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大学智库

简 报
2025 年 第 17 期

（总第 96 期）

辽宁大学中国开放经济研究院 2025 年 5 月 19 日

对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思考

余淼杰

近年来，中美经贸博弈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格局演变的核心议题。

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在贸易政策、产业链分工及国际规则

制定等领域的互动，不仅深刻影响着双边关系，更对全球经济秩序的重

构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4月以“对等关税”为名

提升对华贸易博弈强度，其核心逻辑仍延续了其第一任期对华贸易战

的非理性底色——将中美贸易差额片面归咎于“关税不对等”，并试图

通过禁止性高关税阻断中国产业链向中高端攀升。因此，针对本次中

美经贸博弈，本文提出以下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批驳特朗普关于中美贸易的四个逻辑谬论批驳特朗普关于中美贸易的四个逻辑谬论。。其一，美

国方面认为，美国在中美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根据2024年的贸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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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贸易顺差3600亿美元左右，因此特朗普认为美国经济利益受

损。其二，不对等的关税是美国在中美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根本原

因。2018年之前，中国对美国的关税税率是7.5%，美国对中国的关税

税率是2.5%，汽车关税税率是25%。因此，特朗普政府在中美第二论贸

易战中推出所谓的“新对等关税之说”。其三，美国只有对中国产品征

收高关税，才可能使中美贸易达到平衡的状态。美国采取该政策旨提

高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的售价，以降低其市场竞争力，从而减少对华商

品的进口量，进而达到贸易平衡的目的。其四，美国提高关税的本质是

不允许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美国通过对华商品征收高关税，迫使中国

产业一直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而美国产业处于高端位置。

对以上四个逻辑谬论的批驳。首先，中美贸易顺差3600亿美元左

右，只是商品贸易的顺差，并没有加上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方面，中

国是逆差，中国对美国的逆差为3000亿美元左右。美国认为这3000亿

美元要少于3600美元，所以，美国认为其经济利益受损。这种说法是不

符合中美贸易的实际情况。美国并没有算上在华的跨国企业利润，跨

国企业获取的利润仍然属于美国，如果再加上这一部分数值，美国贸易

顺差要比中国贸易顺差大。

其次，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税税率实际上早已对等。特朗普在

2025年 1月上台之前，美国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已经征收了19.7%

的关税，美国产品出口到中国被征收21.3%的关税，基本上差不多。

如果加上特朗普第二次上台时额外两次征收的10%关税税率，中国

产品被美国征收的关税其实已经更高。按照关税对等原则，美国在

2025年 4月推出80%、145%、245%的关税都是禁止性关税，导致无法

进行正常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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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通过征收高关税达到贸易平衡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如果

在没有高关税的情况下，真正实现“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在商品贸

易方面，中国产品依然会有比较贸易的顺差。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

比较优势非常明显，美国则面临产业空心化的困境。

最后，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

现代化。”①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而决非那种近代世界

史框架内的新霸主取代旧霸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创，打破

了被很多西方学者视为大国崛起“铁律”的“修昔底德陷阱”，为人类社

会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中国产业不能延伸至价值链的中

高端，只能处于低端”，这个逻辑显然更是站不住脚的。只允许“美国优

先”，而不允许中国繁荣富强，这毫无道理。

第二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未来会怎么样未来会怎么样？？本文提出以下几点预测：首先，特朗

普会在一个月内回到谈判桌上。当美国关税税率回到80%时，中国是

否要与之谈判？当然不能。不管美国怎么样，中国只需做好自己的事

情。从4月至5月这一个月的时间内，美国会主动与中国谈判，如果中

国愿意谈判，一年之内可以达成第二阶段的经贸协议，是否能够达成协

议取决于中国。中国政府在第二轮贸易战中的应对策略值得肯定，就

像毛主席所说的：“他们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制止特朗普。当美国宣称“关税税率从245%降

至145%再到80%”，这是所谓“交易的艺术”，不用理睬即可。“交易的艺

术”意思是本来应该征收 25% 的关税，然后提高至 245%，再退回至

① 新华社.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

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22-10-25）（2025-05-01），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

content_57216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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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好像是给了好处。这显然是不对的。

