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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美贸易摩擦历程回顾
第一次贸易摩擦发生于1979年，此时双方处于建交初期阶

段，美国以中方有汇率补贴为由，限制中国纺织品的进口数
量，中国则宣布取消中美小麦贸易协定。第二次摩擦发生于
2009 年奥巴马上台之后，对中国制造的轮胎征收35%的反倾销
关税，作为报复，中国提高了美国家禽产品的关税，致使美
国对中国家禽出口减少了90%。2017 年 12 月份的《国家安全
战略报告》认为，中国威胁到美国的繁荣与安全。随后，美
国发动了以“单赢”为目标的对华贸易战。文章将对中美贸
易摩擦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并站在国家角度，给出战略建议。

2  中美两国经济水平比较
2.1 国民收入水平。GDP 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首要

指标。2018年美国GDP总量达到20.5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
而中国紧随其后， GDP 总量突破13.6 万亿美元大关，实际经
济增长为6.8％。虽然经济稳健增长，但依然与美国有较大差距。
从 2018 年数据来看，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 GDP 增速放缓，
而美国 2018 年上半年还处于经济牛市。所以，就国民收入水
平来说，美国国民收入明显高于中国，且两国人均收入水平相差
巨 大 。

2.2 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作为判断一个国家发达程度
的重要指标之一。中国作为最先进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逃脱恩
格尔系数一直高居不下的现实。对比来看，美国恩格尔系数一
直处于较低水平。2018 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4%，为美
国的3.6倍。其中，食物消费支出在中国居民的消费总支出中占
比较高。

2.3企业类型。中国一直是廉价劳动力的提供国，劳动密集
型产品更具竞争力，但科技力量难以和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匹敌。
美国则情况不同，发达的资本市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水平
以及价格不菲的劳动力，导致了美国企业多为资本密集型企业。

3  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学原因
3.1 根本原因——生产过剩。马克思认为：“扩大市场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
的产物。”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于是，
从国内贸易向出口贸易过渡便成为关系各国工业部门生死存亡
的问题。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出口扩张成为必然
趋势，这会损害推崇关税保护的那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这就引
发了关税保护派同自由贸易派之间长期的斗争。两者的对立使
得政府政策不得不在自由贸易与关税保护之间摇摆。如果贸易
双方都倾向于自由贸易政策，则贸易摩擦发生的几率就相对较
低，反之，则较高。

3.2中美贸易需求不对称。中国多进口美国资本、技术密集
型产品，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高。另外，与美国相比，中国
的居民收入相对较低，收入的差异也导致了中美两国居民在出口
贸易需求方面的不对称，造成了巨大的贸易逆差。这使得美国对
中国的对外贸易有较大的经济制约能力，美国频繁制裁中国商
品，制造贸易摩擦，而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依赖度较高，缺乏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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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约束力，容易处于被动状态。
3.3美国对其国内贸易的保护。在中美贸易过程中，美国内

部逐步形成两大利益集团。其中，一个是所谓受到中国出口产品
冲击的利益集团，另一个则是主张从中国大量进口产品的集团。
主要是美国的一些中间加工商，他们希望拥有良好的政治气氛，
想利用来自中国的便宜的配件和原材料制造生产产品。美国利益
集团的纠纷也是导致中美贸易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

4  处理贸易摩擦的建议
4.1 采取外贸市场多元化战略。我国应当积极开拓海外市

场，保持并加强与东南亚及邻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积极与欧
盟、东盟等建立高层次的贸易往来，推动一带一路、亚太自由贸
易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建设。

4.2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改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我
国应围绕供给侧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发展高新科技，
提高产品的经济附加值，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加快我国经济结
构调整，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随着我国逐渐向产业链上游转移，
我国对外贸易的产品结构也会改善，进而在中美贸易中获得更多
话语权，改善中美贸易摩擦。

4.3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鉴于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
倾向以及当前逆全球化的影响不断扩大等情况，我国应当不断完
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提升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实
际有效汇率相对稳定，并且，我国可以适度扩大人民币兑美元的
汇率浮动区间。

4.4合理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针对美国对我国的高新技
术出口管制，我国可以运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最惠国待遇”
条款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我国也应当积极参与到世界贸
易规则的制定中，提升自由贸易协定的议题范围和规则标准，并
利用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来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

5  结论
自2017 年 8 月 18 日美国启动对中国的 “301”调查后，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2018年7月6日，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
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两大经济体经济利益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
也只能在彼此经济利益关系的调试中逐步得到解决。

文章首先回顾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历程，对中美两国目前的经
济水平进行比较，并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原
因，主要包括美国经济发展低迷、中国人口红利效应、中美两国
贸易需求不对称；美国利益集团的对国内贸易的保护等等。最后
站在国家层面给出了对策建议，包括采取外贸市场多元化战略、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扩大市场
开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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