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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美贸易摩擦透视
张明志， 岳　 帅

【摘　 　 要】 与以往贸易摩擦不同，此轮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更多集中于技术含量较高的

产品，这表明此轮中美贸易摩擦从本质上讲是美国对中国进行的战略遏制。 中美贸易摩擦将通过

对多边、区域和双边贸易体系、生产者行为、消费市场等因素的影响，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

造成破坏并重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借此实现“制造业回流”。 在中国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

逐渐丧失的背景下，美国采用技术阻断的方式挑起贸易摩擦，将进一步抑制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

程度和位置攀升，影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获益水平。 中国可以从兼顾 ＧＶＣ（国内价值链）
与 ＮＶＣ（国际价值链），加强核心技术研发，推动多边、区域及双边贸易体系发展，实现出口市场和

原材料、关键零部件进口市场多元化等方面入手，最大程度地降低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着力

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稳步攀升。
【关 键 词】 中美贸易摩擦　 全球价值链　 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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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政府推行“制造业回流”
“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战略，并以美国对中国贸易

存在巨额逆差为由，挑起中美贸易摩擦。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初美国宣布就进口的铝和钢铁制品分别征收

１０％和 ２５％的进口关税，之后又宣布针对中国知识

产权侵权对 ５００ 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并
对中国的投资采取限制措施。 作为反击，中国采取

类似反制措施。 此轮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最终

演化为中美贸易战。 与以往贸易摩擦相类似，美国

仍然打着对中国贸易存在巨额逆差的旗号，但不同

的是，美国政府加征关税的范围更多地包含医疗器

械、高铁设备、生物医药、新材料、信息技术和航空

设备等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产品，矛头直指“中国

制造 ２０２５”，同时指责中国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强制

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行为。 这表明，此
次中美贸易摩擦虽然直接起因于严重的贸易失衡，
但更多的是缘于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
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

中地位的不断攀升使得中美双方贸易中竞争性的

成分增加，互补性的成分减少，美国为维护自己在

国际分工中的霸权地位，再次举起贸易保护主义大

旗，对中国技术进步和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进行

战略遏制。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国家间贸易往来由

原先简单的最终产品贸易转变为中间品贸易和价

值链生产环节的分工与协作，某一生产环节在遭受

到严重的外部冲击之后将迅速传递到其他生产环

节，引发连锁效应，从而波及整个全球价值链。 美

国对中国加征关税，高筑贸易壁垒，挑起中美贸易

争端，在抑制两国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将促进生产

环节转移、打破现有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
迫使全球价值链重构。 不仅如此，此次中美贸易摩

擦中美国加大了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限制，这
是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攀升最直接的遏制。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依靠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

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且目前仍处于低端

位置，产品生产附加值和获利较低，这使中国面临

着陷入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风险。 中美贸易摩

擦愈演愈烈使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攀升更

显困难。 因此，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价值链分

工体系的破坏、重构作用，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对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地位的影响，可以更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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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回答如何在外部环境恶化的背景下打破中国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低端锁定这一问题，其研

究意义重大。

二、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价值链的破坏与重构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下，受市场经济

规律和经济利益驱动，跨国公司将根据多边、区域

及双边贸易关系安排、生产成本及消费市场等多重

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环节及设计、研发、销
售、包装等附加业务。 美国挑起贸易摩擦，对中国

相关产品出口征收惩罚性关税，并对中国投资实行

限制，不仅是对以 ＷＴＯ 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的

公然挑衅，而且直接改变了影响跨国公司布局生产

环节的相关因素，必将促使相关跨国公司再次审视

产业布局和发展战略，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选择生产

工序的最优生产地，迫使现有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断裂并重构。
（一）中美贸易摩擦通过挑战多边、区域和双边

贸易体系迫使全球价值链重构

二战后，从 ＧＡＴＴ 到 ＷＴＯ 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

一直以来都在倡导着低关税、低贸易壁垒的贸易政

策，有效促进了贸易自由化的顺利推进和经济全球化

的不断发展。 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逐步建立，对
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提出了诸如全面削减中间品贸易

