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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類易争端 ： 特朗普的动机与中酬应对

近期 ， 中美之 间 的 贸 易 争端

引发了屮 国 、 美国甚至全球范 丨 内

的巨大关注
，

“

贸易战
”

成为大家

描述这次 贸易争端的高频词汇 。 冷

静 ［
Ｈ

］顾中美过去 ３ ０年当 中 多次发生

的 贸 易摩擦 ，
两国 尚未到达 以 邻

为壑 的
“

战争
”

边缘 ， 但也面 临

着前所未有的变数 。 从谈判策略来

看 ， 短短几个月 时间 ， 特朗普发起

贸易争端的范围忽大忽小 ， 节奏有

快有慢 ，
力度有轻有重 ， 究竟是特

朗普善变的个性使然 ， 还是他胸有

成竹 ， 已然为今后的 贸易争端和 贸

易谈判打好算盘 ， 耑要我们仔细观

察 。 更需要深思的 是 ，
此次 贸易争

端与以往有何区别 ， 特朗 普挑起 贸

易争端的核心动机或者说终极 目标

是什么
，
是为了解决中美之间的 巨

额贸易逆差 ， 还是为了压制 中 国 的

高技术发展 ？ 或是出于国 内政治考

量
， 为即将到来的 中期选举造势 ？

特朗普咄咄逼人的 经济战略无论能

否奏效 ，
部将对中美两国 的双边经

贸关系和 经济发展轨道产生重要影

响 。 当前
，
只有厘清 贸易争端背后

的深层逻辑和主要矛盾 ， 才能从战

略高度予以应对 。

此次 中 美贸易争端的特殊性

贸撼縻擦 莳穿于中美之Ｎ ３ ０多

年 的经贸关系当 中 ， 受＆种因 素影

响 ， 不间时期的频率和强度有所不

间 。 上世纪９ ０年代 ， 美国在 １ ９９ １ 年

和 １ ９９４年连续三次对屮国发动
“

３ ０ １

调査
”

， 贸易制裁和 贸易报复此起

？ 秦 升

彼伏 。 ２ １ 世纪初 ， 中国加入ＷＴＯ之

后的 十年间 ， 美国对 中国动辄采取

反倾销的 贸易报复措施 ， 并多次威

胁将中 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 以此次
“

３ ０ １ 调査
”

为标志的 中美贸易争端

与过往的 贸易摩擦相比 ， 其速度和

力度都不能相提并论 。 在金额和数

量上可以用
“

雷声大 ， 雨点小
”

来

概括 ， 但在内容和影响上可以用质

变来形容 。

中 美之间 的 较量 早已 开始 。

在２０ １ ７年８ 月美国启动对华
“

３ ０ １调

査
”

后不久 ， 中国商务部就开始了

对美 国 进 ｕ 橡胶 的反 倾销 ｙｍ査 。

２ ０ １ ８年 １
月

， 特朗普批准从 ２月 ７ Ｈ

起对进 Ｕ的太阳能 电池板和洗衣机

征收保护性关税 （

“

２ ０ １调 查
”

） 。

２月 ４ 日
，
屮国商务部接连发布 ２ ０ １ ８

年第 １ ２号和第 １
３号公告 ， 对美国高

粱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査 。

在媒体和大众开始关注中美贸易争

端之前
，
双方实际上

“

你来我往
”

了 多个回合 。 ３月 ８ 特朗普批准

从３ 月 ２ ３ 日起对进 Ｐ钢铁和铭产品分

别加征２ ５％ 、 １ ０％的关税 （

“

２ ３ ２调

查
”

）
， 在关税生效前夕豁免了除

屮 国之外的 多数国家 。 ３月 ２ ３Ｈ 凌

Ｍ ， 在经历了八个月 的针对中 国的
“

３ ０ １
调 査

”

