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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又被称为“商战”其大意只指通过提高贸易壁垒和
关税壁垒，限制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以满足自身产品垄断需
求的目的。同时也指利用过度倾销和外汇贬值的方式进行的一系
列报复与反报复行为。经济政治全球化是当前国际社会发展的方
向，各区域合作组织，国际性质联盟的建立，积极地响应着全球
化的发展。而贸易战的开展，破坏了国家间的友好关系，违背了
全球化的发展潮流，试图在经济贸易往来中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
化。殊不知这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经济行为。

1　贸易战产生的原因
1 . 1　贸易差额问题。在两国开展经济贸易活动过程中，

往往会出现贸易顺差或逆差的现象，如果该类现象的程度出现较
为严重，就可能会导致一方的经济利益受损，从而影响两国的经
济关系。因此当两国中一方处于较高的出超地位时，则会带来较
大的贸易差额，本国的产品畅销进口国，而另一方的产品可能由
于价格质量等因素导致其不受欢迎。长此以往，贸易差额逐渐扩
大，处于入超地位的国家难以获得利益，因此实施了一系列措
施，如加大关税力度，对部分商品限制进口以此来维护自身的利
益。而出超国家为应对此情况也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从而直接
导致了贸易战的发生[1]。

1.2　政治环境问题。良好的政治关系是两国进行经济贸易
的前提。在全球化经济不断深入的背景之下，世界经济体系大体
上分为两个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往往承
担着经济环节中最基础的部分，技术含量与经济利益相对较低。
因此这就造成了在贸易地位上的不对等。而较落后的国家收到经
济限制，不得不依附于发达的经济体之中。长期的剥削，导致国
际间的贸易关系不断恶化，为贸易战的爆发，间接的埋下了伏笔。

2　贸易战影响全球化的因素
首先对贸易战的发起国来说，引发贸易战本身就是一种违

背经济发展规律，试图逆转经济全球化的错误行为。不仅不能够
对本国经济带来利益，甚至会引发全球经济动荡，招致世界各国
的反感，影响自身的国际地位。在展开贸易战的过程中，由于限
制产品进口，势必导致本国该类产品的短缺，供不应求，难以满
足消费者的需求，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影响消费者的权益，不利
于本国经济社会的稳固。

对于贸易战的目标国来说，本国的对外贸易经济会遭受制
裁，出口产品的销量下降，经济成本提高，产品利润下滑严重。使
得出口企业面临严重的威胁。而对外贸易往往是一个国家获得经济
收入的重要来源，在庞大的对外贸易活动中能够收获巨额的关税利
润。但是若受到贸易制裁，进出口产品的销量减少，直接影响着本
国的经济收入。对于全球经济来说，贸易战尽管是双方国家之间的
经济矛盾，但在经济全球化如此深入的当下，任何一国不当的经济
行为都可能产生巨大的“蝴蝶效应”影响全球经济整体的发展。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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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双方是两个庞大的经济体，那么对全球经济将会产生更大的
影响，直接影响全球贸易体系，在生产、销售、交换、分配等环节
一旦出现问题，有可能导致整个经贸体系的瘫痪[2]。

3　应对措施
3.1　加强未雨绸缪，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贸易战严峻

的形势之下，提高出口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应对贸易战的关键
所在。在贸易战中被限制的往往是销量较大的出口产品。而该类
产品的替代品较多，使得其出口竞争力不足，从而导致被制裁。
不仅如此，被制裁的还有关键行业的高新技术以及核心芯片，通
过对该类产品的限制出口，垄断核心资源。牵制被制裁国的经济
与科学技术发展。因此，本国需要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解决核
心技术垄断的问题。实现产业链的全升级，逐步迈向现代化水平
的经济体系。在战略行业中取得领先地位，是国家应对贸易战，
适应全球化发展举措的重中之重。

3.2　提高战略定力，明确贸易立场态度。在两国进行贸易
战的过程中，被制裁国需要积极的作出应对措施。坚定本国的贸
易立场态度，对于有损本国经济利益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指责。以

“谈判为先，反制为后”的原则与对方展开博弈。在不违背本国
利益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妥协，在必要时也需要的做出反制举
措。维护自身的利益，让对方意识到贸易战的最终结果只会是两
败俱伤，不利于两国的经济发展。不仅如此，还需要加大对外开
放的力度，与世界各国展开友好的经济往来，发展更加宽广的

“经济圈”让对方的经济封锁不攻自破[ 3 ]。
3.3 坚持审慎原则，维护本国合法权益。在应对贸易战时，

需要审慎科学的分析当前情况，对自身的经济价值充分的肯定，但
也要认识到自身经济的不足，韬光养晦，为自身的经济发展提供不
竭的动力。挑战与机遇并存，在面临技术经济封锁时，可以倒逼自
身的技术发展，突破核心技术的封锁。行使好本国的权利，利用世
界经贸组织的规定维护自身权益 ，积极向国际组织提起诉讼。

4　总结
贸易战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反对经济全球化的不正当举动。

发动贸易战无疑是在与全球经济体分裂，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
律。而经济全球化是发展更高水平，更现代化的经济模式，将会
有益于世界各国的发展，为全球经济的进步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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