壁垒、服务贸易更加自由化等新要求，而自“多哈”谈

判以来，多边贸易体系却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

展，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 在此背景下，区域和双

边贸易协定蓬勃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出方兴未

艾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已经陷入停滞的多

边贸易体系的不足。 然而，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

来，尤其是特朗普执政之后，美国政府将国内失业

和财政赤字问题归咎为贸易自由化引起的贸易逆

差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于是奉行“美国优

先”政策，不惜以各种借口挑起贸易争端。
２０１７ 年中国占据美国贸易逆差的 ４７．２％。 作

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中美贸易摩擦是美

国实施“制造业回流”“逆经济全球化”等战略的具

体体现，其实质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的重新抬

头。 而贸易保护主义是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和当

前正迅速发展的区域及双边贸易体系的最大威胁

和挑战。 单就“制造业回流”战略而言，美国逼迫相

关跨国公司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至美国国内，显然

是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严重破坏。 以 ＷＴＯ 为

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原本就不能很好地满足全球

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发展要求，中美贸易摩擦通过破

坏多边、区域及双边贸易体系的发展，进一步加大

了对当前 ＷＴＯ 改革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冲击

和干扰。
在现代经济尤其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

系中，契约精神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此轮中美贸易

摩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跨国公司对国家间多边、
区域及双边贸易关系的信任度。 正如诸多文献所

指出的，良好的制度环境对于贸易发展无疑具有重

要 的 推 动 作 用， 如 Ｋｏｕｋｈａｒｔｃｈｏｕｋ 和 Ｍａｕｒｅｌ
（２００３）①、Ｄｅ Ｇｒｏｏｔ （ ２００４）②、Ｄｅｎ Ｂｕｔｔｅｒ 和 Ｍｏｓｃｈ
（２００３）③等。 虽然上述研究仅仅将制度定义为国

内制度，但违背或践踏多边、区域及双边贸易体系

之契约精神与违背国内制度并无本质差异，二者终

将为生产经营或贸易活动带来较强的不确定性，从
而阻碍贸易的发展。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一
国无论是最终产品还是中间产品的生产都更多地

依赖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中间品投入，因此与传统

贸易相比，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对契约精神

的依赖度会更高一些。 贸易协定的调整和变化对

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的影响也更加深刻。
除此之外，与一般商品相比，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在

生产中会涉及更多的中间投入品或专有投资。 因

此，多边、区域及双边贸易体系的变动对高技术产

品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环节的影响会更加直接，
也更为强烈。 可见，中美贸易摩擦对多边、区域及

双边贸易体系所带来的冲击，不仅对各国融入全球

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产生重要影响，而且直接关系

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各国是否愿意将技术

含量相对较高的产品或生产环节配置到或外包给

其他国家或地区。
（二）中美贸易摩擦通过影响生产者行为迫使

全球价值链重构

跨国公司是全球价值链的直接构建者和参与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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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Ｗｈａ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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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行为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会产生直

接的影响作用。 中美贸易摩擦通过作用于贸易成

本和投资的不确定性影响跨国公司的行为，进而导

致对全球价值链的破坏和重构。
１．中美贸易摩擦增加生产者贸易成本，推动全

球价值链重构

关税是贸易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税上涨将

直接 增 加 企 业 的 贸 易 成 本。 樊 海 潮、 张 丽 娜

（２０１８）①在 Ｍｅｌｉｔｚ 和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２００８）②模型的基础

上通过构建理论框架并进行参数量化估计后发现，
贸易成本对企业利润具有反向影响，即关税壁垒引

发的贸易成本上涨将削减企业利润。 在全球价值

链分工与贸易体系下，中美贸易摩擦对其他相关国

家的贸易成本和进出口贸易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

影响。 根据韩国产业研究院的分析，若中美贸易摩

擦迫使中国对美国出口缩水 １０％，中国对韩国进口

额将减少约 ２８２．６ 亿美元，占中国从韩国进口总额

的 ２０％，其中，中间品环节较多的电器装备行业所

受冲击最大，进口将减少 １０９．２ 亿美元③。 因此，在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生产成本增加、利润缩水、相
关产业链和生产工序竞争力减弱将是大概率事件。
面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的竞争力受损，
部分跨国公司可能会加速将产业链中中国参与的