后
， 特朗普根据美国

贸易办公室的报告签署备忘录 ， 对

从中 １
￥

１进 Ｕ 的 ５ ０ ０亿美元涉及高技

术和 岛端制造业的 商品加征２ ５％的

关税 ， 并在 １ ５天 内列 出商品淸单 。

不出
一

天时Ｎ ， 中国 商务部展开反

击 ， 发布了包含７类 、 １ ２ ８个税项产

品 、 涉及美国 对华约 ３ （Ｈ乙美元出 口

的拟 中止 减税清单并 征求公 众意

见 。 至此 ，
中美双方就 贸易争端进

入正式对垒阶段。 随后
，
中美双方

又进行了多轮较Ｍ
？

， 尽管贸易争端

涉及金额越来越大 ， 但双方都给对

方留有余地 。 中国
一

直强调 ，
不怕

贸易战 ， 但谈判的大 门始终敞开 。

美国 贸易代表也多次表示 ，
从提出

征税 方案到正式实施需要很 长时

间
，
为谈 判提供了机会窗 Ｕ 。

进入２
１
世纪 ， 美国仅在２０ １ ０年

启 动过
一

次对中国淸洁能源政策 的
“

３０ １ 调査
”

，
美 国对华启动

“

３０ １

调査
”

的次数和频率
一

直在降低 。

其中有三个重要原因 ： 第一 ， 加入

ＷＴＯ之后
， 大多数的贸易摩擦都转

移到了 ＷＴＯ框架下解决 ， 美 国没有

必要动用
“

３ ０ １
调査

”

； 第二 ， 上世

纪 ９ ０年代的
“

３ ０ １ｙｇ査
”

集 屮在 中

国 的知识产权领域 ，
具体而言主要

是软件盗版 问题影响 了美国 ＩＣ Ｔ企

业的利润 ， 随着中 国对知识产权保

护更加严格以及对盗版的打击 ， 中

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已经不存在 ３ ０ １

条款 中
“

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
”

；

第三 ，
屮美之 间 已经形成超过 ９ ０

个对话沟通机制 ， 经 贸领域包括 中

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 、 中美联合

经济委员会 、 中美商务 贸易联合委

员会等等 ， 这些机制 为解决双方关

切的 Ｍ题以及经贸领域潜在的矛盾

和摩擦提供 了缓冲和 讨论的平 台 ，

这些平台发挥了重要的预臀和预防

作用 。 此次 中美经过多种机制 沟通

无果 、 多个 １
１
１］ 合的较Ｍ和 多轮商谈

后都没有达成共识 ， 显示出 屮美对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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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经贸关系 存在相当 大的 认知分

歧 ， 说 明此次 贸 易争端不 间 于以

往 ， 将远远超越个别产业 、 开放程

度和贸 易水平等问题的范畴

特朗 普挑起贸易争端的动机

目 前来看 ， 特朗 ｔ挑起贸易争

端的动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

第 一
， 解决 中 美之 间 贸 易 不 平

衡的 老问 题 。 由于 中Ｗ经常把标准

不统
一

作为 中 美 贸 易逆差过大的解

释 ， 特朗普在签署 饬忘录的时候明

确指出 ，

“

无论是哪种统 汁方式 ，

５ ０４０ 万美 元也好 ， ３ ７ ５ ０ 万 美元也

罢 ， 美闻对中 国 的 贸易逆差 都是不

可接受的 。

”

屮美之间的 贸易不平

衡问题影响因素众多 ， 最为核心的

是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 的 分工

不同 。 中 国 出 口 的迅猛增加主要源

自所承接的 来 自跨国公司的加工 、

组装等劳动密 集型 生产环节以 及

产品 内分工所带来的 屮 间产品再出

口 。 中 国商务部 ２ ０ １ ７年 ５月 发布的

《 关于中美经 贸关 系的研究报告 》

指出 ， 中 国货物 贸易顺差的 ５ ９％来

自外资企业 ， ６ １％来 自 加工贸易 。

换言之 ， 中美大Ｍ 贸易顺差的产生

是美 国跨 国公司 全球资源配置的结

果 。 对此 ， 特朗普认为是 中国抢走

了 美国的 就业机会 克林顿时期的

美 国 总统经济 顾问 委 员会 主席劳

拉 泰森在 《 美国跨国公司是否
“

遗

弃
”

