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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集结了中国人民大学三位专家学者的观点，将从美方谈判

代表的贸易思想出发，探讨美方下一步的谈判原则、真实诉求以及

政策工具使用。同时，本文还将就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未来的科学技

术、人才培养、经济增长等多方面影响进行预估。 

程大为教授对美方谈判代表莱特希泽的贸易思想进行了梳理。

她指出莱特希泽的谈判思路是基于双边关系的，试图寻求降低两国

之间的贸易壁垒。在谈判过程中，“对等”和“公平贸易”是他秉

承的两大原则，侵略性单边主义是其具体实施方式，而美国“301

条款”会是其政策工具。就贸易战的后果而言，赵忠教授指出中美

贸易摩擦会对我国就业，尤其是大学生等高技能人才的就业产生负

面影响，影响渠道有：市场观望情绪可能影响企业投资、雇佣决策；

美国以阻碍“中国制造 2025”为主要目标，这将对大学生等高技能

人才的岗位造成负面冲击；如果我国大学教育回报持续走低，将影

响我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王孝松教授根据可计算一般均衡方法

对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进行了模拟分析，主要结论有：在美国对我国

加征额外关税的情况下，我国是否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对我国影响

较小，但对美国有所影响，即当我国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时，会对

美国产生不利影响；若美国与欧盟达成零关税协议，将不利于我国

经济的发展，但会改善美国的发展前景；技术提升有利于我国抵消

中美贸易摩擦的不利影响，实现社会福利和 GDP 的增长，并对美国

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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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大为：解析莱特西泽的贸易思想—— 

“自由”与“保护”的大杂烩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曾发表《你现在生活在罗伯特·莱特西泽

的世界》一文，文章解读了美国贸易代表莱特西泽的贸易思想，讨论

了莱特西泽为什么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通过对这篇文章的观点进行

梳理，可以看出所谓的莱特西泽主义是基于双边关系，寻求降低两国

之间的贸易壁垒。在双边关系的框架下，莱特西泽主义强调“对等”

和“公平贸易”原则。在具体方式上，莱特西泽会采取侵略性单边主

义。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美国国内法 “301 条款”是最佳的武器。

针对中国这一特定对象时，莱特西泽对“国家资本主义”有特别的关

注。 

一、什么是莱特西泽主义  

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现任美国贸易代表，毕业

于乔治城大学。他是里根总统时期的贸易幕僚，1983 年被任命为美国

贸易副代表，主管对日本的谈判，曾是美日贸易战的主要战将。 

所谓的莱特西泽主义是基于双边关系，寻求降低两国之间的贸易

壁垒。如果倾向于双边路径的贸易，那么在理论上，莱特西泽主义强

调两点：一是在贸易制度的基本原则上，莱特西泽倾向于否定多边体

系的最惠国待遇，主张“对等”原则；二是在追求自由贸易过程中离

不开保护主义的打压，这就是所谓的追求 “公平贸易”。在具体方

式上，莱特西泽从来不避讳公开使用政治化的武器，是侵略性单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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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美国国内法“301 条款”是最佳的武器。 

在针对中国这一特定对象时，莱特西泽主义关注了特定的内容。

莱特西泽特别关注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一方面，他认为国家资本主

义存在制度上的优势，甚至美国都应该加强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

他认为中国处于政府强干预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应予以遏制。 

莱特西泽强调主权行为，认可政治化的政策工具。他认为，把主

权行动与自由贸易原则结合起来不是新鲜事，十九世纪，军事探险为

西方商品打开了市场，进入日本和中国都是在使用大炮的情况下实现

的。 

莱特西泽从来都是一个贸易领域的强硬派。在 80 年代任职期间，

他使用了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所说的“侵

略性单边主义”对付来自日本的竞争，主要工具是“301 条款”。现

在他正将对付日本的经验复制到对付中国上。他反对多边体系，嘲笑

通过让中国加入 WTO 来规范中国行为的做法。 

二、根据莱特西泽主义推断中美贸易战的走向 

如果以上对莱特西泽主义的概括是恰当的，那么根据莱特西泽的

逻辑，我们对中美贸易战的研判如下： 

1. 继对 50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后，特朗普声称再对 200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甚至使用更多的贸易战武器。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日美贸易战中，美国对日本发起了三轮贸易攻击，多次使

用“301 条款”，直到日本签署《广场协定》，日元升值为止。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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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泽是使用“301 条款”的技术型官员，认可各种可能的重量级的贸

易工具。 

2. 莱特西泽实施其贸易思想的最大障碍是美国的制度给予他的

权力时间。他是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代表，特朗普的执政时间就是他的

贸易思想践行的时间。很多美国精英也担心莱特西泽无法完成针对中

国的长期贸易战争,他们认为中国有五年、十年，甚至是五十年的时

间来应对美国，而美国的制度留给莱特西泽的仅仅是几年。 

3. 莱特西泽的双边主义认知如果是事实，那么其利用其他区域

协定围剿中国的可能性将降低。美国总统特朗普 2018 年 7 月 25 日与

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达成了旨在避免

贸易战的协议，这曾被认为是针对中国的围剿布局。目前看来，莱特

西泽对美国盟友发动的一些贸易保护主义行动具有更多双边利益的

目的。但是，中国不能轻率下这一结论，应对各国贸易谈判的棋局保

持密切、持续的关注。 

4. 莱特西泽对 WTO 的厌恶将使中美在多边框架内解决纠纷变

得十分困难。中美在 WTO 框架内可以通过两个路径解决纠纷：一个

是通过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诉讼来解决，但鉴于 WTO 目前的运行

情况，虽然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另

一个是通过新一轮多边谈判，在重新讨论全球规则的同时解决中美分

歧，这是一个远景，对于中国来说，这是最好的情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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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忠：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高技能人才岗位将产生负面冲击 

