被视为大国角逐未来经济权力的制高点，对

于中国在这些领 域 产 业 政 策 的 成 功，美 国 显 示 出 极 大 的 不 情 愿 和 焦 虑。在

这个时候，采取惩罚性措施，可以 遏 制 中 国 在 战 略 新 兴 产 业 领 域 在 全 球 处 于

领先地 位 的 努 力，而 这 是 决 定 中 国 能 否 在 未 来３０年 成 为 现 代 化 强 国 的

关键。”①

贸易战是双输游戏。正如有学者指 出，“在 一 个 相 互 依 赖 的 世 界 里，激 烈

的国家间冲突不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能带来回报”。② 因此，在世界经济史上，

国家间大规模贸易战的例子并不多 见。既 然 贸易 战 是 一 场 双 输 游 戏，为 何 特

朗普仍然一意孤行？为何特朗普明知中美经济两败俱伤仍不改弦易辙？贸易

战的结果无非就是两个方面：绝对损失和相对损失。绝对 损 失是 指Ａ国发动

贸易战，Ｃ国被动应对，Ａ国愿意遭受损失，只要Ｃ国也遭受 损 失。相 对 损 失

是指Ａ国发动贸易战，目的就是要使Ｃ国遭受更大的损失。美国《总统经济报

告》曾表述过一种美国愿意承担相对损失 的逻 辑，“即使短期内美国经济会 付

出一定代价，但只要国际贸易干预有利于 实 现 增 加那 些推 行 干 预 政策 的 外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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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代价这一战略目标，它就是值得的”。① 直观地说，鹰派当道的特朗普政

府未尝不明白贸易战是一场双输 游 戏，但 美 国 政 府的 主要 目 的 就 是要 让 中 国

付出重大的代价，即全面遏制“中国制造２０２５”（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５ｐｒｏｇｒａｍ）。

考虑到中国自上 而 下 贯 彻 发 展 战 略 的 巨 大 动 能，特 朗 普 认 为“让 美 国 再 次 伟

大”的执政目标已经处于中国挑战的危险之中。在国际竞争层次上，贸易战是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较量。对特朗普政府来说，贸易战的

最后结局无论表现为绝对损失还是相对损失，美国政府都不在乎，特朗普只求

美国的惩罚性关税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扼杀性作用。

四、特朗普贸易战的政治经济效应

由于贸易战会产生错综复杂 的 政治 经 济 后 果，企 图 计 算 绝 对 损 失 和 相 对

损失都是很徒劳的，而美国损失大还是中国损失多，并不是一个实质性问题。

但是，中美双方都追求关税打击的精准性。２０１８年４月３日，美国贸易代

表提出了一份征税产品清单，准备对其征收２５％的关税。② 这份清单专门针对

那些“受益于中国产业计划”，如“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的部门，包括航空航天、信息

与通信技术、机器人和机械制造。为了尽可能减少美国消费者的痛苦，美国贸

易代表的清单排除了纺织品、服装、袜子、手提电脑和手机。③ 这些关税措施的

惩罚效果可能会出乎特朗普的预料。

第一，特朗普的关税增加了美国制造业 的 经 济 成 本。中 国 出 口 美 国 的 产

品，在美国公司的供应链中属于关键性的中间产品，短期内美国企业难以找到

替代生产商。虽然美国企业可以把订单转 向 东南 亚 国 家，但 难 以 克 服 合 同 成

本提高、生产规模不足等困境。这样，美 国的 进口 商 不 得 不 吸 收 关 税 的 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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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美国重量级企业康明斯公司（Ｃｕｍｍｉｎｓ）在 中 国 生 产 的 零 部 件 就 用 在 美

国发动机上。由于特朗普的贸易战，康明 斯 公 司 将为 自 己 生 产 的 零 配 件 支 付

２５％的关税。当然，美国企业可以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样又会导致通货膨

胀升高，并降低真实的经济增长率。贸易战的损失还会扩展到其他经济体，破

坏全球商业信心，放慢投资。

第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直接损 害美国 跨 国 公 司 的 利 益。美 国 对 汽 车 等

高科技产品征税，可严重损害制造商的利益，他们购买中间产品和制成品的价

格提高。这些产品都是美国公司购买，如通用、百思买集团。对高科技产品征

收２５％的关税最终将使美国企业付出１２５亿美元的成本。美国公司很难找到

可生产这么大数量高科技产品的替代供应商。增加的成本达到了美国生产商

的边际，使它们没有资金投资新的生产线或扩大增长。２０１４年，中国对全世界

出口的４６％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对美出口中所占的比

例更大，高达６０％。①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政策简报指出，虽然中美

关系长期受到一些问题的困扰，但对指定产业征收关税的策略，对经济的损害

大于惩罚效果，非但不能打击美国政府的 目 标———不 公 平 获 得 美 国 技 术 的 中

国公司，反而会损害美国的高科技部门。②

第三，特朗普的激进政策在效果上很可 能 适 得 其 反。他 企 图 通 过 关 税 惩

罚，提高跨国公司对美输出产品 的成 本，一 方 面迫 使 美 国 制 造 业 回 归 本 土，另

一方面阻止跨国公司继续向海外转 移 工厂。在经济全球化 时 代，各 国 经 济 贸

易相互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相互依赖。为了规避特朗普

的高关税负担，依赖海外市场的美国企业被迫继续向海外转移生产线，从而使

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梦想最终化为 泡 影。这绝 不 是危 言 耸 听，被 视 为