部分生产环节转移至东南亚等生产成本更低的国

家或地区，全球价值链被迫重构。
２．中美贸易摩擦增加生产者收益的不确定性，

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

首先，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前景不明朗的情况

下，企业利润的不确定性将显著增加。 利润的不确

定降低了投资者从事生产经营的信心，增加了投资

者生产经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种对未来收益预

期的不确定性可能直接影响到生产经营决策，或通

过资本市场传递到投资行为进而对跨国公司生产

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事实上，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对

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 Ａ 股市场的影响非常迅速且

强烈，其间几轮中美经贸谈判甚至特朗普的推特都

牵动了中国资本市场敏感的神经。
其次，中美贸易摩擦将使中国出口规模缩减，

而出口顺差是中国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构成部分；
出口规模缩减将恶化经常项目，威胁到人民币币值

的相对稳定。 自 ２００５ 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以来，人民币汇率基本上维持了上升态势，２０１４ 年

之后人民币贬值趋势明显，２０１６ 年以来人民币汇率

变动愈加频繁，呈现出升值与贬值的双向波动。 实

际上，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也直接影响到外汇市场，
特别是，心理冲击远甚于实质冲击，人民币汇率的

双向波动明显加剧。 ２０１８ 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先

是逐渐走强高达 ６．２５９，４ 月中旬后贬值低至 ６．９７３。
因此，中美贸易摩擦会通过资本市场和外汇市

场增加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收益的不确定性，很可

能迫使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转移至生产成本较低

且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更加稳定的国家或地区，推
动全球价值链重构。

（三）中美贸易摩擦通过影响消费市场迫使全

球价值链重构

价格是影响需求最重要的因素，商品价格的变

动必将对消费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伴随着交通信

息技术的发展，虽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消费

市场对跨国公司生产布局的影响逐渐降低，但消费

需求变动仍将通过影响生产者收益对全球价值链

分工体系下生产环节的布局产生一定的引导作用。
美国主要采用提高关税税率、构建关税壁垒的

手段对中国挑起贸易摩擦，中国采取相应反制措

施。 关税壁垒在一定幅度上将提高进口商品价格。
美国提高关税税率将抬高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

价格，减少美国消费者对中国进口商品的需求，其

后果是：一方面，缩减跨国公司在中国布局生产环

节的收益，引导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及其附加部分

布局在加拿大、墨西哥、欧洲等与美国双边或诸边

贸易关系较为牢固的国家或地区，促进全球价值链

重构；另一方面，中国被迫进一步开拓西亚、欧洲等

地市场，从而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也产生一定的推

动作用。 特别是，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对从美国进口

商品加收关税，且主要集中于大豆、玉米等农产品

领域。 由于中国是人口大国，对农产品需求量大、
依赖较强，且农产品大多缺乏需求价格弹性，农产

品及其制品价格的上升迫使中国拓宽农产品进口

渠道或将相关食品加工业转移至农产品成本较低

的国家或地区，也将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
可见，中美贸易摩擦通过挑战多边、区域及双

９８

张明志， 等：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美贸易摩擦透视

①

②

③

樊海潮、张丽娜：《中间品贸易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福利效

应：基于理论与量化分析的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８
年第 ９ 期。
Ｍ． Ｊ． Ｍｅｌｉｔｚ， Ｇ．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ｚ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
ｉｔｙ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８（７５）：２９５—３１６．
相关信息来自韩国《朝鲜日报》，２０１８－０６－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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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贸易体系、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等路径带来

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破坏与重构。 具体来说，
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将主要加速向南亚、东南亚等