中美贸易摩擦会对我国就业，尤其是大学生等高技能人才的就业

产生负面影响，影响渠道有：（1）即使中美双方还没有进入实质性

的贸易战，但可能爆发贸易战的风险已经引发市场的观望情绪，导致

我国可能受冲击的相关产业的投资与雇佣停滞；（2）美国以阻碍“中

国制造 2025”为主要目标，大学生等高技能人才的岗位首当其冲，对

明年新毕业大学生的就业可能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3）目前我国

大学教育的回报率走低，如果再加上就业需求受到影响，可能会影响

我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进而影响到我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

前的发展。建议措施：（1）高度重视大学生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

（2）除美国外，加强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学术、人才、技术交流；（3）

研究出台缓解贸易摩擦冲击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对受冲击产业的劳动

者在就业和培训方面给予政策倾斜；（4）进一步改革科技和教育体

制，培养能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人才队伍。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动机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对中国出口的 500亿美元商品课征 25%

关税，涉及航空航天、信息和通讯技术、机器人和机械等行业。2018

年 6 月 18 日，特朗普又威胁再对 20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 10%的关

税。当前美方公布在列的制裁商品中不仅不是我国对美主要顺差来源

项，甚至部分如航天航空类商品是我国对美主要逆差来源项。这表明

遏制我国的技术进步与高技能人才培养是特朗普实施贸易制裁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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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动机，美国的根本目的在于遏制我国技术进步而非缩减逆差。美国

此次贸易战的实质是在当前以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机器人等技术发

展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遏制我国的技术进步，阻止“中国制造

2025”计划的顺利实现。其本质是避免或延缓我国抓住第四次工业革

命的机遇、避免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以维持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优

势和主导地位。我国应在劳动和人才领域未雨绸缪，应对挑战。 

二、贸易摩擦对大学生等高技能人才就业的冲击 

中美贸易摩擦对就业的影响有三方面： 

第一，即使中美双方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的贸易战，但可能爆发贸

易战的风险必然会改变企业的雇佣和投资行为，导致我国可能受到冲

击的相关产业的投资与雇佣停滞，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须提前加以

应对。 

第二，贸易战爆发后将直接导致就业岗位减少。初步测算表明，

如果中美贸易战进入实质性阶段，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形式产

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如果美国对我国出口的 5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关税，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 0.57%的负面影响，对我国就业也会

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对高技能岗位的负面影响为 0.33%，对低技能

岗位的负面影响为 0.26%。 

如果美国对我国十个高科技行业进行技术制裁，将对我国的经济

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为 1.6%，对高技能岗位的负面影响为 1%，大于

对低技能岗位的影响（为 0.5%）。这十个行业是：新一代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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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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和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第三，美国对我国“盗窃”其知识产权横加指责，采取对申请赴

美留学攻读机器人、航空、高科技制造领域的研究生缩短签证有效期

等措施来对留学生设限。而美国对我国学生赴美留学设限，会使部分

学生提前在国内就业。同时，如果中美在高技术领域交流被阻断，势

必延缓我国技术进步的势头。我国高技能劳动者的技能和就业水平将

受到冲击。 

三、对策建议 

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当前技术进步的背景下，存在专业设置同市场

需求不匹配、办学单位自主权较低、高校区域分布不平衡、女大学生

就业难等结构性矛盾。 

为此，首先应提高高校等单位的办学自主权，面向产业发展和市

场需求培养优秀人才，加强职业教育的发展；其次，在人力资本投资

中，应强化在职培训与终身学习，提升劳动者在技术进步与贸易摩擦

中应对挑战的能力，而不限于具体技能的学习；第三，应做好中美贸

易摩擦长期化的准备，当前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情显示，特朗普的贸易

保护政策在美国国内受到了大量共和党选民的支持，共和党内部也出

现了对特朗普的个人崇拜情绪，因此，我们需要提防特朗普在贸易战

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或者美国与其盟国结成自由贸易同盟而架空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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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加强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人才、技术交流，并出台缓解贸易摩

擦冲击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对受冲击产业的劳动者给予就业和培训的

政策倾斜。 

王孝松：中美贸易战的影响量化评估 

我们使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方法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和发展

前景进行了若干情景下的模拟分析，通过分析发现：第一，中美贸易

摩擦对我国产生不利影响，当贸易摩擦规模较小时，对我国的影响有

限，但随着贸易摩擦规模的增加，对我国产生的不利影响则不容忽视。

第二，在美国对我国加征额外关税的情况下，我国是否对美国商品加

征关税对我国影响较小，但对美国有所影响：当我国对美国商品加征

关税时，会对美国产生不利影响。第三，若美国与欧盟达成零关税协

议，将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影响幅度较小)，但会改善美国的发展

前景。第四，技术提升有利于我国抵消中美贸易摩擦的不利影响，实

现社会福利和 GDP 的增长，并对美国产生不利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积极与美国展开

贸易谈判。我国应积极与美国展开贸易谈判，避免中美贸易摩擦进一

步加剧。面对美国的无理要求，我国不应妥协。我国应寻找美国经济

发展的痛点，争取做谈判的主导者。第二，坚定不移地发展科学技术。

努力发展科学技术，掌握核心技术，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也

有利于我国摆脱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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