“美国货”代表的摩托车巨头哈雷－戴维斯已宣布转移部分生产线以抵消欧盟的

报复性关税。在美国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 上，宾 夕法 尼 亚 州 共 和 党 参 议 员 帕

特里克·图米（Ｐａｔｒｉｃｋ　Ｊ．Ｔｏｏｍｅｙ）对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Ｗｉｌｂｕｒ　Ｒｏｓｓ）抱

怨，加拿大的关税对亨氏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为了向加拿大销售番茄酱，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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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就是关闭美国的工厂，转移到加拿大”。①

第四，中国通过精心设计的反 击 措施试 图 给 特朗 普 造 成 一 定 的 政 治 杀 伤

力。大约有３０个选区受到中国报复性关税的重创，其中２５个选区在２０１６年

总统大选中投票支持了特朗普。中国瞄 准美 国农 业、汽 车 制 造 业 和 能 源 产 业

等最大的部门。２０１６年，美 国 对 华 出 口２５２亿 美 元 的 农 产 品，其 中 一 半 是 大

豆。中国将印度和东南亚国家 的 进口 大 豆降 为零 关税，这 些 地 区 的 大 豆 将 取

代美国大豆，导致美国豆农每年从中国获得的１４０亿美元收益丧失。２０１６年，

美国对华出口２５２亿美元农产品，美国可能失去大部分农产品出口。牛肉、猪

肉、鸡肉、鱼、水果、蔬菜、日用品、坚果和电动汽车，都面临中国的高关税报复。

美国农民成为承担绝对损失的受害者，一位美国豆农告诉《华尔街杂志》，由于

大豆价格下降，大约１０万美元的庄稼已“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② 美国的肉

类生产商、制造商和消费者也都是输家。

尽管如此，中国恐怕不能过 分 迷 信 精 准 打 击 的 杀 伤 力。现 在，欧 盟、加 拿

大、墨西哥和中国等都对美国商 品加 征 关税，目标对准共和 党 的 支 持 州、产 业

敏感州和依赖外国市场准入的地区。但是，最新民意测验表明，这些地方的支

持者仍然站在特朗普一边。这个国家受到特朗普贸易战最大影响的部分至今

仍然支持特朗普。根据《华盛顿邮报》—沙尔 学院 民 意 测 验，在 最 受 特 朗 普 关

税影响的１５个州中，特朗普的支持率为５７％，２０１６年，特朗普在这些州得到的

支持票为５２％。③ 中国绝不可低估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宁愿承受经济损失的

决心。

第五，美国的民 粹 主 义 将 会 乘 势 而 上。回 顾 美 国 历 史，自 罗 斯 福 总 统 以

来，美国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一直存在总统自由主义和国会保护主义的传统，而

如今总统自由主义早已不知所踪。共和、民 主 两 党在 贸 易 政 策 上 也 存 在 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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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野，共和党更倾向于自由贸易，民主党更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民主党基

于贸易保护主义的传统立场，在贸易赤字、知识产权等问题上一贯主张对华实

行强硬政策。而在对华政策上，共和党历来就是美国鹰派的大本营。现在，由

于民粹主义的兴起，共和党基本放弃了支持自由贸易的传统立场，在贸易政策

上逐渐与民主党合流，美国战后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共和、民主两党都奉行强硬

贸易保护政策的局面。面对特朗普升级贸易冲突，共 和 党 投 票 人 始 终 站 在 特

朗普身边，在中美贸易战爆发后，共和党占两院多数的国会听凭特朗普挥舞贸

易制裁的大棒，集体“失声”，充分说明共和党比民主党更支持特朗普对华采取

强硬路线。尽管参议院在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１日以８８票对１１票通过了一项仅具

有非约束性的措施，呼吁国会在监管特 朗 普贸 易决 策 方面 发 挥 更 大 作 用。表

面看起来国会在对外贸易政策上 的 缺位正在恢 复 中，但是授予国会一 项 新 权

力以限制特朗普的动议并未获得通 过。而 且，正 是因 为 这 项 措 施 具 有 非 约 束

性，美国参议员才前来参加投票，因此美国国会煞有介事地通过这项所谓非约

束性的措施，只不过是一场政治作秀而已。

第六，从范式来看，中美贸易战的 实 质可 以 概 括 为 全 球 化 对 抗 逆 全 球 化，

这将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深远的影 响。如 果 贸易战沿着其固有的惯 性（报 复

