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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贸易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目前，交战的
双方都没有丝毫退让的表现。美国一方频频使出各种大
招，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打压中国。中国也不示弱，
使用各种手段，积极的反制。两国的矛盾和冲突愈演愈
烈。最近，中国外长王毅指出，中美两国存在相互竞争
和贸易纠纷，但双方不应当以冷战的思维看待对方。美
中两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第一、第二经济大国，关系恶
化，双方的冲突正在引发两国的冷战。本文在此回顾上
世纪发生的冷战历史，介绍美中贸易战的进展，阐述美
中两国在不同领域的较量以及分析讨论美中冷战的产生
和特点。

冷战的历史和结局
冷战是指发生在1946至1991年美国、北约等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与苏联、华约等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政
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全面对抗与竞争。以美、英、法国
为主的国家自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建立了强大资本主
义阵营。1917年10月（俄农历），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在东欧建立和扶植了多个社会主
义国家。随后在亚洲，中国、蒙古、北越和北朝鲜加入
社会主义阵营。1946年，英国首相邱吉尔发表了“铁幕
演说”拉开了冷战的序幕；1947年，“杜鲁门主义”标
志着冷战的开始。1991年，以苏联的解体、华约的解散
标志着冷战的结束。

在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期间，由于东西两大阵营
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民主价值上的截然不同，双方
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发生了许多冲突和对抗。它们
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和柏林墙的
修建等。美苏两国也大力展开军备、太空以及核武器竞
赛。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在韩战、越战中与
美国交战。虽然它避免了美苏直接军事冲突，但为此中
国付出了巨大沉痛的代价。冷战期间，社会主义阵营发
生了分裂，中苏关系恶化、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退出
华约。“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向全世界传播了马列主
义，“八一九”事件引发了苏联的解体，宣告苏联体制
的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彻底失败。

美中贸易战的进展
2018年7月6日，川普政府对来自中国价值340亿美

元的商品加征25%关税。8月3日，中国商务部宣布，对
美国600亿美元商品加征5-25%不等的关税。随后美国
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最后确定了被加征25%关税的价
值约16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清单，关税将从8月23日
起开始征收。8月10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对
来自美国、欧盟等地进口的卤化丁基橡胶征收最高达
75.5%的反倾销税。9月18日，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2000
亿美元中国产品增加10%的关税，将在9月24日实施，并
在2019年1月1日上升到25%。同时指出若中国报复，美
国将对中国的2760亿美元的商品再征关税。针对美国来
势汹汹的关税增加，中国宣布，自11月1日起，将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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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1585个税目的进口关税，关税总水平将由2017
年的9.8%降至7.5%，其中包括国内市场需求较大的机电
设备、纺织品、建材等商品。

面对美中的贸易冲突，双方先后举行了六次贸易谈
判，但未获得任何结果。有报道指出，在谈判中，美国
要求中国执行“三零二停一允许”的政策。即零关税、
零关税的贸易壁垒、零补贴，停止盗窃知识产权、停止
科技转移，允许美国企业继续在中国经营，所有这些都
是中国很难接受的条件。9月25日，北京取消了原定于9
月底的中美经贸磋商。美中双方都一致认为，美中贸易
战将是持久漫长的过程。

美中在不同领域的较量
美中除了在贸易上冲突外，双方还在政治、军事、

经济和宣传方面针锋相对。
9月20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因中方违反《通过

制裁打击美国对手法》向俄罗斯购买苏-35战斗机及
S-400防空导弹等军事装备，将对中国实施制裁。制裁
内容包括：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不能通过美国的金融系
统进行任何交易，美国公司不能与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有任何商业来往，部长李尚福也不会获发美国签证。中
国方面则取消海军司令员沈金龙访问美国计划。美中两
国的海、空军在南中国海及上空出现多次互相磨擦和对
峙的局面。