其次，美国对部分国家暂停对等关税90天的窗口期一过，美国一

定会对其他国家征收高关税。中国在这次贸易摩擦升级中已在金砖国

家中赢得了非常高的国际声誉。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中国

敢对美国的贸易霸权说“不”，这就是大国担当和中国气派。等90天之

后，美国对其他国家征收高关税时，其他国家也会对美国的贸易霸权说

“不”，因为中国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再次，《美加墨三国协议》（USMCA)有可能因为关税战存在崩盘风

险。特朗普上台后马上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高关税，还准备把加拿

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由

于政策的原因，“美加墨”、“美加”崩盘的概率会比较大。由于墨西哥与

美国、加拿大的经济结构不同，美加墨自贸区有可能会结束。但是特朗

普下台后，如果不改变宪法，而是民主党执政上台，美加墨自贸区还有

可能会回来，但那个时候不再有墨西哥。

最后，中国与东盟、欧盟的经贸区域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或者有

可能达成自贸协议。中国与东盟之间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而之前由于各种原因，《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欧CAI）暂时搁

浅，但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当欧盟意识到美国靠不住时，

与中国合作才是出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有可能会重新开启。换言

之，本文认为，全球化进程仍将持续，但其内涵或将发生结构性调整。

新的全球化是没有美国参与的全球化，美国很有可能会回到以前的门

罗主义和孤立主义角色中，这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一点。

第三个观点第三个观点：：中国该怎么做中国该怎么做？？中国要构建一个更大规模、更宽领

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其中，更大规模更大规模至少包含两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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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内容：其一，中国的商品贸易要更大规模。由于美国对中国产品征

收高关税，中国产品出口到美国已基本不太可能。那会不会影响到中

国今年的外贸呢？当前形势呈现出机遇大于挑战的特征。中国企业在

很早之前的出口目的地已实现多元化，虽然不是每个企业都这样，但至

少有一批企业已经这么做了。2025年5月9日最新公布的进出口数据

显示，今年4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降低了21%，但是中国总体的贸

易总额反而上升，为什么？因为其他各个地方的贸易额都在逐渐上升，

特别是对俄罗斯的贸易额达到2500亿，东盟、欧盟再加上非洲和拉美的

贸易额都上升得很快。所以，出口目的多元化是应对美国贸易讹诈做

好的办法。其二，服务贸易还要继续努力。2015年贸易强国目标提出

的一项重要内容：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关键在于做好服

务贸易。中国现在应该“补短板”，把服务贸易做好，特别要在留学和旅

游两个方面加把劲。

更宽领域更宽领域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数字贸易，现在数字经济已

经占到中国GDP的50%左右，数字贸易已成为贸易发展的主力。第二

个方面是绿色贸易，中国出口的“新三样”低碳产品贸易已经占了全球

的14%，超过了商品贸易在全球的比重。第三个方面是积极向外直接

投资，中国向外直接投资与美国基本不一样，中国投资不仅为当地创

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还转让了技术。因为中国有信心将所谓今

天最好的技术转让出去，但是明天会有更好的技术。对内投资方面，

中国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机会还是很大，特别是在资本密集型产业方

面，优势比较明显。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并不明显，因为中国

的劳工成本已经比东南亚国家高。但是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最重要

的成本并不是劳工的投入，而是有没有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套。中国具

-- 5



备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套，再加上产业集聚，这也是中国制造业占优势

的核心之处。

更深层次更深层次，，就是从要素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要素型开放方

面，中国以前是人口大国，劳工成本比较便宜。制度型开放方面，中国

要在原基础上向更高要求、标准转变，特别要做好规则、规制、标准、管

理这四个方面的内容。规则方面，WTO成员国要遵照WTO的规则，同

时中国也可以将成功经验注入到WTO新的规则中。规制方面，并不是

每个国际规则都可以直接拿来，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而要根据本国的

实际进行调整。标准方面，中国不仅要成为标准的跟随者，更要成为标

准的制定者，比如ISO9002标准。管理方面，国内企业要通过提高自己

管理的效率，以应对不确定的世界。怎样构建一个贸易强国？就是要

做好规则、规制、标准、管理，打造一个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

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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