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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中国如何自我调整 

2018 年 11月 13 日   3:30 AM   文/郑永年   来自/联合早报 

 

笔者认为，中国如果不能尽快克服弱点，那么就不仅输了这一轮竞争，今后的发展也会变得更加困难。（互联网） 

正在进行中的中美贸易战，中国暴露了怎样的弱点？这是一个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

美国（和西方）看到了中国的弱点，就会对中国变本加厉。很显然，中国如果不能尽快克服这

些弱点，那么就不仅输了这一轮竞争，今后的发展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当然，被美国所暴露的弱点也不全是坏处。所谓的弱点就是从前被自己所忽视、但对国家

的发展至为重要的领域。如果在知道了弱点之后，努力克服，亡羊补牢，无疑对国家的未来的

发展是正面的，甚至具有推动性作用。 

暴露的弱点无疑有很多，但至少包括如下几个大的领域。第一、工业体系的脆弱性。如果

借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的话“人家（美国）一断芯片，你就休克了”来说，中

国工业体系的脆弱性是显见的。 

具体来说，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中国有速度、有“大而全”，但缺质量、附加值和原

创。在过去的 30多年里，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速度”奇迹，20 多年达到两位数

的增长，经济总量已经为世界第二，不过，并没有出现中国质量和价值。工业体系呈现出“大

而全”的局面，几乎什么都能生产，并且生产能量巨大，很多领域的产能占据世界第一或者第

二。实际上，一些产品，如果中国开始生产，就轮不到其他国家了。在很多年里，人们普遍相

信，珠三角足以加工和提供全世界所需的产品了。这也就是美国老说“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饭

碗”的原因。 

除了少数几个领域，例如人工智能（AI）、超级电脑、航天、生物科技等，总体上说中国

工业缺少核心技术，尤其是原创性技术。这就导致了中国的单向依附性经济体，即中国依附其

他经济体，而不是相反。所谓的“加工业”就是为其他经济体加工，是对人家的技术的加工，

是依附于人家的，造成一种“人家缺了你可以，但你缺了人家不行”的局面。 

https://www.zaobao.com/byline/zheng-yong-nian
https://www.zaobao.com/publication/lian-he-zao-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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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世界市场不存在 中国会怎样 

缺少技术创新也意味着产业的低附加值。很多年里，很多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加工业的发

展，主要是依靠农民工廉价的劳动力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廉价（甚至免费的）土地，技术因素对

经济的贡献很有限。因此，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一变化，很多产业就开始面临危机了。 

即使就技术的应用来说，产业界也存在着严峻的问题。如果把机械化界定为工业 1.0版，

自动化 2.0 版，信息化 3.0 版，智能化 4.0 版，那么中国大多数企业仍然处于 1.0 版和 2.0

版之间，3.0版和 4.0版也有，但大多是其他国家技术的应用。如果存在着容许技术自由流通

的世界市场，那么企业可以从世界市场上获取技术，不断升级。但这里的危险在于，一旦出现

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世界市场不存在了，中国的工业体系就会发生即刻的危机。 

换句话说，如果发达国家不提供技术了，1.0 版和 2.0版的产业仍然可以自主地生存和发

展，但使用 3.0版和 4.0 版技术的企业就要“休克”了。互联网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很

长时间里，人们总以为互联网是中美两家。但实际上互联网只有美国一家，因为中国的大多数

互联网技术只是美国技术的应用。如果美国真的中断互联网技术供应，中国就可能要回到“内

联网”时代。 

在国际经济领域也存在着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国际市场的主体是企业，所以企业必须

遵守和服从市场规制，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一些中国企业（也有一些地方政府）要求西方企业

进行技术转让，以市场换技术。而另一些企业（例如中兴）尽管从国际市场上获得了技术等利

益，但并没有遵守市场规则。 

但实际上，中国企业的选择是有限的：要不企业本身有能力创造，无需依赖国际市场；要

不服从国际市场规则，从国际市场获得技术。企业国内不守市场规则的行为一旦延伸到国际市

场，肯定要出问题。对这一点，西方政府和企业看得很清楚，他们现在也知道如何来对付中国

企业了。 

第二、对国际层面的事物发展缺乏预判能力。贸易战绝非新鲜，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

发生，也必然会发生在中美两国。但很长时间以来，大多数人都相信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不可想

象。美国学者提出了“G2 论”，或者经济上的“中美国”，中国学者相信“夫妻论”。两者

的依据是一样的，即中美两国之间高贸易依存度。不过，实际上历史经验已经表明，高贸易依

存度不仅不能避免贸易战，反而会促成贸易战，取决于进出口是否平衡。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并不比今天中美两国的低，但最终欧洲