和不妥协）运动，其结果很可能是美国主 导 的 国 际 经济 秩 序 的 崩 溃，因 为 在 任

何情况下，逆全球化不可能构成通行的国际 贸 易规 则，也就 是 说，逆 全 球 化 的

规则不可全球化。由此，特朗普政 府的经 济 思 想 将陷 入 一 种 反 比 较 优 势 的 悖

论，如果未来真的出现“美国反对美国”的现象，那就意味着首先需要美国方面

进行一场贸易政策的“拨乱反正”，而结果是，美国的政策将重新 回 归 全 球 化。

从这个角度来说，贸易战的意义并不限于经贸利益是否受损，而在于它开启了

重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进程。美国经 济学 家埃 尔文 认 为，贸 易 战 是 否 标 志

着美国贸易政策的转折点或者只是 一 种强硬的 姿 态，现在 还 不 好 下 定 论。至

少预示着会损害美国的国际经济 领 导地 位。① 贸易战的结果可能是非线性或

非历史的。在日美贸易战中，政治 依附的 日 本 根 本不 可 能 撼 动 美 国 主 导 的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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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经济秩序，结果是日本保守着制造业优势而美国经济从制造向智造转型。

在中美贸易战中，自治的中国具有抗衡美国的实力，美国在博弈中难以实现其

预定的目标，美国最终还是要返回谈判桌，国际经济秩序有可能在中美欧三极

结构上达到均衡。

第七，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美国存在一种主张美欧日建立针对中国的贸

易联盟的观点。这些观点虽然理性但比民粹主义更危险。他们不愿打贸易

战，更愿意以智慧的方式遏制中国。很多美国人主张，美国应像冷战期间对付

苏联那样，紧紧依靠西方联盟的团结，共同对付中国的崛起。美国对外关系

协会在《管理对等竞争时代的美中关系》中提出，“华盛顿应谋求同盟友与伙伴

一起，致力于共同反对中国的过激行为，利用中国领导人对大局稳定的期待，

抑制其去稳定化的政策，鼓励中国以建设性方式运用其新兴的力量”。① 有美

国学者指出，联盟与安全伙伴是美国拥有比较优势的最大财富之一。中国自

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以来，从中受益匪浅并希望扮演一个全球领导者，在这种情

况下，中国难以应付集团性的反击与谴责，从而敦促中国重新评估其政策。

“只有当美国与盟友保持良好的关系时，盟友才能团结一致。但最近特朗普政

府频频口出狂言，疏远了许多盟国。”②美国《大西洋》杂志（Ｔｈ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资深

编辑德里克·汤普森（Ｄｅｒｅｋ　Ｔｏｍｐｓｏｎ）提出，美国应联合盟国对中国施加压

力，而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正好相反，战略和战术上都走向了相反的方向。③

如果说特朗普的贸易战已无可遏止，那么，中美两国现在就不得不比拼政

治经济的韧劲，看谁扛的时间更长。美国评论家认为，“尽管中国发现，在即将

来临的贸易战中，很难对美国进行报复，但从相对条件来说，中国仍然会成为

赢家，因为特朗普的关税将对美国而不是对中国产生更大的伤害”。④ 随着经

济损失和政治后果的显现，特朗普热衷于冲突的情绪将会减退。２０１８年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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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虽然共和党保住了参议院的多 数 地 位，但 失 去 了

对众议院的控制权，这意味着特朗普的政治根基已经有所动摇，在接下来的任

期内，特朗普 有 可 能 成 为 跛 鸭 总 统，他 推 行 激 进 政 策 的 政 治 资 源 已 经 不 足。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７日，在 新 加 坡 举 行 的 一 个 国 际 论 坛 上，美 国 前 财 政 部 长 亨

利·保尔森（Ｈｅｎｒｙ　Ｐａｕｌｓｏｎ）警告说，如果中美关系完全循着贸易战的对抗逻

辑演变下去，就会出现一道“经济铁幕”（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ｒｏｎ　Ｃｕｒｔａｉｎ），全球大多数

投资和贸易将停止自由流动。① 因此，在临界点上，特朗普可能主动变调，重新

回到中美贸易谈判的正确轨道上来。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２０１８年

三十国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提出，为了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中

国将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在此 基础 上，中 美两 国 将 通 过 谈

判终结贸易战僵局，从而开启中美经贸关系的新局面。

９１１

想象与现实：特朗普贸易战的政治经济学

①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ｎｂｃ．ｃｏｍ／２０１８／１１／０７／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ｒｏｎ－ｃｕｒｔａｉｎ－ｌｏｏｍｓ－ｆｏｒ－ｕ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ｍｅｒ－ｔｒｅａｓ－
ｕｒｙ－ｃｈｉｅｆ－ｐａｕｌｓｏｎｓａｙ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８－１１－０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