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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挑起中美贸易战 

   
 



正式发起调查 

美总统特朗普指示：                                            
决定是否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发起
调查，以确保美知识产权和技术得到保护

。 

2017.8.14 

美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宣布：                

美国正式对中国发起“301调查”。 

 

2017.8.18 



贸易战的第一回合 
 

3月22日，美国总统特
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
依据“301调查”结果
，将对中国进口的商品
进行大规模征收关税，
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
资并购。特朗普声称，
涉及征税的中国商品规
模可达600亿美元。 
 



霸道的301条款 

•只要美国相信、认为或确定“某国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就可以对其发起贸易制裁 

     何为301条款（法外神器）？ 

美在贸易领域的“核武器” 

60年代：打击欧共体 

70—90年代：打击日本经济 



301条款的前世今生 

1958 

欧共体成立并
组成关税同盟 

1962 

对美国提高 

两倍关税 

美向国际关税
及贸易总协定
组织（GATT

）起诉 

美总统肯尼迪
宣布，对从欧
洲进口的马铃
薯、卡车等 

征收重税 

1964.5 
在瑞士日内瓦和解 
美以降低37%平均关
税代价换取欧洲降35

%平均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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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分寸的回应 
 



北京时间4月6日早上，特朗普要求考虑对华1000亿美元商
品追加关税。特朗普在白宫发布的一份声明中称，“考虑
到中国不公平的反击，我已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
R)考虑，在301条款下对1000亿美元中国商品追加关税是
否适当，以及如果适当，对追加关税的商品进行确认。” 
 

第二回合 



中国方快速反应： 
    
针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对华301调查征税建议，中国决定对
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
。 
商务部副部长4日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是不愿意打“贸易战”，
因为在“贸易战”中没有赢家。但是我们也不怕打“贸易战”，如
果有人坚持要打“贸易战”，我们奉陪到底。 
 
 



中方坚决捍卫国家利益  回绝美方漫天要价 

经历一个多月的风雨后，中美经贸领域
终于开始拨云散雾。5月3日、4日，中
美代表团就扩大美对华出口、双边服务
贸易、双向投资、保护知识产权、解决
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
见，在有些领域达成了一些共识。更令
人期待的是，双方同意继续就有关问题
保持密切沟通，并建立相应工作机制。 

 
 

 



9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决
定向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
加税于2018年9月24日起生效，初
始加征关税税率为10%，2019年之
后提高至25%。9月17日特朗普表示：
“如果中国对我们的农民或其他行
业采取报复行动，我们将立即实施
第三阶段，即对大约2670亿美元的
额外进口征收关税。” 
 
中国启动针对美国的600亿美元商
品的加税。 

美国第三轮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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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的原因 
 
 



特朗普为什么聚焦中国 
 

1.美国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需要兑现在竞选期间经
常做出的打击中国的承诺。 
 
2.中国经济对美国的威胁。 
 
3.贸易领域里商品的同化和冲突。 

美国：绝对不能让《中国
制造2025》实现；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贸易战 
 



1.政府政策。过去几年时间，美国的经济并不是很景气，从特
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一直着力于经济的复苏。 

 

美国采用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在于：主要是为了保护国内市
场以促进国内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以此来
增加就业，促进消费，从而使经济发展。 

 

当自由贸易政策面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时，那就必然会发生
冲突。在进口关税、补贴、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等方面的
影响下，如果自己国家仍实行自由贸易政策，那将面临更大
的经济损失，在世界经济发展浪潮中会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2.中国经济对美国的威胁。2016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超过
5200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比重超过3%。中美贸易额占美国
外贸总额的比重也达到14%。2016年，中国对美顺差2500多
亿美元。这一金额是中国总顺差的44.23%、美国总逆差的
31.63%，而且中美双方的贸易差额有扩大的趋势，这导致特
朗普的紧张情绪再度升温。 



美国制裁方案中确定的10个领域,正好覆盖了《
中国制造2025》中列出的十大重点领域。 
 

 



3.贸易领域里商品的同化和冲突。以往中国向美国出口的都
是轻工业品，美国向中国出口高技术、高科技产品。 

 

但是随着中国政府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中国高新技术
产品出口及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转让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大，
不可避免的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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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
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领域出现贸易摩擦。 