地区转移，资本和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环节可能转

移至日韩、欧洲等国家或地区。 那么，试图通过加

征关税来促进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战略真的可以

使美国复兴制造业、增加就业，并促进全球价值链

中生产制造等环节回流吗？ 显然未必。 中美贸易

摩擦虽然可能致使美国进口中国产品成本上升、价
格上涨，削弱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但美国国内劳动

力成本过高，在劳动密集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

品的生产制造环节上已不具备任何比较优势，中美

贸易摩擦只会进一步加快中国制造业向中西部地

区以及东南亚等劳动力比较优势相对明显的国家

或地区转移。 其实，自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为摆脱单纯依靠虚拟经济发展存在的脆弱性，美国

就一直在推行“制造业回流”的政策，但美国制造业

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一直在 １１．５％—１２．５％波动，低于金

融危机前 １２．８％的水平，甚至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出现连

续下降。 并且，即使将来美国依靠大机器生产、效

率提升促进制造业回流，但对于美国就业的增加也

将无济于事。

三、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国参与
全球价值链

　 　 加入 ＷＴＯ 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全球价值链的

主要参与者，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 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对推动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次中美贸

易摩擦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参与度、地位

和贸易获利将会产生重要影响。
（一）中美贸易摩擦减缓或降低中国参与全球

价值链的程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自身拥有的廉价劳动

力、资源优势和良好的投资环境积极融入全球价值

链分工体系，在取得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

了沉重的环境代价。 同时，伴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

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资源储量的不

断减少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等问题的凸显，中国参

与全球价值链的传统要素优势逐渐削弱甚至不复

存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参与度已经面临

着诸多挑战。
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美国对中国征收惩罚性

关税并限制对中国的投资，跨国公司受市场经济规

律和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驱使，不仅可能缩减或改变

在中国布局新的生产环节的计划，而且可能会加速

将原在中国布局的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至贸易成

本更加低廉、生产与消费预期环境更加稳定的国家

或地区。 在中美贸易中，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中

约 ７０％为中间投入品，而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

这一比例约为 ３０％，观察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加征关

税清单发现，此次加征关税的产品大多涉及中间投

入品。 刘斌等（２０１５）发现针对中间投入品征收关

税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参与度的抑

制作用更加明显。① 因此，在中国传统要素优势逐

渐丧失的背景下，此次对中间投入品关注较多的贸

易摩擦将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参与

度产生更加强烈的影响。 从现实情况看，部分行业

已开始采取措施实施产业转移。 例如，２０１８ 年 ４
月，针对美国新关税政策，鞋类品牌 Ｐｕｍａ 制定应急

计划，将部分生产线从中国转至亚洲其他国家或地

区。②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日本铃木将生产基地转移至印

尼和泰国。③

（二）中美贸易摩擦遏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

地位的提升

在传统要素优势不断丧失的背景下，中国亟需

寻找新的推动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动力，而
推动技术进步不仅可以促进中国更加深入参与全

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而且对于摆脱中国可能被锁定

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困境，促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

中位置的提升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实现技术创新

主要存在自主创新和国外技术溢出两个途径，其中

技术溢出建立在现有技术水平的基础上，成本低、
见效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技术进步乃至经济

发展从国外技术溢出中也获益良多。
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针对总值 ５００ 亿美

元含有重要工业技术价值的中国产品征收 ２５％的

关税，５００ 亿美元商品清单的覆盖范围主要指向“中

国制造 ２０２５”。 由此可见，此次美国针对从中国进

口商品建立贸易壁垒，在很大程度上以阻碍中国技

０９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①

②

③

刘斌、王乃嘉、魏倩：《中间品关税减让与企业价值链参

与》，载《中国软科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
相关信息来自凤凰新闻网， ｈｔｔｐ： ／ ／ ｆａｓｈｉｏｎ．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８０８２２ ／ ４０３９２６１５＿０．ｓｈｔｍｌ。
相关信息来自财新网， ｈｔｔｐ： ／ ／ ｚｇｔｒｅｎｄ． ｂｌｏｇ． ｃａｉｘｉｎ． ｃｏｍ ／ ａｒ⁃
ｃｈｉｖｅｓ ／ １８９８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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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为目的，将对中国的技