了 美 国 ？ 》

－

文 中 指 出 ，
从

１ ９９ ９年到 ２００ ９年 ， 美国制造业跨国

公司在国 内裁减了 ２ １ ０万美国 员工 ，

美国 制造业公司 （ 非 跨 国 公 司 ） 裁

减了 ３ ３０万员工。 泰森总结道 ， 技术

变革以及业务外包是美国跨国公司

和其他制造业就业 出现重大周期性

下降 的重要因 素 。 另
一

方面 ， 美国

长期对屮Ｗ 采取高科技禁运政策 ，

屮 国通过技术贸易增加进Ｕ 的渠道

也被美方堵死 。 中美之间 的 贸易不

平衡是屮美产业结构差别 、 国际分

工和 经 济发展 阶段 不 Ｍ 共 同 导致

的 ， 无法作为
一

个短期 贸易问题来

对待 。

第
二

， 解 决 中 国 政 府创 新 政

策 导致 不 公平 竞 争 以 及 帮 助 中 国 企

业 获得 美 国知 识产权 的 问 题 。 美国

发起 的对华
“

３ ０ １ 调査
”

主要集 中

在中 Ｗ政府是否强迫美国 企业转让

知 识产权 ； 是否削 弱美 国企业在华

技术谈判能 力 ；
是否直接或不公平

地帮助屮国企业收购美Ｗ 先进技术

与知 Ｉ只产权 ；
是否非法窃取商业机

密等方面 。 尤为重要和 诡异的 是 ，

＂

３ ０ １ 调査
”

把以上 内容和 《 中 国

制造 ２ ０２ ５ 》 联系在
一

起 ， 含沙射影

地认为 屮国对美国技术的
＂

觊觎
”

和
“

窃取
”

是为了 完成 《 中国制造

２ ０ ２ ５ 》 的 国家战略 目 标 ， 并明 确指

出这是对美 国技术领先地位的 重大

挑战 。 《 中国制造 ２０ ２ ５ 》 是 ２０ １ ５年

中 国政府提出 的
“

三步走
”

实现制

造强国 战略 运 标的 第
一

步 ， 聚焦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 高档数控机床

和机器人 、 航空航天装备等十大重

点领域 ， 美 国对中 国高科技产业的

担忧 由 来 已久 ，
外国投 资委 员 会

（
Ｃ Ｆ

Ｉ Ｕ Ｓ ） 多次以国 家安全为 由 否

决 中 国企业对美国高科技公 司 的收

购 ， ２ ０ １ ７年这种担忧转化为严重 的

焦虑和不安全感 。 ２０ １ ７年 １ 月 ， 美国

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发布 《 关于确

保美 国在半导体行业长期领先的报

告 》 ， 报告在肯定美国半导体产业

的领先优势之后 ， 表达了对 屮 国政

府设立国家基金支持 中 国企业海外

疯狂并购的警惕 。
２ ０ １

７年 ３月 ， 美

国商会发布 《 中 国制造２ ０ ２ ５ ： 建立

在地方保护主义基础上的全球野心

（ Ｇ ｌｏｂａ ｌＡｍｂ ｉ ｔ ｉｏ ｎｓＢｕ ｉ ｌｔｏ ｎＬｏｃａ ｌ

Ｐ ｒｏ ｔｅ ｃｔ ｉｏｎ ｓ） 》 ， 质疑 中 国通过政

策优忠和政府补贴等反市场的做法

为 屮 Ｗ高科技发展提供帮助 ， 给美

国企业造成 了不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 。 ２０ １ ７年 ８月发起的
“

３ ０ １ 调査
”

