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７卷　第５期 科　学　管　理　研　究 Ｖｏｌ．３７　Ｎｏ．５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ｃｔ．２０１９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１１５Ｘ（２０１９）０５－００３６－０４

科技实力是贸易平衡的根本
———社会学视角看中美贸易摩擦

＊

罗振男，孙　凤
（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摘要：从社会学视角看，贸易是社 会 交 换 的 重 要 形 式，贸 易 摩 擦 冲 突 在 所 难 免。互 惠 互 利 是 国 际 贸 易 基 本 遵

循，奉行单边主义、高筑关税壁垒，将损害自由贸易秩序，与互惠共赢最优标准南辕北辙。维护多边贸易交换原则，
平等理性磋商，兼顾各方利益，是有效解决贸易摩擦冲突的正确选择。冲突是实力的竞争，贸易摩擦归根结底是科

技水平的比拼。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提升科技实力，才能在国际贸易中寻求到实质意义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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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一年多来，中美贸易摩擦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

关注，产生较 大 影 响。２０１８年 底 以 来，围 绕 中 美 贸

易摩擦，中美两国开展了多轮磋商，尽管仍然存在较

大分歧，但总体趋势朝着合作共赢的方向迈进。特

别是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从共同维护协调、合作、
稳定的中美关系出发，就如何在互惠互利、相互尊重

的基础上拓展合作空间、有效管控分歧，进行了广泛

深入交流，达成了重要共识。随后，中美双方在互惠

互利、合作共赢的总基调下，多次派出经贸团队开展

系列磋商，就维护贸易平衡、保护知识产权、增加双

向投资等问题展开有效对话，一系列具体问题得到

有效推进，双方达成的共识在不断扩大，存在的分歧

在继续缩小，谈的大门始终敞开。然而今年５月份

以来，美方再度加征中国输美商品关税，中美贸易磋

商遭受严重挫折，摩擦再次升级，让中美经贸关系再

度紧张，扑朔 迷 离。今 年６月 底 召 开 的 Ｇ２０峰 会，
中美两国元首宣布将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重启

经贸磋商，向国际社会释放出积极信号。然而，仅仅

时隔一个月，正值中美贸易代表新一轮谈判重启之

际，美方弃Ｇ２０峰 会 会 晤 期 间 达 成 的“双 方 重 启 经

贸磋商，且美方承诺不再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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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共识于不顾，突 然 宣 布 将 对 中 国３　０００亿 输 美

产品再次 加 征１０％额 外 关 税，让 人 匪 夷 所 思。近

日，应美方邀请，中美双方举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

别磋商，再次释放出希望的信号。围绕如何减少贸

易摩擦、解决贸易争端，弥补科技短板、提升核心竞

争力，尝试从社会学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审视分析，
提供一些有益建议。

２　从社会交换和冲 突 理 论 看 中 美 贸 易 及 贸

易摩擦存在的必然性

２．１　中美贸易是社会交换的现实需求

交换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构成整个社会关系，形
成社会结构。从社会学视角看，贸易这种交换行为，
“在众多行动者为实现各自目标而开展的相互之间

的互动中，只有形成一种稳定的、制度化的关系才有

实现的可能性，个体在与其他行动者相隔绝的状态

下，是不可能实现需求的满足的”〔１〕。在全球经济一

体化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之所以成为彼此最大贸

易伙伴和重要投资对象国，就是交换过程中实现了

相互之间的现实需求。资料显示〔２〕，在中美两国、太
平洋两岸，航班的起降频率为平均１７分钟一班，每

天往返人数超过１．４万人，双边货物贸易额从每年

不足２５亿美元增至６　３００亿美元，而且仍在保持增

长趋势，等等，可以说，双方在经贸合作中，各自的利

益不断扩大，显示出彼此间日益倚重的发展态势，在
当今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形势下，“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格局已经形成且必然形成。中美贸易与文化

交流一样，两国人民是最大的受益者，随着合作交流

的深入推进也必将是更大的受益者，民心所向，众望

所归，“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选择”的这一深刻

道理颠扑不破。事实证明，形成一个公平理性的社

会交换关系，是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和基本特点，中
美之间也不例外。
２．２　贸易摩擦是社会平衡的安全阀

