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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贸易全球化发展背景分析

贸易纠纷发生的前提是贸易全球化，只有全球化的贸易发

展一定规模，国际贸易纠纷才具有一定存在的可能。纵观国际

贸易发展历史，国家及地区间贸易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与

全世界人文历史形成发展共同体。总体而言，国际贸易全球化

发展从主观及客观因素考虑，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全球化的殖民经济时代。十八世纪六十年代，

工业革命促使全球殖民经济时代破茧而出。英国等传统殖民帝

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资产阶级的快速发展，使西方殖民列强

使用高效率的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并通过坚船利炮对亚非拉

等地区进行殖民侵略，通过掠夺原材料反补国内经济发展，使

上述地区沦为殖民/ 半殖民地，基本形成了以殖民经济为主的

帝国主义全球贸易框架；

第二阶段，殖民+ 战争经济并存时代。原则上第二阶段与

第一阶段同属于殖民经济时代。西方列强对殖民地及话语权的

争夺，从工业革命开始从未停止。经过一战等主要殖民战争直

至1945年9月二战结束，该时期国际贸易方式主要为对殖民/半

殖民地石油等原材料的掠夺。同时，各经济体之间的军火、钢铁

等战略物资跨国交易也占据较大比例，形成了战争特殊时期国际

贸易体系。二战结束后，美国作为二战受益最大的国家，顺理成

章的主导了下一阶段的全球贸易化；

第三阶段，真正的全球化贸易时代。从二战结束至2010年

左右，全球贸易快速发展，经历过美俄冷战后，逐渐真正实现了

公平、自由、竞争的发展。特别在WTO等经济组织挂架协调下，

实现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而中国80年代改革开发，正好赶

上第三阶段全球贸易化的后半程，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巨大的

国内市场等有利条件积极融合到经济国际化进程中，成为“世界

工厂”，并于2001年成功加入WTO，全面开启市场经济全球化。

第四阶段，世界经济新秩序时代。随着世界发展中国家不断

崛起，在以互联网技术运用、新能源及AI等新技术高速发展的

促进下，世界经济向多极发展，世界各经济体间逐渐形成发展与

竞争并存的新局面。

2  “贸易战”产生的背景分析

至本世纪初，二战结束后经过70多年国际经济的发展，世

界逐渐形成稳定的三级金字塔经济架构。其中，非洲及部分南美

地区作为第一级，主要提供初始原材料和能源；中国等亚洲国家

作为第二级架构，主要提供初中级经济产品加工生产和消费；美

日等西方发达国家作为框架顶级，主要提供中高端产品。特别是

浅谈新时代“中美贸易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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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中美“贸易战”逐渐升温，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单边保护主义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呈现出中美双边贸易向

中、美、日及欧盟等主要经济体的多边贸易纠纷方向发展。虽然近期美国总统换届，在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中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但总体来说，中美将在经济等各方面长期处于对抗状态。结合目前国内外疫情及经济状况，并从今后发展角度来说，通过对中美

贸易摩擦进行分析，探讨其内在成因，并积极通过采取“双循环”持续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并通过供给侧改革，全面促进行业转

型升级，提升综合国力，以此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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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为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牢牢掌握世界金融与货

