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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应对美国对华关税制裁,为保护我国企业的相关利益,中国通过对美加征关税的措施进行反

制。中美贸易摩擦日渐加大的当下,国际社会上对中美关系较为流行的说法之一是中美即将落入“修昔

底德陷阱”。本文将解释“修昔底德陷阱”的由来,并从关税视角出发剖析中美贸易为何会陷入“修昔

底德陷阱”,最终提出避开或破解这一陷阱的办法,中国在寻找相关产品暂时的替代品的同时,中美双方

通过友好交流,相互合作,共同发展,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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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US tariff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and to protect the relevant interest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China has taken countermeasures by imposing tariffs on the US. At present, with the increasing trade 

fr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e of the popular statem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bout China US relations is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about to fall into the "Thucydides Trap". This 

article will explain the origin of the "Thucydides Trap" and analyz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riffs why China 

US trade has fallen into the "Thucydides Trap". Finally, it proposes ways to avoid or break this trap. While 

China is seeking temporary alternatives to related product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rough friendly exchanges, mutual coopera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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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8年至今,美国多次发布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

的相关公告,中国对此也加征关税做出反制,对中美贸易造成一

定影响。中美关系即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本文从加征关税

视角出发,以“修昔底德陷阱”为基础分析中美关系和贸易面临

的挑战,借此寻求恢复中美贸易良好关系的方法以及中美“修昔

底德陷阱”的破解之道。 

1 中美加征关税政策情况 

为保护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合法权益,2017年8月,美国宣

布开始对中国产品的301调查。作为反制手段,2018年中方发布

针对美国232措施的产品征税清单,对原产于美国的7类128项进

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务,并加征关税,加征税率分别为15%和

25%,主要包括水果制品和猪肉制品。自此,中美之间开始了加征

关税的博弈。 

美国对中国产品在2018年至2024年之间,五次发布公告加

征进口关税,涉及货值约5680亿美元。中方对此做出回应,开始

对美国产品进行关税制裁,自2018年起中止关税减让,并在2年

内对价值185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进口关税。 

2 中美学者和相关人员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解 

2.1美国学者和相关人员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 

“修昔底德陷阱”由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该说

法源自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一句话,“雅典和

斯巴达的战争之所以最终变得不可避免,是因为雅典实力的增

长,以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1]。他认为,在“两

级结构”的国家关系中,“长江后浪推前浪”,在军事和经济上

不断崛起的中国,必然要和守成大国——美国之间发生一场

“争霸之战”,面对未来会出现的困境,需要及时遏制中国的发

展[2]。 

但基辛格博士对此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是一个

强国,其衰弱的原因是列强的入侵,中国了解被入侵的痛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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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侵略自然不被中国人所认同。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中美两国新

关系的构想,双方加强对话和合作,便能在竞争中互相进步,构

建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3]。欧伦斯认为,

中美两国可以形成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通过相互合作,共同进

步防止落入修昔底德陷阱。 

2.2中国学者和相关人员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 

赵继龙和钟志凌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本质在于主导国的

“安全恐慌”[4]。其“国强必霸”的逻辑是以自身经历为基础

的,所以美国感受到了来自东方世界的威胁,“以小人之心度君

子之腹”,认为中国也会用和他们一样的方式来谋求经济持续发

展、掌握主导世界的政治权力。李义虎认为,中美面对“修昔底

德陷阱”的态度截然相反。[5]中国主张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构建”模式。中国想跳脱出固有资本

主义的思维,尽量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美国政府近年来认为

中国可能成为新的国际秩序的“制定者”,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

“霸主”地位产生了威胁,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中国的崛起和美国

的相对衰落让美国的执政者更倾向于现实主义的逻辑。 

因此,“修昔底德陷阱”本质上是主导国自认为崛起国对其

国际地位产生了较大的威胁。并且主导国以“国强必霸”的逻

辑对崛起国进行的揣测和分析。诱发“陷阱”的因素主要是双

方发展理念不一致导致的“误判”。 

3 中美贸易面临的挑战 

3.1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全球价值链的不稳定 

通过长期的交流,中美两国形成了相对互补、利益相关的产

业结构。作为全球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中美贸易摩擦中,双方均

通过加征关税的形式实施制裁,但对双方的企业来不是个好消

息。对双方相关企业来说,由于双方政府通过加征关税保护境内

产业或作为反制手段,增加了企业的税收,也就增加了企业经营

的成本,也增加了商品制造成本,提升了中间品的贸易成本,通

过全球供应链的放大效应,也造成了最终产品价格的大幅提升,

遭受市场经济福利损失。由于商品的替代效应存在,对于价格处

在高位的商品,全球供应链的其他经济体更倾向于找到价格更

低更稳定的替代品,那中美合作的商品在某一商品的市场份额

将会大幅缩减,这对中美双方都是不利的。 

但是,中国不怕投资的缺失。中国人的智慧不仅体现在善用

现有的全球供应链完成产值的提升,更能通过创新完成自我革

命。自芯片断供危机以来,华为公司通过大笔资金投入研发部门,

成功研究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麒麟”芯片。美国限制芯片

制造技术转让,迫使中国半导体产业自主研究制造技术,成功研

究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制造技术,且产品在国际市场上

颇有竞争力。 

3.2贸易战逐步向舆论战变化。 

美国为遏制中国在高新科技领域的发展,将中国企业和机

构列入“实体清单”,对其实施技术封锁,继华为之后,抖音、微

信都成为了美国的打压对象。同时审查升级,对想要入市的中国

企业要求提供一切公司涉密信息甚至是中国相关的涉密信息。美

国开始酝酿对华金融“脱钩”。美国多次威胁考虑对涉港企业和

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制裁,陆续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新