同样也是 聚焦上述领域和 议题 。 那

么这些报告对中国的 指责是否符合

事实呢？

当 今世 界 ， 技术创新和科学进

步 已被公 认 为是发展经济 、 推动社

会进步 、 造 榀人类的Ｍ 为 Ｓ要的手

段 ， 各个闻 家和地区都为此做出 了

大 Ｉ＃努 力 ， 特 别是政府在制 定发展

战略 、 引导科技进步方面发挥着不

＂
ｒ替代的作用 如 果说冷战以后有
一

位
“

让美国 再次伟大
”

的 总统 ，

那么非 克林 顿莫 城 ， 他所制 定的
“

信息高速公路
”

Ｗ家战略使美国

领先于世界进入了信息化时代 ， 不

仅激发了市场活 力 ， 实现了久违的

财政盈余 ， 更为美国之后 ２ ０多年的

时间里保持全球科技霸主的 地位奠

定 了坚实的基础 。 近年来 ， 欧盟的

工业复兴战略 、 美国的先进制造业

国家战略计划 、 德国 的
“

工业４ ． ０

”

都是将科技创新和 高技术发展融入

国家战略的鲜活案例 ， 是任何
一

个

希望强大的 国家实现 自 我发展的 正

常手段 ， 中 国近年来以国家战略引

领经济发展 ， 技术进步之快 、 之大

有超越美国之势 ， 美国 的政治精英

和 企业家对此深感恐惧 ， 特朗普将

这种恐惧感转化 为对 中国 的无理指

责和 贸易制裁 ， 认为可以通过外部

力量干扰 中国的 自主发展战略 ， 显

然是天方夜谭 ，

，

第 三 ， 解决 赢得 中 期选举 的 问

题 ２ ０ １ ８年 １ １ 月 ６ 日 ， 美国 将迎来

国会选举 ， 参议院的 １ ／ ３ （ ３ ３ 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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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众议院所有的议 员 （ ４ ３５ 席 ） 均

将改选 ， 能否在即将到来的 选举 屮

保持共和党的既有优势 ， 直接决定

了未来两年特朗 普能否顺利施行其

执政理念 ， 此次 贸易争端加征钢铝

关税 ， 无疑是为了？得代表制造 、

钢铁和运输业 的
“

铁锈地带
”

选

民 。 问题在于 ， 加征关税就能 １上美

国制造业回到特朗普声称的上世纪

５０年代的水平吗 ？ 无论从现实还是

逻辑上 ，
都无法得到肯定的答案 。

第
一

， 美 国聚焦全球价值链的高端

生产环节已经数十年 ，
这期间不断

外包非核心的生产模块 ， 导致了美

国 制造业在
一

定程度上的空心化 。

就在特 朗普宣布 向所有国家征收钢

铝关税时 ， 日本财长麻生太郎明确

表示 ， 会坚决避免与美 国进行双边

贸易谈判 ， 因为 日本部分钢铁产品

美国无法生产 ，
只能从 日本进 口 。

不仅仅是钢铁产业 ， 美国很多制造

业都出现了断层 。 第二
，
为 了制造

业回流而将资源投入夕阳产业和落

后产业无疑是逆时代潮流而动 。 中

国政 府在提 出
“

大众 创业 、 万众

创新
”

口 号
、
在制 定 《 中国 制造

２０２ ５ 》 鼓励更多人才从事高精尖产

业的时候 ， 特朗普却动用大Ｍ政治

资源挑起贸易争端 ， 为的是保护已

经被淘汰的产业工人而获得这些地

区的选票 。 也许特朗普能够得到
一

个不错的 中期选举结果 ， 但从长期

看 ， 这无疑是饮鸦止渴 。

中 美 贸 易争端 的前景与

中 国的应对

从 中美之间 贸易争端的 几个回

合来看 ， 特朗普显然做了极其充分

的 准备 ， 并极为严格地恪守他的竞

选承诺 ， 在策略上步步为营 ， 在用

人上铁血无情 。 美国本质上是
一

个

企业家帝国 ， 特朗普从减税出发 ，

笼络
“

民
”