冲突论者认为，社会总是处在对稀有资源的争

夺状态之中。社会中的对抗是普遍存在的〔３〕，是 社

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可避免的。中美贸易作为

一种交换行 为，亦 是 如 此，由 于 其 交 换 规 模 十 分 庞

大、交换的内涵极其丰富、涉及的主体多元复杂，加

之这一交换行为的覆盖面特别宽广，由此产生一些

矛盾分歧也是规律使然，不容回避。
美国社会学家科塞在他的社会冲突论中提出：

社会冲突对社会结构的稳定和发展，具有不可忽视

的功能，既有正功能，也有负功能〔４〕。当 然，我 们 所

要做的是，对社会冲突的积极作用要充分发挥，又要

遏制其消极作用，而社会学强调的是如何化消极作

用为积极作用。回顾历史，中美之间历来就是既有

合作又有冲突，通过以斗促谈，最终达成平等互利的

协议。从冲突论的积极意义看待中美贸易摩擦，虽

历经风雨，但始终向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

歧，合作的需要大于摩擦。实践证明，４０年来，中美

经贸关系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
有交换就有冲突，冲突不可避免，但合作可以共

赢。如前所述，深度交融的中美利益，优势互补的市

场交换，决定了两国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属性。
冲突本身是重要的社会平衡机制，国与国之间为谋

求单方利益试图改变对方，左右对方甚至取代对方

均是不现实的。鉴于此，中美两国更需要平等理性

看待贸易摩擦，更需坚持协调、合作、稳定的总基调，
不断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双边合作、有效管控分歧，
共同致力于建设更加美好的中美关系，平等协商谈

判才是符合两国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的战略选择。
正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

容纳中美两个大国”〔５〕，“中美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共

同利益，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６〕，“世界上本无

‘修昔底德陷阱＇”〔７〕。
２．３　贸易摩擦的实质是科技实力的竞争

佛朗西斯·培根是英国著名哲学家，他在１５９７
年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在随后欧洲理性运动中

成为了行动宣言。实践充分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创新。中国在过去

几十年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一直保持

着高速增长态势，而伴随其中的是全民对科学技术

的重视及中国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否则，就不会有

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在新形势下，
中国经济要想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可持续发展，
更要依靠创新，而创新离不开科技。

中美贸易摩擦，表面上是贸易摩擦，实质上是所

谓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关系构建，是综合实力的

竞赛，归根结底是核心技术的比拼，谁掌握核心技术

谁就能赢得主动。中美贸易摩擦再次给我们上了生

动一课，向我们敲响了警钟，警醒我们正视差距，迎

头赶上。不可否认，在创新创造、高端装备制造、金

融服务、高等教育、军事实力等领域，美国远远领先

于中国，我们存在的差距巨大，特别是关键领域、核

心技术仍然是制约我国发展的突出短板。在中美贸

易摩擦过程中，我们清醒意识到，要想避免在关键领

域被对手卡脖子，受制于人，就必须充分依靠体制优

势，紧盯重大领域、尖端技术、基础研究，集中力量、
攻坚克难，厚积薄发，形成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

相适应的自主创新能力，确保把关键领域核心技术

等大国重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始终在科技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也就在贸易摩擦中占据主动。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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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３　从帕累托最优理论看中美贸易平衡

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帕累托在研究资源

配置时提出：在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任何改变

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又不使任何

人的状况变坏。他认为，在资源再分配时，如果要使

社会观点普遍认为方案Ａ优于方案Ｂ，那么至少要

有一个人认为方案Ａ优于方案Ｂ，而同时没有任何

人认为方案Ａ劣于方案Ｂ，这样才一定是帕累托改

进，谁也没有理由制止互惠互利的好事发 生〔８〕。利

用帕累 托 最 优 标 准，可 以 对 中 美 贸 易 状 态“好”与

“坏”进行分析判断。
３．１　正确看待中美贸易的实质平衡

以帕 累 托 最 优 标 准 衡 量，美 国 在 ＷＴＯ 和

ＯＥＣＤ等 国 际 社 会 交 换 规 则 状 态 下，并 非 受 害 者，
而是最大受益者。中美经贸谈判的核心是贸易平衡

问题。对此，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金

融教授卡门·莱因哈特的看法是〔９〕，中国并非是美

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源，美国贸易逆差形成的根本

原因在于其国内过度消费、储蓄不足和政府巨额财

政赤字，解决这一问题不应该也不能把负担转嫁给

中国，解铃还须系铃人。美有关机构分析〔９〕，限制民

用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其实很大程度影响了美减

少对华贸易逆差，反之，如果放宽民用高技术产品对

华出口，则美 对 华 贸 易 逆 差 减 少 的 空 间 还 有３成。
即便如此，美国仍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①作

