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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贸易摩擦的概括
1.1全球化竞争推动国际贸易摩擦升级
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化的形成,当前经济全球化正在

以迅猛的速度在全球进行拓展,国际市场竞争环境愈发激烈,在经
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发展呈现出几个主要的特征,第一,全球经
济竞争规模逐渐扩张,速度正在不断的加快；第二,全球竞争方
式发生改变,逐渐呈现多样性、多元化发展趋势；第三,全球竞
争的核心竞争力转变为科技经济。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推动了国际贸易竞争,其竞争范围已经不局限于局部战争。

1.2国际贸易摩擦从战斗专向战役
20世纪80年以来,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有更多的国家

被卷入国际贸易摩擦中,从最开始的发达国家逐渐普及,发展中国
家也逐渐被卷入。从国际贸易整体发展情况来看,尽管目前发达
国际依然是国家贸易摩擦的主角,但是一些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的
发展中过程也逐步赶超一些发达过程,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主角,
甚至有时还成为发动国际贸易摩擦的主角,由此,当前的国家贸易
摩擦已经有战斗转向战役,加剧各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1.3国际贸易的国别和地区日益多元化
根据分析,在众多参与国际贸易活动的国家中,与我国发生外

贸摩擦的国家基本都是经济发达的国家,主要有美国、欧盟、日
本等,长期以来,这些国家也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体市场,因此,随
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我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在加上“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
推进,我国与各国的贸易活动越来越多,涉及的范围和地区也逐渐
增多,促使我国贸易摩擦逐渐趋于多元化。伴随着墨西哥、印度、
巴西等国家相继启动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工作,我国与这些
国家发生国家贸易摩擦的比例逐渐增多,进一步多动我国国家贸
易摩擦的国别和地区逐渐呈现多元性景象。

2  我国应对贸易摩擦的应对方法
根据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国家贸易摩擦在新时代出现了新的

特征,因而我国需要重点关注,提出各种应对方法,本文对此展开
研究,提出如下几种应对策略,希望能够对我国应对贸易摩擦提供
一些借鉴。

2.1推动产业升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在国际贸易摩擦中,常常被冠以"大规模

"倾销的头衔,这主要是我国产业链较为低端,很多产品都属于劳
动密集型产品,产品的技术含量较低,人力成本相对较低,很多企
业为了能够在国际竞争中保有一定的竞争力,往往只能依靠低廉
的价格获取市场,而设定的低廉的价格往往就被其他国家认为是
倾销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一是应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积极调
整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升级,积极引导企业依靠科学技术不断创新
产品,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依托科学技术、产品专利在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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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项目越来越多,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缩小了各国之间距离的同时,也来带来国

与国之间的国际贸易的竞争。当前,国际贸易摩擦已经常为全球国际贸易的一个普遍现象,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摩擦呈现出一些

显著地特征,本文对此进行简单的论述,同时通过分析我国国际贸易摩擦的成因,提出了国际贸易摩擦的应对方法,本文对此展开简

单的论述,希望更好地帮助企业面对贸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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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中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一席之地。二是要加强市场竞争
规范,积极利用市场来起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作用,政府要加强
资金的投入,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扶持,要强化人才培养,积极鼓
励和支持人才创新,积极推广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的应用,加强新
兴产业的扶持和引导,要引导企业积极发现新商机,政府也要积极
推动新材料、新能源的开发。

2.2扩大国内内需,转变出口市场形势
国际贸易摩擦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本国对别国产品逐渐产生依

赖,因此,各国要想抵制其他国家经济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就
需要不断扩大国内内需,提高本国产品的质量和产量,转变出口市
场形式,让其趋向于多元化发展模式,同时还要确保本国经济独
立,能够有序的发展。从中美贸易来看,我国对欧美国家很多产
品的依赖程度较高,达到载客运输飞机、小到高新技术的电子产
品,因此,欧美国家在中美贸易中具有绝对的优势,为此我们要想
低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应积极拓展出口对象,不断改
善国际贸易的劣势。对于我国出口的企业,企业要结合自身的实
际情况,针对自身资源,积极借助"一带一路"的优势,寻找全球
市场,拓宽贸易范围,减少对欧美国家的以来,在确保经济独立的
前提下更好地发挥自由贸易的优势。

2.3主动面对贸易摩擦,提高企业自身能力
当贸易摩擦产生了,我国企业应沉着应对,积极的采取相应的

措施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首先,企业应做好应诉准备,主动配
合调查机构的各项工作开展,并提供有效的数据信息,灵活运用国
际法律法规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益。企业应避免消极对待,避
免获得高额的罚款或关税。其次,企业要与贸易对手等相关受益
方进行积极协作,一起进行辩护等工作活动,通常情况下,进口商
和消费者都是不希望产品被强征关税的,否则会导致产品的成本
上升。如果联合相关的受益方,将会获得更高的获胜几率。

3　总结
从全国整体经济局势演变情况来看,全球各国之间的贸易摩

擦或者冲突逐渐成为一种常态,我国与各国贸易摩擦也逐渐增多,
面对这种情况,国家以及各种对外贸易企业要做好各项工作,积极
应对贸易摩擦。我国作为全球化的一个受益者,如今已经成为全
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为此我们要建立健全贸易争端预警与应对
机制,积极面对贸易冲击,同时也要加强与各国的联系,为共同发
展获取有力的合作共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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