最近，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18年善用投资促进发
展法”。该法案将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与美国国际发展署
的两个部门合并，设立一个规模更大的美国国际发展金
融公司。它提供经费，帮助全球贫困地区兴建基础设施
和发展经济。 此计划被认为是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
的策略。它特别是帮助那些受中国经济援助获得巨大债
务的国家。美国也通过控制高新技术的出口、限制在高
新技术领域的学术交流和留学生交换，以打压《中国制
造2025》计划。

中国在2001年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以出口贸易
补贴、要求技术转让、不允许外企进入重要领域等贸易
手段发展、壮大自己的经济。由于实体工厂大量转移到
中国，造成美国制造业工人大量失业，也使美国对中国
的产品依赖程度越来越严重。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美国
的经济、工业和军事的发展。例如，美国对中国高度依
赖用于智能手机到军工生产的稀土元素产品和20多种关
键矿物资源，可能构成美国安全的隐患。

前不久，中国官媒《中国日报》在川普总统的基本
票仓、爱荷华州一份报纸买下4页篇幅，刊出抨击美国
贸易政策的文章。此举被认为是涉嫌干涉美国的中期选
举，受到川普总统的强烈批评。数周前，美国司法部下
令，要求在华盛顿的两家中国国营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
人，因为他们是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和观点。

美中冷战的产生及特点
从1971年中国进入联合国到1979年的中美建交，中

国已经冲破封锁，进入国际大家庭。1978年开始，中国

美中贸易战及两国的冷战 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的道路。经济上，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私有
制并存。政治上，共产党领导全社会的一切，包括政
府、军队、司法立法、舆论宣传和教育等。“党指挥
枪”、“新闻媒体姓党”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共产党的统治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近20年来，中国
的经济迅速腾飞，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已经取代
了前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二超级大国。但是，中国在意
识形态、政治制度上并没有发生改变。中国在经济上
的成功、政治上的坚持似乎显示社会主义制度顽强的
生命力。

过去曾经流传着一句话让人发省深思——“在世
界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二者
没有调和的余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向全
世界推行西方式民主、自由价值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
制，而中国则向世界展示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中国式
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由于美中两国在意识形态和社
会制度上的对立，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显示出各自超级
大国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彼此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
是不可避免的。美中两国已经发展成为最大的竞争对
手和潜在的敌人。贸易战只是双方冲突的一部分，其
他领域的竞争和冷战正在开始。

美中新的冷战起源于两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
度和民主理念的差别。它不同于上世纪的美苏之间的
冷战，其特点如下：第一，双方阵容的差距。美国为
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依然众多，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
国家则寥寥无几。第二，社会经济基础、所有制的变
化。美国的资本主义仍然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而中
国式社会主义则改变为全民所有制和私有制并存，市
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相结合的特色。第三，双方实力上
的差距。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明显领先中国，
占有强大的优势。虽然近年来中国迅猛的发展正在使
这种差距逐渐缩小，但在短时间内很难逆转。第四，
领导阶层稳定性的不同。美国的宪法和民主选举制度
保持了国家领导人的稳定和顺利的交接。中国式的不
公开的接班人指定制度隐藏着许多可变因素。第五，
双方对冷战的策略不同。美国采取的是主动围剿、打
压的进攻策略。中国采取的是被动反应、积极防御的
政策。第六，美中两国在朝鲜核武器问题上互相角
力，发挥各自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第七，美中两国在
台湾问题、南海主权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和争议，局部
磨擦和对峙也屡见不鲜。所有这些特点都会影响美中
两国冷战的进展、变化和结果。

结束语
诚然，人类在探索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上走着不

同的道路。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国家
体制。这里，姑且不讨论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重重矛
盾和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究竟是资本主义
能够战胜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
历史将给予最后的回答。从世界发展的历史上来看，
西风似乎已经压倒东风，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潮流。
尽管美中两国的矛盾和冲突已经成为彼此之间的“冷
战”，但并非发展到军事冲突的“热战”。期望美中
双方保持理智、克制的态度，求同存异、共同维护世
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祝愿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
交流不因意识和制度的差别受到影响和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