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美元地位

仍然没有改变，在贸易逆差的推动下，美国获得大量

廉价资本用于高科技等领域投资；②美国处于全球

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在华商业的实际获利巨大。美

资企业 目 前 在 华 获 利 颇 丰，７　０００亿 美 元 的 年 销 售

收入，超过５００亿美元的利润吸引力强劲；③在中美

贸易中，美国消费者获得了质优价廉的中国商品，通
货膨胀率始终 维 持 在２％以 下；④对 外 贸 易 的 直 接

结果是对劣势产业淘汰和转移及优势产业的扩张和

发展，进而促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加州大学

等学者研究表明，美国在对外贸易中是在一些领域

损失了就业，但收获的高薪酬就业更多〔１０〕。可以看

出，美国是国际贸易即社会交换的最大受益者，而不

是“吃亏者”。
３．２　单方改变交换规则的现实危害性

帕累托改进追求的是最优目标，而推进世贸组

织改革、改进中美贸易关系应建立在平等协商、互利

共赢的基础上，如果单方面改变将适得其反，不仅自

身状态没有变好反而变坏，也会伤及别国核心利益，
既不利人也不利己，与最优目标南辕北辙。全美商

业经济协会今年４月调查发现，有３／４受访的商品

生产公司表示受到近期关税的负面影响，由于运营

成本的增加，一半以上公司不得不提高销售价格，降
低了市场竞争能力。增加关税改变了的中美贸易状

态，不仅没使美国消费者、农场主、企业等受益，反而

成了最大的 受 害 者，对 美 商 业 环 境 也 是 极 大 破 坏。
当然同时，中美贸易摩擦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产 生 一 定 的 负 面 冲 击。单 边 主 义 和 关 税 壁

垒，对自由贸易秩序和多边贸易体制是极大的损害，
严重影响了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运行，也放缓了世界

经济复苏进程。社会学实践表明，逆帕累托改进不

可为。贸易战没有赢家，单边改变贸易状态，片面追

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既不是帕累托改进，也达不到帕

累托最优。因此，以公正理性的评判标准来对待中

美贸易摩擦，寻求互惠多赢的最优状态才是正道。
３．３　科技实力的平衡是贸易最优平衡的关键

从社会交换规则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遵守多

边贸易相关规则，是实现互惠双赢、和平崛起的必然

选择。在平等协商的前提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符合

社会交换规则，无可厚非。但在贸易摩擦冲突中，也
反映出中国目前在世界贸易中存在着不可回避的隐

患和短板。外贸依存度过大，出口商品附加值低、缺
乏技术含量和自主品牌，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得不到

承认等等，均是解决中美贸易摩擦冲突的不利因素。
特别是科技实力的明显差距，使我们在寻求贸易最

优平衡中受制于人。
从中国被美国“特别３０１报告”列为重点，指出

中国等国保护知识产权不力，提出要针对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到以芯片打击中国的中兴，再到华为孟晚舟事

件，可以看到，其发动贸易战最根本的目的是针对中

国高科技的一场围堵，以贸易战为掩盖，意在打掉中

国的高科技，维护其科技上的绝对优势，保持在社会

交换中占据主动。离开科技实力的平衡，贸易最优

平衡 无 从 谈 起。贸 易 战 矛 头 所 指 就 是 中 国 制 造

２０２５，而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对未来自主创新的一些重点

产业做出规划，这些规划的实施，将使中国抓住第四

次工业革命的契机，缩小与科技强国的差距，这是实

现和平崛起的基础和前提。对美国而言，如果科技

优势逐步丧失，就意味着竞争优势、霸主地位难以维

系，其单边主义下的贸易平衡将无法达到。

４　从社会交换规则 看 中 美 贸 易 摩 擦 的 解 决

途径

以美国的博丁为代表的一般冲突论者，主张克

服和限制冲突，并把克服冲突的希望主要寄托于对

抗各方的理智、道德和相互谅解上。霍曼斯的“社会

交换理论”更是认为，交换双方和谐的交换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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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互惠平衡的交换过程上的，要想使双方的这