术进步带来一定程度的阻断效应。 杨飞等（２０１８）
研究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技术赶超是美国此次挑起

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动因。① 余振等（２０１８）更是

发现，中国与贸易伙伴在某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

位越接近，中国与该贸易伙伴发生贸易摩擦的频率

越高，体现在相关行业的贸易摩擦数量越多。② 郭

美新等（２０１８）采用 ＣＧＥ 模型研究发现，中美贸易

摩擦对中国电脑行业的生产和出口抑制作用最强，
分别为－１４．６６９％和－２５．６２８％，远高于受影响次之

的纺织品行业的－６．５１５％和－２１．３０５％。③

简言之，美国发动此次贸易摩擦主要目的就是

通过技术阻断遏制中国技术进步，进而阻碍中国在

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攀升，遏制中国的崛起，使中

国陷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下降和分工位置不高的

双重困境。
（三）中美贸易摩擦减少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

的贸易获利

贸易利益是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

出发点和归宿。 从广义上讲，贸易利益不应仅仅包

含贸易增加值，也应将技术进步、就业增加、居民福

利水平提高等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溢出效应包含在

内。 只有这样，才能准确评估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

的贸易获益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对此造成的冲击。
１． 一国贸易增加值与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

系中的位置紧密联系，中美贸易摩擦所引致的中国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地位攀升的困难将抑制

中国贸易获益水平的提升。
２． 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作为国际技术溢出渠

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获取先进技术的重要

路径之一，中美贸易摩擦降低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

的程度，对中国技术进步将产生负向作用。
３．参与全球价值链引致的出口增加将通过规模

效应、组合效应、联动效应等路径增加对劳动力的

需求（史青、李平，２０１４）④，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

置攀升则有助于增加高技术劳动力的就业比重，改
善就业结构。 由此不难看出，中美贸易摩擦降低中

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位置将对中国就业增

长和就业结构优化产生负面影响。
４． 就业增长缓慢将直接影响居民收入和幸福

感，降低居民福利水平。 当然，贸易摩擦若引起中

国出口商品转内销与进口扩大，将有助于压低中国

国内产品价格、增加实际工资，在一定程度上可能

会增加居民福利水平。 但总体而言，中美贸易摩擦

对贸易增加值、技术进步、就业及居民福利水平大

都为负向影响，因此中美贸易摩擦将减少中国参与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贸易获益。

四、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应对
中美贸易摩擦的若干思路

　 　 相较于传统贸易模式，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

易体系下，中美贸易摩擦将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更

加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不断

减缓、实现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非常迫切的背景

下，保持对外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对于促进中国经

济进入新常态和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而目

前中国对外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等传统比较优势正

在逐渐丧失，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的转换和升级正

在形成。 为此，中国必须积极应对，摆脱全球价值

链低端锁定和参与度降低的双重困境。
（一）积极推进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的梯

度转移，促进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协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

系中的位置有所攀升，但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

的风险尚未有效解除。 在中美贸易摩擦迫使全球

价值链断裂并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同

时，美国在今后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很可能继续孤

立中国，比如推广“毒丸条款”，因此中国对外经贸

的发展特别是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攀升困难重

重。 与此同时，中国区域间在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

上存在较大差距，东部地区正在向高新技术产业转

型升级，而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仍以劳动密集型为

主，推动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

具有较大空间。 因此，应进一步在坚持对外开放的

背景下，打破区域间经济割据的障碍，充分发挥各

地区比较优势，形成互联互通的国内发展的良好格

局；中西部地区应进一步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以

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并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劳

动资源丰富和东部地区技术、资本充足优势，建立

１９

张明志， 等：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美贸易摩擦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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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飞、孙文远、程瑶：《技术赶超是否引发中美贸易摩擦》，
载《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
余振、周冰惠、谢旭斌等：《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美贸

易摩擦》，载《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８ 年第 ７ 期。
郭美新、陆琳、盛柳刚等：《反制中美贸易摩擦和扩大开