币话语权，成为“塔尖明珠”。

三级金字塔经济架构长期平稳运行，直到某些不确定因素的

出现，打破了现有的平衡局面。这些不确定因素主要为新兴经济

体的崛起，对原有的世界经济体系产生较大冲击。而世界新兴经

济体的代表就是中国。

一方面，中国经过40多年改革开发的发展，在工业制造、科

技研发等领域已经完成一定原始积累，并于提出“行业转型升

级”和“新基建”规划，开始向5G、人工智能、互联网、生物工

程、新能源、新材料等中高端领域发展。但是，世界中高端制造

市场需求总量有限，中国进入中高端领域，必然会挤压西方发达

国家传统市场，形成博弈关系，打破原有体系的平衡。经统计，

截至2018年12月底全球活跃人工智能企业注达5179家，其中：

美国（2093家）、中国（大陆地区1145家）。2018年全球AI领

域融资规模达564亿美元，笔数达1427笔，中国在AI领域融资

金额最高，达325亿美元，在全球占57.6%，可见，中美高科技

产业竞争激烈。

另一方面，全球传统资源总量不可再生，新兴经济体快速发

展对资源需求巨大，传统与新兴经济体之间能源之争日渐明显。

特别是近年全球气候受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变暖问题突出，而碳排

放量又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在地球所能接纳的碳排放总量

一定的情况下，世界各大经济体都争取更大的排放份额，确保本

体经济的持续发展，这就形成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关系，

成为新的博弈因素。

另外，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快速发展，消除

了大量贫困人口，为世界人类文明发展贡献巨大。但在基本满足

温饱问题之后，在向更高生活水平发展过程中，又与传统发达国

家产生新的矛盾。以代表富裕程度最要指标之一的居民用电量为

例，2018年美国居民用电量为中国近6倍，人均用电量差距将更

大，若中国用电水平达到美国水平，将对全球资源带来巨大压

力。所以2010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在曾表示：“如果10多

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

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

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上的责任”。显而易见，这是

美国几任领导人一直以来对中国发展的态度，同时也代表了传统

发达国家对新兴经济体的态度。就是不允许新的经济体以牺牲传

统经济势力利益的方式去享受世界经济发展成果，但具体如何使

全球人类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传统发达国家们却又给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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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建议，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综上，全球贸易纠纷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这是两大经济层

级之间的经济发展的暂时矛盾。说是矛盾，因为难以调和。说是

暂时，是因为就像“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

国”那样，全球更宽广的海洋更有足够空间去容纳全人类追求富

裕生活的夙愿。而实现这一目标，并不能通过限制甚至打压一方

而实现另一方利益的方法实现，而最终只能通过科技的创新发

展，加快热核聚变（“人工太阳”）等永生资源的研制，提高太阳

能、风能等再生资源使用比例，实现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完全替

换，达到各方利益共享，才能最终消除矛盾，真正实现人类命运

共同体。

3  国内经济应对之策

随着国家逐渐在金融、制造等领域逐渐加大放开力度，国

内市场将呈现自主生产与国际进口相互竞争，互为补充的新格

局。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内已经具备完整的工业体系，

在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的支撑下，国内经济已经建立 “防火

墙”，具备一定抗拒贸易摩擦与全面竞争能力。同时，新格

局的建立对提升国内消费水平，提高居民生活指数，倒逼国内

生产力水平转型升级，对完成供给侧改革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为建立新时期经济架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首先，在现阶段国内“三去一降一补”和房地产限购政

策不放松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在可预见的未来，国内政策主要

还是以引导投资资金主要向实体经济投入为主，但是由于金融

创新的繁荣变相增加了杠杆，又提高了资金成本，导致资金存

在空转不流向实体的可能。同时，由于近年银行贷款主要投向

房地产领域，但是由于北京、上海等一、二线城市二手存量

房市场占房地产交易市场份额比例较大，对钢铁水泥等传统行

业拉动有限，不产生新的投资收益，所以未来国内经济发展方

向须继续保持向实体经济加码倾斜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向涉及

高科技、新基建、新能源、城镇化和生态环保等国家重点支

持领域倾斜发展。

其次，在面对国外疫情和国际经济对抗双重压力的情况

下，保持国家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只有坚决贯彻经济双循环发

展战略。国内大循环为双循环主体，通过以大湾区、长三角

经济带及京津冀等重点区域发展为契机，把握住城镇化建设关

键窗口期，加强国内各重点经济区域协调机制建设。同时，抓

住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产业发展机遇，在区域发展和产

业转型升级双轮驱动下，打通国内消费、投资、生产等各个

环节，实现经济常态化增长。国内国际循环方面，坚持以“一

带一路”战略为核心，坚持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国家生产和

市场的双重优势，更大力度的开放市场和行业准入，努力提高

人民币国际结算比例，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积极促进

国际经济要素流入国内，加速国内剩余产能向国外市场释放，

实现内外交融，从而为国内和全球经济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4  总结

综合来看，目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及完成“两

个一百年”目标关键阶段，同时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力量对比将进一步呈现“东升

西降”的趋势，机遇与挑战并存，只有通过不断创新发展，

突出自身优势，加强核心技术攻关，成为世界产业链中不可替

代性一环，才能有效应对国际封锁。同时，全面推进落实“供

给侧”和“双循环”发展格局，经过拼搏努力，定将“会

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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