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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应对贸易战的政策推演

美国为什么会对欧盟、中国等一系列贸易国发

动贸易战？这从根本上是由于美国想极力维持世界第

一，企图固化强化单极秩序。奥巴马称，“美国绝不

能接受做第二名”。特朗普则直称“美国第一（优先）”。

面对美国频频发出贸易战升级的威胁，中国和欧盟又

该如何应对？

直觉的反应是中欧应该联合应对，但迄今欧盟的

态度是犹豫暧昧的。细想起来，这恐怕是欧盟客观上

存在的三个缺陷和主观认识上的三个盲区所致。客观

上，一是主权缺陷，因为欧盟迄今在国防方面（当然

也延伸至政治领域）对美国依赖过深，以致难以提出

真正独立的解决方案。这在北约会议受美国牵制和伊

朗问题无法自决等问题上都表露无遗。二是治权缺陷，

欧盟治权并不统一，在超国家层面叠床架屋的设计掩

盖不了主权让渡边界和目标不清晰的事实，也一再造

成内部隔阂，这在难民危机、南欧债务治理和英国脱

欧等方面表现明显。三是政权缺陷，欧盟各国内部都

产生了民粹主义代表政党，并且正在做大，这些党派

受到特朗普执政的激励，也得到特朗普当局的积极鼓

励。这就加剧了欧盟内部的离心力，增加了达成理智

决策的难度。

此外，欧盟主观认识上也存在不少盲区。首先，

欧盟事实上是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居第二，欧盟自然

成为美国争当第一的阻碍。而欧盟没有这样的自我认

识，一直觉得自己当老二当得很顺从，不知大棒从何

而来，也难以理解美国为何支持英国脱欧。其次，欧

盟的全球贸易额居第一位，特别是服务贸易发达，对

美国占优（1.4 倍），是中国的 2.6 倍。中欧总体上

互补性要比竞争性大得多，即使排除特朗普贸易战的

因素，中欧协作的潜力也比美欧协作大得多。最后，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长期国策，是自主渐进式的，内因

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只要外部环境允许就会持续下

去。欧盟部分人士误认为外力逼迫可以使中国扩大开

放，明里暗里对中美贸易争端旁观，寄希望于共享美

国压下来的“成果”，或者企图联美对中国搞所谓的

“制衡”，殊不知如果采取激化矛盾、恶化区域安全

的举动，反而会抑制这一进程。

我们期望国内部门对外清晰阐述，贸易战是无理、

无用的，平等合作才是唯一正途。全球抵制贸易战应

当、而且可以有所作为，其中中欧负有特殊使命。我

们也期望欧洲有识之士认清大势，把握大局，对联合

反贸易战的合作更果断一些，对中国改革开放新举措

的反应更积极一些。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

曾说过，“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中国梦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争取发展的梦，但它不

对别的发展道路指手画脚，也不会牺牲别国的发展之

梦。当然，如果是因为中国梦、欧洲梦……打破了某

些国家一家独大的迷梦，那又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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