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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2.0關
稅戰正嚴重衝擊全

球經濟，引發國際輿論的普遍擔憂和斥責。著名經濟
學家、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接受大公報專訪，剖
析中美關稅戰時直指核心： 「美國的目的實現不
了」 。他指出，美國關稅戰正遭遇多重反噬─金融
震盪、供應鏈斷裂與通脹失控風險加速顯現，其孤立
主義更引發國內分裂與盟友衝突， 「這種自損式策略
進一步削弱目標實現的可能性」 。

劉元春認為，儘管未來可能會走向談判桌，但特
朗普政府的不可預測性與美國經濟基本面演變增添變
數。中國需以穩固基本盤、精準打擊軟肋為策略，在
動態博弈中瓦解美國技術霸權根基，重塑全球治理新
格局。

名家談貿戰

美遭關稅反噬
中方穩守反攻

「對美出口僅佔我國GDP的3%-4%，貿易
依存度較低，難以動搖中國經濟根基。」

任何一個大國在這樣一種霸凌方式下都會進行反制，中國反制具
有政治、經濟與博弈的必然性。從經濟基本面看，雖然美國目前是中

國第三大出口國，但對美出口僅佔我國GDP的3%-4%，貿易依存度較低，難以動搖中
國經濟根基。另外，中美產業鏈經過數十年全球化磨合已形成深度剛性依賴，美國對中
國稀土、藥品原材料、高端芯片等關鍵產品的需求具有很強的剛性，這種結構性依存構
成中國反制的經濟抓手。

大家注意到，首輪中美貿易戰雖對中國經濟造成階段性壓力，但憑藉完整的產業
鏈配套和龐大的內需市場，中國用2-3年時間便有效緩衝了外部衝擊。外部壓力倒逼中
國加速構建新發展格局，過去幾年的實踐表明，衝突非但未削弱中國經濟，反而成為產
業升級的助推器，推動關鍵技術突破和產業鏈現代化，形成了穿越經濟周期的內在驅動
力。當前新發展格局與創新戰略的推進，中國更需借助外部壓力凝聚改革共識，推動關
鍵技術攻關，這種危機轉化能力增強了反制的戰略主動性。

從博弈角度來講，中國應對美國關稅戰不能止步於短期對抗，更需建立系統性策
略體系。當前美國揚言將關稅推高至245%，已超越單純經濟手段範疇，兼具經濟制衡
與政治博弈的特性，這要求中國必須從關稅戰演進、金融博弈、全球治理等維度進行中
期戰略布局，既要預判美國可能採取的疊加性貿易措施，更要防範衝突向匯率、資本流
動等領域外溢，這些要素決定了中國在關稅戰上面必須採取反制措施。

問：美國 「對等關稅」襲擊全球，為什麼中國敢
第一個站出來反制，底氣何在？

底氣
充足

劉元春：

劉元春簡介
•現為上海財經大學校長，經濟學教
授、博士生導師， 「長江學者」 特聘
教授，國務院特聘專家、國家 「百千
萬人才工程」 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
家，國家新世紀人才。

•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
《世界經濟》、《管理世界》、《人民
日報》、《求是》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
近400篇，出版專著20本，獲得 「孫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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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科學成果文庫獎」 等獎項近
30項。

大公報記者 孫志、任芳頡北京報道

「構建多元化貿易投資格局，降低對單一
市場依賴。」

上一輪關稅戰期間中國通過結構調整、創新驅動和短期政策對
沖，成功將外部衝擊轉化為產業升級動能。當下面對當前更嚴峻的挑

戰，宏觀政策需從三個維度協同發力：財政政策需定向發力，既對受衝擊外貿企業提供
專項救助，又通過政府採購訂單引導企業轉型內銷，穩定產業鏈運行。同時，財政與貨
幣政策協同配合，在現有儲備空間內靈活調整實施節奏，通過金融工具創新強化金融市
場韌性，確保股市、樓市等關鍵領域穩定，夯實宏觀經濟承壓能力。此外，着力深化國
際合作網絡，重點推進中歐投資協定落地，同步加強與南美、非洲全球南方之間的深度
合作，構建多元化貿易投資格局，降低對單一市場依賴。

我們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都是有空間，有足夠應對美國關稅的對沖能力，要依
託政策儲備形成對沖合力，將外部壓力轉化為轉型升級動能。

問：您對宏觀政策後續加力推出有哪些建議？

協同
發力

劉元春：

「美國經濟根基正承受不可持續的損耗，從而
迫使特朗普政府採取一些被迫退縮的政策。」

從目前來看，關稅戰已對美國產生多重反噬效應。最直接衝擊體
現在金融領域，不僅導致股市劇烈波動，更通過推高國債收益率衝擊

國債市場。當前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已接近4.5%，超過美國名義GDP增速，直接威
脅國債發行定價機制，有可能引發美國國債價格進一步的下降，收益率進一步攀升，進
一步誘發美國金融的大震盪，因此迫使特朗普對超過75個國家實施為期90天的關稅暫
緩措施。另一方面，美國將芯片等關鍵商品納入豁免清單，表明關稅戰已經觸及到美國
高科技產業核心利益，其經濟根基正承受不可持續的損耗，從而迫使特朗普政府採取一
些被迫退縮的政策。

隨着關稅戰持續，美國的供應鏈實際上已經出現較大震盪，導致美國進口商品供
應鏈出現斷裂，推升國內通脹水平。近期美國通脹預期從4%飆升至6%以上，對下一
步美國經濟加速衰退和通脹上揚提出了強烈警示。

