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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美貿易戰發展觀察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廖小娟主稿 

 

 中美貿易戰初始衝突點為雙方鉅額貿易逆差，川普對其他國家要

求「公平貿易」，對中方要求經濟結構改革，長此以往，中美經

濟問題將演變為市場經濟與非市場經濟的價值觀衝突，最終恐使

雙方進入「新冷戰」。 

 川普對中發起貿易戰非一時興起，而是為了遏制「中國崛起」，

以確保美國霸權地位。目前中美領導人尚未對彼此惡言相向，有

意將中美貿易限縮於一定範圍，G20雙方場邊會談將為中美貿易

戰未來發展之重要觀察點。 

 

（一）中美貿易戰迄今發展 

川普在競選時對中國大陸諸多批評，就任後晉用立場強硬且傾向

反中的幕僚，使中美關係初始即進入為時不短的相互觀察期。然而在

北韓核武危機，美國需要中方合作的機緣下，川普 2017年 4月與習

近平在海湖莊園一會、2017 年底訪中後，對習讚譽有加，且稱習是

自己的好朋友，中美關係似乎走向平穩的方向。 

然 2018年 1月川普表示支持中方加入WTO是錯誤的決定，3月

曾一度暫停的 301條款調查結果出爐，川普宣布將對中方進口產品課

徵高關稅與投資限制，4月中興通訊被美國處以禁售令，中美進行首

次經貿談判，5 月 19 日雙方達成「不打貿易戰」共識，然在短短十

數天後，川普 5 月底再度宣佈對中方進口 500 億美元商品開徵 25%

關稅，中方表示將會回敬。7月 6日，美對其中 340億美元中方進口

商品開徵 25%關稅，中方同日對美 600億美元進口商品分別徵收 5%

至 25%的關稅報復，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打。8 月 23 日美對剩餘 160

億美元商品開徵 25%關稅，9月 18日加碼對中進口商品約 2,000億美

元課徵 10%關稅，並且從 2019年起將提升為 25%的關稅，總計商品

總額已超過美對中進口額的一半，中方則對美 1,100億美元商品徵收

報復性關稅。川普並威脅若中方再度反制，將對剩餘一半約 2,670億

美元進口商品徵稅。至此，中美貿易談判陷入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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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美貿易戰的衝突層級的變化 

理解中美貿易戰的脈絡必須從中美關係整體思考出發，尤其是美

國的目的究竟為何。中方已然崛起且成為世界經濟第二強，美國這個

世界霸主必須思考如何面對與定位雙方現在和未來的發展，因此中美

貿易戰的發展反映出中美關係的交錯縱橫。 

從川普推特和美國政府的發言可看出，中美貿易戰一開始的焦點

在經濟層面，主要是中美間鉅額的貿易逆差，中方市場開放的腳步過

慢、國有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造成的不公平競爭、盜取智慧財產權與強

迫技術轉移，及中方「中國製造 2025」對高科技產業的補貼等。美

國在首輪談判要求中方 1年內把中美貿易逆差削減 1,000億美元，第

2年再削減 1,000億美元，停止「中國製造 2025」計畫對先進技術領

域的補貼；對於美方要價，中方未允諾，雙方不歡而散。惟雙方談判

管道與機制是暢通的，中方期望將問題爭點侷限在「金額」，因此多

次表明願大量採購美國商品等。中美爭點似僅在改變中方某些特定政

策，及改善美貿易逆差問題；中方也屢屢表明中美是「貿易衝突」，

而不是「貿易戰」。 

不過，隨著川普對其他國家亦燃起要求「公平貿易」的戰火，認

定中美之間的經濟問題非僅貿易逆差，而是存在「長期以來占美國便

宜」，利用自由貿易風潮，大舉入侵他國市場，同時卻維持「非市場

經濟」狀態，形成不公平競爭。可以說中美雙方爭點進入「價值觀」

扞格，川普揚棄過往「自由貿易」過度優惠與包容中方等非市場經濟

的規則，要求雙方結構應達成相似競爭環境的「公平貿易」，甚至不

惜聯合盟友孤立中方，如與加拿大和墨西哥新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中

加入「毒丸條款」（poison pill），若三國中任一國與非市場經濟國家洽簽

自由貿易協定，其他國家可在 2個月內自由退出協定。此條款被視為

防堵中方利用其他國家進入美國市場的利器，使其他國家在中美之間

作選擇，也讓中方不得不正視美施加要求改革的壓力。 

升高至此一層級，中方亦默認現在中美之間為「貿易戰」，美國

要求的不僅是單純貿易赤字的降低或政策調整，而是中方經濟結構的

改革。惟中方部分學者認為其經濟結構改革已在「十九大」報告揭示，

現在美國的要求只是讓這些改革提早與加速發生，因此對中方而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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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是壞事，可能是改革轉型的契機。換句話說，中美貿易戰雖自雙