心 ， 颇有
“

攘外必先安

内
”

的意味 。 经商数十载的特朗普

深知美Ｂ商业的积弊 ， 大企业在海

外设厂和投资 的主要原因 是为 了降

低成本 ，
所以他开启了美国 ３ 〗 年来

＆大规模的税制改革 ， 把公司所得

税从 ３ ５％下调至 ２ １ ％ ， 这是降低企

业成本最直接 、 最简单的办法 。 此

外 ， 在政策上将企业减税放在加征

关税之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 因为

关税增 加带来的成本增加必将引起

国 内企业的不满 ，
而先减税再加征

关税能够在
一

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

损失 ，
从而获得商界支持 。 事实证

明 ， 特朗普确实得到了 大企业的背

书 ， 在签署备忘录的时候 ， 特朗普

特邀美国最大的军火商洛 克希德 马

丁公司总裁玛丽琳 ■

休森 （ Ｍａ ｒ ｉ ｌ ｌｙ ｎ

Ｈ ｅｗｓｏｎ ） 讲话
，
就是在向外界传递

这
一信号。

用人方面 ，
特朗普前首席经济

顾问科恩作为对国内 减税贡献Ｅ大

的核心人物 ， 由 于抵制加征关税 ，

在 贸易 争端尚未到来之时就
“

解屮

归 田
”

， 特朗普施政的 决心得以体

现 。 此外 ， ２ ００７年 丨 月 （ 对 中 国启

动
“

３ ０ １ 调 査
”

的 半年 之前 ） 特朗

普提 名罗伯特 ．莱特希泽 （ Ｒ ｏｂｅ ｒ ｔ

ｔｉ
ｇ ｈ

ｔｈ ｉ ｚ ｅ ｒ ） 为 贸易代表 ， 说明其

早已做好挑起 贸易争端的准备 。 莱

特希泽是里根政府时期 的美国 贸易

副代表 ， 在上世纪８ ０年代对 Ｈ 本的

关税战 中可谓功勋卓著 ， 后来成为

国际反倾销领域的诉讼律师 ，
具有

极为丰富 的 贸易谈判经验 ， 这也是

随后特朗普授权其主导对 中国
“

３０ １

调查
”

的重要原因 。 从提出加征钢

铝关税 ， 到执行之时提 出豁免清

单 ， 从 启动
“

３０ １调查
”

到拟定 ５ ０ ０

亿直至 １ ００ ０亿美元的加征关 税淸

单 ， 从美韩就修订 自 贸区协议达成
一

致到 Ｈ 欧加入美国 的行列准备在

ＷＴ０投 诉中 国
“

涉嫌歧视性的专利

技术许可规定
”

， 我们不难看 出
，

特朗普经济 战略的全局性 和 策略

性 ， 曾经写下 《 交易 的艺术 》 的特

朗普已然制定了一系 列不限于 贸易

议题的政策选项 ， 不断积累和变换

手中 的筹码 ， 这对中 国而言将是一

个重大挑战 ， ，

习近平主席在２ ０ １ ７年达沃斯世

界经济论坛演讲 屮指出 ：

“

想人为

切断各国经济的 资金流 、 技术流 、

产品流 、 产业流 、 人员流
，
让世界

经济的大海退回到
一

个
一

个孤立的

小湖泊 、 小河流 ， 是不可能的 ， 也

是不符合历 史潮流的 。

”

２ ０ １ ８年博

鳌亚洲 论坛开幕致辞中 ， ４近平主

席又指出 ，

“
一个国 家 、

一

个 民族

要振兴 ， 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

中前进 、 在时代发展 的 潮流 中发

展 。

”