种交换关系得到稳定维持，也只能在互惠平衡的基

础上实现。
４．１　遵守规则———互惠平衡

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实现经济全球一体化，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互惠平衡的社会交换

规则同样适用。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

是市场开放，权利与义务平衡，遵守规则、尊重契约，
这是 ＷＴＯ透明度原则的核心要义，倡导 各 国 根 据

自身的经济状况及竞争力，以多边谈判磋商的办法，
探讨不断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路径，依照规则

逐步开放市场，最终实行贸易自由化，形成广泛合作

的经 贸 关 系。反 之，任 何 无 原 则 顺 从，只 有 一 个 结

局—被贸易欺凌。当年日美贸易战就是一个典型案

例，日本对美国一味顺从，无原则退让，最终使得日

美之间的由贸易战不断升级成经济战、科技战、金融

战，直到日本过度依靠货币放水刺激导致资产价格

泡沫并崩盘，最终金融战败，失去挑战美国经济霸权

的资格，验证了互惠平衡在社会交换合作共赢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如前所述，事实上美国也是国际经

济秩序和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建立者、参与者和受

益者，与中国及其他利益攸关方共同遵守、改进、维

护国际社会公认的交换规则，符合互利共赢的合作

宗旨。
４．２　理性选择———平等磋商

霍曼斯交换理论从经济理性出发揭示了人际交

往、社会交换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交换的双方各自获

得最大利益，这是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的，个体选择与

社会选择的有机结合才是理性选择，多边贸易体制

为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提供了可能。反之，如果任

凭贸易保护主义泛滥，奉行极端实用主义，固守零和

博弈思维，片面强调所谓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

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运用“二八定律”在国际社

会主张利益，甚至违背世贸规则，采用双重标准，借

强力维护单边主义，以“合则用、不合则弃”的态度对

待 ＷＴＯ等多边机制，以牺牲他人利益追 求 自 身 的

最大利益，显然是一种非理性选择，缺乏合作成功的

可能性，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经济体都不会接受的。
离开互惠平衡的社会交换原则，离开世贸组织框架

下的争端解决机制，任何所谓“极限施压”的交易艺

术、“切香肠”式的谈判手法和“醉翁之意不在酒”的

打压遏制，都与各国公认、普遍遵循的国际关贸协定

背道而驰。因此，遵守交换规则，进一步改革优化世

贸组织，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平等协商解决争端

仍是必由之路。
４．３　根本途径———科技创新

中美经贸摩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依

靠传统要素驱动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必须依靠创

新驱动，实现科技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紧紧扭住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这个“牛鼻子”，真正走向高质量

发展的道路。只有加速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

多边贸易合作中赢得主动，留足空间。而关键核心

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抓住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突出创新第一动力的引

领作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科技创新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破解关键领域核心技

术短板难题，最重要的是给予企业极大的鼓励和引

导，使企业必须发挥其创新发展主体作用。以华为

为例，提前十几年即开始超前研发，在美国极限施压

下，仍能在这场科技战中立于不败之地，科技创新的

作用不言而喻。
综上，社会学经典理论普遍认为，交换行为对于

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构成整个社会关系，形成社会结

构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交换中的对抗普遍存

在，理智、道德和相互谅解是对抗各方克服和限制冲

突的理性选择。中美贸易是交换过程中相互之间的

现实需求，产生摩擦不可避免，但合作的需要大于摩

擦。追求利益最大化，实现互惠平衡，必须建立在遵

守交换规则、平等协商的基础之上。单边改变贸易

状态、依靠打贸易战没有出路，只有以协调、合作、稳
定为基调，通过平等磋商，共同遵守国际社会交换原

则，捍卫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才能实现互利共赢的

最优目标。贸 易 摩 擦 的 实 质 是 科 技 创 新 能 力 的 竞

争，没有科技实力的平衡，就不可能有贸易的最优平

衡，追求贸易实质平衡，只有依靠创新驱动，走高质

量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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