問：特朗普對全球進行關稅戰對美國的傷害有哪
些？它本身還能撐多久？

知己
知彼

劉元春：

「關稅戰對美國經濟的反噬效應，將直接
轉化為和談策略的調整壓力。」

美國正從多途徑調整關稅戰策略，一方面對75個國家暫緩對等關稅措
施，試圖重新校準關稅基準水平，另一方面未來可能會通過各種途徑

尋求與中國重啟談判，探索可能達成和解的方案，從正常角度來看，我認為這個過程不
會太久。但談判也存在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既源於特朗普個人化、情緒化的執政特
點可能隨時改變談判節奏，也取決於美國經濟基本面的演變，尤其是金融市場動盪程
度、通脹走勢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互動關係。關稅戰對美國經濟的反噬效應，將直接轉化
為和談策略的調整壓力。

問：您認為美國何時會跟中國走到談判桌上來？

兩手
準備

劉元春：

「更深層的策略在於利用全球公共品優勢
進行脅迫。」

從專業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美國實際上最初做過關稅戰應對預
案，在預判到全面加徵關稅將遭遇反制後，還會通過匯率政策調整形

成政策組合拳，同步配套財政支出擴張、管制放鬆及稅收減免等國內政策，形成內外協
同的施壓體系。更深層的策略在於利用全球公共品優勢進行脅迫，通過掌控防務、金融
等關鍵領域的國際公共品供給，美國試圖迫使盟友及他國在戰略博弈中讓步，這種 「武
器化」 公共品的使用已顯現其重構國際規則的戰略意圖。當前舉措僅是體系性調整的序
章，從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及副總統的政策闡述可見，特朗普政府正在開啟全球體系重
構的第一步，其工具箱中儲備的政策工具和實施步驟尚需持續觀察，未來可能通過更複
合的手段推進戰略目標的實現。

問：特朗普接下來還有哪些招數？

加強
防範

劉元春：

「我們要堅持開放合作，聯合其他受影響國
家構建新談判聯盟。」

中國需構建多維應對策略體系，首要任務是深化對美國經濟與金
融市場的深入研判，既要從道義層面批判特朗普經濟政策邏輯，更要

系統剖析其政策後遺症，精準把握美國戰略調整的底線與牌路。首先核心立足點是穩固
國內經濟基本盤，這是應對外部衝擊的根本支撐。同時要精準打擊美國經濟軟肋，在稀
土管控、芯片採購等關鍵領域形成反制能力，但需審時度勢選擇出牌時機。

同時，針對美國孤立主義引發的全球貿易秩序變化，我們要堅持開放合作，聯合
其他受影響國家構建新談判聯盟，將美國對華關稅戰轉化為重構國際經貿規則的契機。
此外，技術創新是決勝關鍵，聚焦高新技術領域持續突破，逐步瓦解美國技術霸權根
基。另外，注意談判技巧和外交技巧，要充分利用中美產業鏈深度依存特徵，通過跨國
公司渠道傳遞合作意願，在動態平衡中實現戰略利益最大化。

問：中國該如何應對？應該秉持怎樣的鬥爭策略？

鬥爭
策略

劉元春：

「其目的是為了維持美國霸權體系，防止
中國趕超。」

以特朗普為首的共和黨此次執政當然有他一整套的打法，雖然這
些打法所蘊含的一些邏輯具有很多衝突和矛盾，但我們一定要看到這

一次美國關稅戰絕不是就關稅談關稅，不僅僅是要解決貿易赤字的問題，而是通過 「中
高端製造業回流」 重塑美國對全球產業鏈的控制力，強化金融霸權與產業實力的政策協
同，維繫整體霸權體系。

美國試圖通過產業回歸重塑儲備貨幣發行與實體經濟基礎的平衡，進一步解決美
國所面臨的 「特里芬難題」 制約，使美元的超級霸權地位與美國製造業衰退之間尋找到
一個新的契合點，希望通過全球重新對美國提供的公共品來進行定價，支付美國國防的
成本，以及支付持有美元和美債的成本來解決美國的美元持續走強導致產業空心化的一
些問題，是 「逆尼克松衝擊」 的一個大舉措，也是希望用一種新思路新體系，重振美國
的一種妄想。

共和黨的政策體系雖矛盾重重，但背後也有邏輯，特朗普執政絕對不是簡單的關
稅戰的問題，它涉及到整個自1971年尼克松衝擊之後，全球金融化全球自由化所帶來
的格局再調整，其目的是為了維持美國霸權體系，防止中國趕超。特朗普不僅僅是通過
壓制中國來實行霸權體系，同時還希望使它內生產業和增長能夠提供更為堅實的競爭
力，進一步維繫美國體系。我們要在更多層面上準備中美下一步博弈。

問：您認為特朗普打關稅戰真實意圖是什麼？

抗擊
霸權

劉元春：

「中國崛起是最基本的一個趨勢，最根本
的還是美國自己的邏輯是衝突的。」

實現不了，美國的很多政策和想法很矛盾，也不具備完成的基本
條件，不僅理論上矛盾重重，在實施路徑上也沒有充分的準備。特別

是美國目前的孤立主義帶來國內分裂，也帶來了美國與其盟友之間的衝突，這種雙重缺
陷使得關稅戰等舉措難以達到預期效果。歷史經驗顯示，類似戰略收縮往往引發反作
用。當前美國的保護主義轉向，正在其傳統優勢領域製造新的脆弱性，這種自損式的博
弈策略進一步削弱了目標實現的現實可能性。

中國崛起是最基本的一個趨勢，最根本的還是美國自己的邏輯是衝突的，另外就
是美國實施的路徑不具備可行性。

問：美國的目的會實現嗎？ 「東升西降」的世界
格局會確定嗎？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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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元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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