的 确 ， 好的经济是在淸晰把

握时代脉搏的前提下发展的 ，
不是

通过限 制竞争对手实现的 。 真正的

创新和发展来 自于政府前膽性的 引

导 、 金融资本的介入 、 产业政策的

支持以及市场活力的迸发 ， 近年来

屮 国在这些领域正取得长足进步 。

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 ，
致力于维护

美国企业和美国人 民的利益无可厚

非 ， 但如果方向错误 ， 其结果必将

是作茧 自缚 、 得不偿失。

中 美 贸 易争端 的长 久性 和＆

杂性 让我们必须在 以 下三个 方面

保持 底线思维 ： 第 一 ，
在 开 放 步

伐上 保持 独 立 自 主 。 扩 大开放是

中 国 近四 十年 来最 为重要的 对外

经 济 战 略 ， 中 国 因 为 改 革 开 放

而获 益 ， 今 后 也必定 迈 出 更 大

更快的开放 步伐 。 （ 下 转 Ｉ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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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 ８ 中国发展观察 聚焦中美贸易争端

制 ， 强调 屮 国的全球化主张 ， 尽可

能建立统
一

战线 〇 最后 ， 对于 美

丨

《
丨挑起的经济和政治摩擦 ， 都要做

好做细相应的预案积极反制 ， 主要

丨
： ｉ 标是影响 美国 的消费者和 利益集

Ｗ ， 把美国拉回到谈判桌前 。

第 二 ， 要在 斗争 和妥协 中 寻求

中 美 关 系 的 战略乎衡点 ， 避 免走 向

全 面 对抗 ， ， 耍ｆｆｌ性认识 屮美 贸易摩

撺的性质 ， 美Ｎ 贸易赤字是美 Ｗ主

导的 全球化结果 ， 美国的竞争优势

决定 了无 论过去 、 观在还是将来 ．

美Ｗ 及其跨 丨 § ！公 ｎ
ｊ

—

直是全球化 ｉ ｉｉ

大的受益者 。 那种认为 屮 是全球

化说 大受益者的 论 调 缺乏亊实根

椐
． 更多是

一

种想当然的幻觉。 因

此 ， 特 朗普里然 主动挑 起 贸 易 摩

擦 ， 但并不愿意走叫 全面对抗 ，

摩擦只是谈判的
一

种策略和筹码 。

应该 认识到 ， 特朗普挑起经济和政

治摩擦在很大程度上说明 旧的平衡

已经打破 ，
屮美 关系需耍新的战赂

平衡 。

第 三 ，
要将 改 革开放作 为 管控

中 美 贸 易 摩擦 的 定盘星 。 市场化的

改革开放楚 中 国经济的活力所在 ，

也是屮 Ｗ经济继续发展的动 力 事

（
上接 １ ５ 页 ）

＞Ｊ近平主席在今年的博

辂亚洲 论坛上提 出了
一

系列扩大开

放的重大举措 ， 表明了 中 国对外开

放的决心 。 然而 ，
屮 国 的开放不是

通过牺牲经济主权换来的 、 是
？

步

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出来的 ； 更不是

被逼无奈之举 ， 而是与 自身的发展

战略 、 发展阶段和发 标高度匹

配的开放 。

第 二 ， 守住 《 中 国 制 造 ２ 〇 ２ ５ 》

的 战略 曰 标不放松 。 没有强大的制

造业就没有强大的国 家 ， 屮 、 美两

国对此都有很深刻 的认识 。 美国此

实上 ， 美国 的 利益诉求几乎都可以

通 过改革开放来解 决 ，
我们也常

说通过开放倒逼改革 。 从某种 意义

上 ， 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巨大意味着屮

国有更多的谈判筹码 ， 改革开放也就

成为管控 屮 美 贸易摩擦的定盘星 ，

主动性在我们
一

边 ， 但是改革开放

也不应 为中美 贸易摩擦所绑架 。 ㈥

此 ，
Ｍ要把Ｍ好改革开放的竹 秦 ，

就能有效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 间时

更好地服 务Ｎ内经济建设 。