放》，载《学术月刊》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史青、李平：《再议中国企业出口的就业效应》，载《财贸经

济》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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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帮扶结对关系，用国内价值链

（ＮＶＣ）弥补全球价值链（ＧＶＣ）的不足，甚至在一定

程度上实现对全球价值链的部分替代，从而促进国

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协同发展。
（二）加强核心技术研发攻关，拓宽技术外溢渠

道，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此次美国发动贸易摩擦的一个鲜明特点或目

的是隔断中国技术进步，阻碍中国高新技术发展和

产业转型升级，遏制中国出口产品增加值的提高和

向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高端环节的攀升。 而通过

技术创新来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是打破

中国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唯一路径。 因此，
要进一步加强对科技研发活动的投入支持力度，积
极开展联合攻关，提高对高技术人才的津贴，改善

高技术人才待遇和研发环境，提高企业自主研发能

力、推进核心技术研发，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推进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的攀升；拓展技术外

溢渠道，寻找除美国外其他的替代技术源，预防和

应对美国对中国的技术阻断和封锁。
（三）积极参与 ＷＴＯ 改革，破解多边贸易体系

困境，推动区域及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稳步发展，
推进贸易合作共赢向纵深方向发展和演化

美国政府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给世界多边、区
域和双边贸易体系带来严重冲击，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中国作为世

界大国一直倡导并践行自由贸易原则并积极融入

世界多边贸易体系，对多边贸易体系的建立发展起

到重要作用。 为更好地融入多边贸易体系，一方

面，中国不仅要积极参与并推动 ＷＴＯ 改革，促进多

边贸易体系中相关制度的建设和完善，而且要扩大

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快对内改革的步伐，特别是进

一步建立健全国内贸易法律法规，修正与多边贸易

规则相违背或矛盾的制度，以降低贸易摩擦带来的

损害；另一方面，基于此次“中兴事件”，在加强企业

合规教育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加强对出口企业行为

的自律、自查与自纠，并要求企业尽快建立合规监

督管理体系，在制度上保障企业行为合规，增加出

口企业防范类似中美贸易摩擦此类国际贸易变局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此外，在 ＷＴＯ“多哈回合”谈

判陷入停滞之后，区域及双边 ＦＴＡ 已经成为世界各

国推进贸易自由化的现实选择和重要载体，中国应

继续积极推动区域及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稳步发

展，从而不断实现贸易合作共赢向纵深方向的发展

和演化。
（四）拓宽出口市场、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来源

地，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同时，实现进口市场的

多元化发展

出口市场、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来源是此次中

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地位

影响的重要中介。 出口市场、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

来源越集中于美国，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在全球价

值链分工体系中参与度和所处位置的影响就越大。
因此，对于高度依赖美国出口市场、原材料和关键

零部件的企业而言，应重新审视自身在出口市场、
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获取等方面的定位。 一方面，
在出口市场方面，企业应进一步着力开拓欧盟、东

南亚与“一带一路”沿线等国家地区消费需求，拓展

出口市场空间，实现出口市场的进一步多元化。 另

一方面，应进一步拓宽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来源，
保证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的稳定供应，努力实现进

口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减少因可能的贸易摩擦增加

而带来的利益损失，努力实现成本的最小化。

五、结　 语

总体上看，此轮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参与全球

价值链的程度、地位攀升以及获益程度是个负向的

冲击。 当前，中美经贸问题高级别磋商正在进行之

中，积极的信号也依稀可见，此轮中美贸易摩擦的

演进与发展方向还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但无论

如何，对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产生的负向冲击及其传

导机制作深入剖析，可以为将来更好地应对提供重

要的前提和思路。 同时，只有深入地分析此轮中美

贸易争端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负面影响，才有

可能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增强忧患意识，使中国社

会各界特别是决策部门和企业未雨绸缪，并最终立

于不败之地。 总之，分析和探讨中美贸易摩擦对全

球价值链的可能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保持警惕之心

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当务之急。
（作者简介：张明志，福建仙游人，厦门大学经

济学院教授；岳帅，河南安阳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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