方貿易赤字與補貼等政策行為的衝突，演變為要求經濟轉型與改革等

價值觀的戰爭，惟時值中方正面臨經濟成長停滯的瓶頸，因此中美爭

執或許能促成中方加速轉型。 

然中美貿易戰時間過長，仍可能傷及根本，亦即破壞中美互信，

極可能會深深改變中美關係的本質；甚至，有可能升高為「意識形態」

之爭，成為自由民主的市場經濟型態對抗社會主義威權統治的非市場

經濟型態，也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模式對抗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的中

國模式，使中美進入「新冷戰」階段。一旦升高到此一層級，正式宣

告中美貿易戰轉變為全面性對抗的局面，將對中美關係造成重大傷害。

因此，當美副總統彭斯在哈德遜研究所演講中，幾次暗示中方不僅在

經濟上剝削美國，甚至稱透過經濟逼迫中共政治改革的模式行不通，

中方意識形態與模式和美存有根本性不同。惟中方目前仍極力避免雙

方提升至意識形態之爭，希望限縮在經濟層面的爭執。 

 

（三）中美貿易戰背後的大戰略 

根據現實主義的假設，霸權面對另一大國的崛起時，除從內部增

強自己實力或從外部聯合盟友外，另一策略是削減對方成長的速度和

規模。相較於歐巴馬重返亞太政策，由於川普負責亞太事務的幕僚尚

未完全到位，亦未提出全面且具體的策略，印太戰略具體內容尚不明

確，使中美貿易戰一開始看來只是川普風格的一貫態度，為有效且迅

速地消弭中美貿易赤字，美採取高度施壓的態度和策略，迫使中方不

得不上談判桌，且不斷提高籌碼，以利在談判桌上的籌碼交換等。 

然而，隨著中美貿易衝突演變為貿易戰，雙方相互加碼較勁外，

在國際場域也不斷互別苗頭。美國除與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談妥自由

貿易協定外，同時也與歐盟、日本與韓國等進行相關的談判作業，著

眼美企對外投資金額是中方 4倍，美進口商品中盟友所占總額是中方

市場的 2倍等，總的來說美國市場、企業資金和技術研發等吸引力，

仍勝於中方，若要從經濟上箝制中方發展係屬可能。在川普幕僚對中

較強硬者為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Peter Navarro），在其著書「美中

開戰的起點」，提到雖然柯林頓在中方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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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中國大陸市場對美國製造業有利；不過，實際後果是超過 7萬家

美國工廠關閉，失業和低度就業勞工人數超過 2500 萬人，也使貿易

赤字超過 3000 億美元等，納瓦羅總結認為推動經濟合作模式是企業

為犧牲本地勞工擴展全球利基的詭計。 

由此看來，川普對於中國大陸發起貿易戰或許並非一時興起，從

其推特發言表示中方快速成長是美國企業貢獻的結果，讓中方加入世

貿組織是美國的一大失敗，若再漠視中方藉自由貿易占美國便宜等情

勢，美國將會被中方取代等，川普所發起的一系列全面性經濟政策乃

至價值觀的競逐，或許為了要徹底扭轉中方超越美國快速成長態勢，

確保美國霸權的地位。 

 

（四）結論 

中共國家統計局公布第三季國內生產毛額（GDP）經濟成長率僅

6.5%，低於市場預期，為 2009年第一季以來最低。即便今年前三季

平均年增 6.7%，看似未受中美貿易戰大力影響，然而真正的影響應

會在明年 2000億美元商品 25%關稅開徵後，逐漸發酵，尤其是外資

的退卻和產業移出等，將對中方經濟成長與改革造成更大壓力。然川

普背後的大戰略思想若是遏制中方崛起與成長，即便進行更多的貿易

談判，雙方談判團隊也無法達成妥協。因此，中美貿易戰接下來的發

展有待 11 月 29 日 G20 雙方領導人場邊會談，才可能有所突破。川

普始終未對習近平口出惡言，甚至表示仍期待這位朋友；習近平亦從

未公開對中美貿易戰表態，僅發表自力更生和加強內部改革的宣示等，

雙方仍有意將中美貿易戰的效應限縮在一定範圍內，而這停損點就是

在雙方領袖私人關係的維持上，因此 G20 雙方會面將是中美貿易戰

未來發展的重要觀察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