第 四
，
要将 美 国 对中 国科技 型

创 新企 业的 打 压转 化 为 建立 内 部 创

新 体 系 的 压 力 和 动 力 ， 加 大 知识 产

权保护
，
完善 国 内 创 新环境 美Ｎ

对华为 、 中兴和阿里巴 巴等中 Ｗ 科

技创新企业的打压 ， 体现了 屮 国创

新型企业的潜力 ， 也逯露 ｒＮ 内在

核心技术和基础科技创新领域的短

板 ， 拉响了警钟
，

不全是坏事 。 屮

Ｍ 发展阶段不 丨

Ｂ｝ ， 对美国 及其他Ｎ

家高科技企业关闭大Ｎ ， 不是最佳

选择 ， 反而会破坏国 内 相对开放的

创新环境 ， 正屮对手下怀 ， 适得其

反 ， 给市场传达错误信息 。

第 五 ， 要注 意 引 导理性思 维 ，

有 效管控民粹化宣 泄 ， ， 在屮美经 贸

摩擦的前期 以 及博弈谈判妥协过程

中
，

一

定程度的舆 论和民意宣泄
，

既是
一

种策略也是
一

份筹码 ， 用得

好会给对手带来压力 。 但是 ， 在新

媒体和 自 媒体吋代 ， 情绪化和民粹

化宣泄有时乂不好管控 ， 往往会淹

没理性的声音 ， 干扰决策 ， 造成误

判 。 Ｗ此 ，

一

定要注意引导理性思

维 ， 不要 比 民粹化 的宣泄走 入极

端 ， 左右 屮美关 系 ， 影响改 革开放

的大局 。

最后
，
要在对话和协 商 中探索

建 立 竞 争合 作 的 中 美 关 系 。 美Ｎ 和

大 多数发达经济体是一种 竞争合作

关 系 ， 屮美关系的未来也应是
一

种

竞争合作关系 ， 这种关系是建立在

充分对话 、 沟通 、
协商和 互信基础

之上的 。 近年来 ， 山 于美国对 中国

和平崛起的不适应 ， 再加上中美之

间 文化
、 制度的差异性 ， 美国对中

固道路 、 中国方案 、 屮＿故事 ， 特

别 是中国制度的疑虑加深 ， 使得两

国 的战略互信出现了较大赤字 ， Ｗ

此才有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和

特朗普挑起的经贸摩擦 。

作者单位 ： 国家发 改委对 外经济研

究所

次 贸易争端直指 《 屮国制造２ 〇 ２ ５ 》

就 是 想破 坏 中 Ｉｓ ！ 发 展 的
“

核 武

器
”

， 阻碍 中 国 的发展道路 。 可以

预见 ， 美 闰未来将从国 际制度 、 国

内法律 、 产业政策等 多个维度干扰

《 中 国制造２ 〇 ２ ５ 》 的 实施 ， 屮 国政

府
一

定要高瞻远顧 ， 保持定 力 ， 排

除干扰 ，
以持之以恒的 精神实现制

造强国的伟大 目标。

第 三 ，
守 住 周 边 不 放松 。 事

实 上 ， 屮国提出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

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分散发展风险 、

防患于未然 ， 通过主动拓展经济发

展空间避免过度依赖欧美等发达围

家 ， 以基础设施建设引领区域价值

链和分工体系 ， 以 自 贸区建设创造
一

个有利于投资 、 贸易和生产的周

边经济生态 ，
共

１

〇
１推动 屮国的高质

Ｍ发展 。 如今 ， 在屮 美 贸易的未来

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 大环境下 ， 中

国更应该积极布Ｍ周 边 ， 大 力挖掘

周边地区的发Ｍ潜能 ， 和参与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的国 家
一

道 ， 共 谋发

展之计 ， 共享发展之利 。

作者单位 ： 中 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

全球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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