国家之间还是发生了战争，并且是热战。上世纪 70 年代和 80年代，美国与德国和日本之间也

发生了贸易战，而德国和日本还是美国的同盟，安全上完全被美国所整合。中国和美国既缺乏

欧洲国家之间那样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也缺乏美国与德、日之间那样的同盟关系，因此

贸易战几乎是必然的，尽管贸易战对双方都会是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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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简单而乐观的假设，中国对贸易战没有做任何准备。直到贸易战来了，人们还简直不

敢相信，认为只有特朗普这样的“疯子”才会这样做。这种认知更没有驱使有关方面去认真解

决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 

尽管多年来，中国高层也一直表示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的，但在政策层面的确缺失有效

性。中美双方的贸易不平衡也并非是中国的原因，更多的是美国的原因，因为美国不愿意向中

国出口高科技。但不管是谁的原因，巨大的贸易逆差都要去解决，如果得不到解决，肯定要发

生严重的后果。 

第三、对事物的本质缺少判断能力。很长时间以来，在外交政策上盛行“经济决定论”，

一切为了经济，考虑问题也基本上过分强调单向面的经济要素。就贸易战而言，一个重要的问

题是，贸易战仅仅是经济问题吗？很多人停留在经济思维，仅仅从经济上来理解贸易战。理性

地说，贸易战发生了，如果能够把此局限在经济领域自然是最理想的，人们也不能用其他手段

来解决贸易战。但如果不能考虑到贸易战的外部影响，就会判断失误。就这次贸易战而言，一

些人对中美关系演变的本质缺失正确的判断。 

贸易战仅仅是其中一种体现方式（或者特朗普方式），如果没有贸易战，也会以其他方式

体现出来（例如在南中国海、台湾、朝鲜半岛等）。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就需要全

面的调整；调整好了，就可以维持和平；调整不好，就会发生冲突。这也是历史所证明的，即

人们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 

第四，最为重要的是暴露了社会反应的脆弱性。对内部来说，社会的脆弱性是最为关键的。

概括地说，社会的反应表现为两个极端。在一个极端，一些人支持美国的贸易战，幻想来自美

国的外在的压力少，则促成政府降低进口关税，多则促成内部的进一步改革。 

特朗普在中国可能要比在美国更受欢迎。直到今天，特朗普和美国的主流社会（尤其是媒

体）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在中国则不然，一些人对特朗普的政策抱有过多的幻想。就贸易战而

言，外在的压力从来没有促成内部更好的发展，这从德国和日本的例子里面可以看到。 

“恐惧感”促使对华政策改变 

中国并不想打贸易战，贸易战也不是中国所发起。不过，借用一位西方外交官的话来说，

是中国的一些人“唤醒了中国在西方的敌人”。这里的“唤醒”主要指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方

面的“过度宣传”，结果大大超越了政策设计者的初衷。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即“中国制造 2025”“一带一路”和“中国模式”。“中国制

造 2025”实际上仅仅是中国本身产业可持续发展所需，就如德国的工业 4.0 项目一样，但对

很多学者和政策研究者来说，这是为了超越美国和西方的项目。“一带一路”在高层看来仅仅

是中国的发展“倡议”，并且多次强调，“一带一路”尽管是中国的倡议，但发展机会属于大

家的，利益是大家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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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近代以来的探索，中国的确形成了“中国模式”，但“中国模式”和其他模式不存在

必然的冲突，而更多的是互补。尽管中国也强调“中国模式”为人类提供了另外一个可能性的

选择，但同时强调不会输出模式。但对一些学者和政策研究者来说，“中国模式”的目标就是

要打败西方模式了。这种过度的宣传和解读无疑给西方制造了一种“恐惧”，莫名其妙地感觉

到西方要被中国所超越、所取代，而这种“恐惧感”又促成美国（和西方）改变其对华政策。 

不管如何，现在中国的“敌人”已被唤醒，并且从各个方面开始向中国发难了，对中国构

成了巨大的压力。不过，这里的问题是，这场贸易战能够唤醒中国本身吗？如果只唤醒了“敌

人”而不能“唤醒”自己，未来的前景只有更坏、没有最坏。但如果在唤醒“敌人”的同时也

“唤醒”了自己，便是进步的动力。 

和美国（西方）的冲突迟早总要到来的，关键在于如何应付的问题。中国所需要的既非像

一些人那样毫无自信而“乞求”外力，更非像另一些人那样盲目自大而走向“义和团主义”，

而是在摸清楚自己的家底之后，理性应对贸易战；在这个基础之上发挥自己在一些技术领域的

优势，而在更多的领域抓紧补课，踏踏实实地求进步。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而非超越和打败任何

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的大国，只要自己不打败自己，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打败中国。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