冠肺炎问责法》等,制定一系列对中概股的调查措施,对中资企

业赴美上市融资施压。 

4 中美贸易“修昔底德陷阱”的破解之道 

4.1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海关主动服务提供助力出口贸易

发展 

结合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对供应链中亟须替代品的情况

加以重视。如出现对行业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可以酌情开展排

除工作,做好产业保护。同时,加大产业创新扶持力度,通过国内

自主研发,找到国内可能存在的供应链替代品。充分发挥我国超

大市场的优势,为满足国内需求,国内企业就更需要自主创新,

有了自我造血的机制,就不怕外国对关键技术的卡脖子政策。海

关需要主动提供政策上门服务,将企业自主研发的高品质产品

和新质生产力向国外市场推广。对于研发出来的新产品,对新事

物归类、审价认定需要一定的时间,相关企业的首次出口时会

遇到一定的阻碍。海关方面可以针对新商品根据企业提供的

资料提前做好预归类和价格认定等方面的确定,使其出口通关

更顺畅。 

4.2做好政策推广,扩展与全球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 

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RCEP”相关国家的商业

合作找到从美国进口的相关商品的“替代品”,缓和中美贸易摩

擦对国内行业的影响。以“一带一路”和“RCEP”等合作为起

点,带动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向世界发送中国“真诚待人”的

信号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赢理念。着眼周边有影响力的

经济体,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从中寻找合适的“替代品”。政府

也可以引导企业在全球扩展生意,合理规划发展路径,发展多边

贸易合作,不断树立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积极形象。RCEP

及对世界各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一大机会,更

是中国对外释放友好信号的一大契机。海关要做好政策推广

工作,普及各类多边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我国企业能从中找

到向外发展的机遇,也能在“中美冲突”的背景下找到更多发

展的机会。 

4.3中美相互理解,合作共赢 

中美双方相互理解,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避免“修昔底

德陷阱”,避免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陷入矛盾。中美国家元首要

加强沟通,近年来中美元首的会晤并对国际时事坦诚交流,有效

增强了双方的互信,使得双方关系更加稳定。中美双方互利共赢

不仅能减少因冲突造成的损失,更能因全球化供应链的建立,促

进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修昔底德陷

阱”本身就是“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学界的大范围传播的结果。

西方认为中国对自身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利益产生影响,“中国威

胁论”被大多数西方世界政治领袖认同,西方世界通过操控舆论

肆意抹黑中国。经过了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带着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理念,希望全世界都能共同发展。这种自认为陷入

“修昔底德陷阱”的心态不可取。美国学者对“修昔底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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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具有明显的美国价值观,暗含着其“霸主”的思维,在构

建这一理论的过程中他们坚持认为冲突都是由中国的行为造成

的。中国和平崛起的客观事实引来的是美国政府的嫉妒和政策

遏制。中美双方如能深刻领会“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深刻含义,互相信任,互相合作,能更有效地避免陷入

“修昔底德陷阱”。 

5 结语 

2017年美国对中国开展“301”调查并加征关税,试图强化

美国重点产业的影响力,消除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并

削弱中国在全球市场占比。为应对此次贸易摩擦,中国六次发布

公告宣布对美加征关税以反制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贸易保护

措施。同时,为维护中国国内相关企业的利益,公布了四轮排除

清单以降低我国企业的进口关税并延期至今。双方加征关税不

仅增加了双方企业的税赋的负担,也削弱了双方企业在国际市

场的竞争力,更影响了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商品价格和供给。2021

年以后,美国政府直接通过“实体清单”对华为、抖音等企业进

行技术封锁并且实施更严格进入美国的市场制度。由此可见,

美国政府认为“修昔底德陷阱”必然存在,并且给出了相关制裁

政策。 

中国政府为破解这一陷阱,为应对美国多方面的制裁手段,

应当继续对美施压,对美态度应更强硬。坚决通过排除清单保护

我国在此次加征下受损的相关领域企业。扩大内需,激活全国大

市场,在全国市场中寻找人才,在全国市场中寻找生机。政府应

鼓励相关企业自主创新研发新技术,提高自研产品的占比。中国

应当充分利用复合型结构形成复合型战略,最大限度地拓展战

略空间并加强自己的战略地位,引导国内企业通过 “一带一路”

和“RCEP”的相关国家找到自美进口的替代品,缓和如今较为困

难的经营状况。中美应深化合作,中国应当持续释放愿意合作的

信号,增加两国互信,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思想贯彻到底,双方如果愿意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

合作,塑造有利于双方合作发展的世界局势,最终“修昔底德陷

阱”将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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