中国即将领跑5G 

    中美为5G吵得火热、特朗普还破
例提出“国有5G”引发了轩然大波，
外媒technode关注了5G近期频频登上
美国头条的新闻版面，暗示了美国政
府的恐惧心理。其实，中国5G已近年
以领军之姿悄然登上了这座竞技舞台
，除了中国科技实力的浩大声势之外
，美国的恐惧其实背后关乎庞大的商
业利益。 
    几十年以来，我国移动通信经历
了1G空白、2G跟随、3G突破、4G开始
走向领先的发展过程，据预测，2018
年中首个版本的5G国际标准将正式出
炉，2019年5G将开始商用，新的征程
已在眼前，路上肯定敌手环顾，我们
走着瞧。 
 



贸易战无疑会给双方带来极大的伤害，影响两国
合作的整体氛围，甚至危害到整个世界经济。 

美国应该采取通过对话与合作来处理对华贸易问
题的方式，双方完全可以共同努力，加强合作，
在此方面争取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并借此给两
国关系带来积极有益的信息，使大家能携手应对
美中经贸关系中类似的一系列复杂问题。  

国家间的共同利益 



国际关系史上经典名言： 

“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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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对农产品市场的影响 



1、6月26日，下调亚太进口协定税率，大豆零关
税。 

2、6月29日，中国发布了新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
清单，共在22个领域推出开放措施，基本完全放
开制造业的投资限制，2021年取消金融领域所有
外资股比限制，显示中国全方位推进开放。 

 

（4月提出扩大开放不适用于发动贸易战的国家） 

 

中国的应对策略 



2018年7月6日我国对美关税反制措施正式实施，
首批征税清单中所涉及到的340亿美元美国商品
中农产品占约240亿美元，其中仅大豆占约140

亿美元。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美国是
全球最大的大豆产量国，我国每年进口美豆数量
占美豆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中国的应对策略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quote.html?code=A0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quote.html?code=A0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quote.html?code=A0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quote.html?code=A0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quote.html?code=A0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quote.html?code=A0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quote.html?code=A0


对进口美豆加征25%关税以后，我国进口美豆到
岸完税价上涨近700元/吨，比巴西豆进口成本高
约400元/吨，进口成本大幅上涨限制了美豆的出
口前景，美豆期价一度走低至种植成本以下，引
来欧盟、墨西哥等国家大量进口，我国转而进口
更多的巴西大豆。由于我国市场需求强劲，7月
巴西大豆出口量为1020万吨，较去年同期695万
吨上涨46.76%，其中82.5%运往中国。 

 

贸易战带来的成本变化 

http://news.hexun.com/brazil/
http://news.hexun.com/mexico/index.html


贸易战带来的成本变化 



2018/19年度（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0日）
全球丰产预期强烈，大豆供应宽松，巴西新豆产
量预计12050万吨，阿根廷新豆产量预计5700万
吨，均为历史最高水平，出口预估分别为7500万
吨和800万吨。2018/19年度我国进口需求量950

0万吨，按往年巴西豆80%和阿根廷豆90%销往
中国测算，我国至少可以从南美进口大豆6720万
吨。 

 

供求关系仍是主导价格的主要因素 



供求关系仍是主导价格的主要因素 



我国有望和巴西、阿根廷企业合作进口更多大豆
豆粕，同时我国积极构建大豆进口多元化格局，
中俄“粮食走廊”的成立，中粮集团购买俄罗斯
南部粮食码头以及西伯利亚一亿亩大豆种植计划
等均可以减少我国进口大豆对美国的依赖缺口，
所以在中美贸易战长期持续的情况下，全球大豆
贸易格局将会重塑。 

保证供给的国策 

http://gongsi.hexun.com/fc_74.shtml


改革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是大势所趋。
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与保护农民利益并重，采取“分品种施策、
渐进式推进”的办法，完善农产品市场调控制度。 

 

中国是全球棉花贸易最大的进口国，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17年
中国棉花进口量达到90.54万吨，其中从美国进口量为44.16万吨，
从美国进口量占比达到48.77%；2017年中国进口棉花总量占国
内消费比重为12.75%，其中从美国进口的棉花总量占国内消费
比重为6.22%。从供需结构看，2017年中国棉花市场偏紧，尽管
产量增加，但供需缺口仍然超过200万吨（不考虑国储棉投放），
进口棉仍为国内供给的有效补充。 

 

下一步将会加大印度棉的进口力度对冲美棉高成本影响。 

保证供给的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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