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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探究，可以也必须建立在两个不同研究领域的交汇点上。第一个领域是中美关系，包

括两国在安全、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经贸关系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在这个领域中，国际政

治理论及其分支提供了不同的理论分析框架。另一个领域是国际经济，包括跨国的贸易、投资、金融等

等分支，各自有其理论分析框架的支撑。  

读完王勇博士这部《中美经贸关系》，感到很兴奋，因为在我眼中，它正是在中美关系和国际经济的交

汇点上盖起的一座标志性建筑。这部书的时代背景是还在加速发展的全球化。它的学术基础是国际政治

经济学，即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结合起来的一套理论体系。同时，它不满足于在原有理论框架上填充

新的内容，而是在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中大量鲜活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理论构想，澄清了许多原

本大而化之甚至似是而非的认识。  

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其基本视角之一是国家与市场的两分法，即通过分析国家政府同跨

国公司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研判国家的对外经济行为和国家间的合作与竞争。虽然也有一些学者试图将

社会（主要是利益集团）的因素引进研究之中，但明确提出“国家-市场-社会三维度、多角色互动”的

框架，并对中美经贸关系进行详尽分析的，王勇博士是第一人，是开拓者。  

我以为，只有像本书这样，将两国的“社会”作为重要角色，将中美两国国内的利益集团、美国的劳工

组织、美国国会的某些议员等等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才能找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点，对中美经

贸关系中的诸多难题作出合理的解释。  

多年来，我们习惯于向美国人强调“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而中美经

济具有强大的互补性，经贸关系是一个双赢格局。我们更相信美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是，

美国人却似乎并不“领情”，不“买账”，而总是在制造经贸摩擦，压人民币升值；美国社会中的“反

全球化”情绪，比中国社会还要激烈。如果我们不做社会层面的深入分析，就只能认为美国是在颠倒黑

白、别有用心、遏制中国发展。  

通过本书的论述可以看到，虽然从国家宏观层次上说，中美经贸关系的确是双赢，而美国也的确是全球

化的最大赢家，但美国的许多产业如纺织业、制鞋业、家具制造业，却是中美经贸竞争中的输家，而相

关产业的工人，某些地区和某些阶层的美国人，客观上也是全球化的受害者。这些输家、受害者，以及

号称代表他们的利益集团和政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自然要向中国政府和企业施加压力，加剧了一些

领域的中美经贸摩擦。由于美国社会一贯提倡自由竞争，同时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长期偏向

于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就是大企业财团和富人，致使社会贫富悬殊不断加大，增加了中美关系中的

负面因素。  



本书充分探讨了两国利益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细细分析下来，中美经贸往来中两国的有些利

益集团是双赢的，或者可以做到双赢。正如本书第一章提到的，中美经济的相互开放和彼此渗透，延长

了各自国内利益的链条，促生了中美间的一些“跨国利益集团”。比如，美国要求中国开放市场的压力

不仅让美国企业得益，而且中国民营企业也获得了市场准入的好处。这就是一种形式的双赢。第五章指

出，即使在摩擦最公开、最激烈的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中，也有典型的中美“利益共同体”：中国企业

在对美纺织品服装中获利，美国国内进口商与零售商、消费者组织等组成的开放贸易集团，还有向中国

出售棉花、化纤等原料以及纺织机械的美国公司，都是赢家。  

但是，一方获益、另一方受损的“零和博弈”，同样随处可见。比如，美国经济中不断萎缩的纺织业集

中分布在东南部的几个州，对于那里的纺织服装制造业及其雇员来说，占领美国市场最大份额的中国纺

织品和服装，当然就是“威胁”。同样，对于被沃尔玛公司挤占了国内零售市场的中国公司来说，这家

世界最大零售商大举进军中国绝不是什么“福音”。在这些竞争领域，有赢家就必有输家。  

中美经贸关系中“双输”情况也不少见。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对中国进口美国商品来说是好消息，但对

某些中国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商来说，就至少是暂时的“双输”。虽然盗版行为能使某些企业、商家获

益，如果任凭侵犯知识产权的现象泛滥，中美两大经济体都是长久的受害者。美国一些失去相对优势的

产业声称，中国产品涌入美国抢了美国人的饭碗，美国的劳工组织也在大声疾呼中国劳动成本太低。尽

管我们可以根据市场竞争的规则来对这些论调加以驳斥，但这部分美国人的利益受损，应是不争的事

实。在中国方面，也并非所有人都能从大量廉价纺织品出口到美国而获益。据估算，国内纺织品制造企

业在对美出口中获得的利润不超过整个交易利润总额的10％，其余90％的利润则被国外服装品牌所有

者、美国批发商和进口商共同赚走。于是，相关企业的劳工待遇就可想而知了，“血汗工厂”现象并不

是无中生有。  

随着中美经贸往来的不断扩大，中美两国社会中的跨国利益共同体和“利害共同体”在大量增加。用以

国家为中心的传统范式来研究中美经贸关系，远远不能说明如此纷繁复杂的问题，甚至可能把人们的思

想引向传统国际冲突的零和模式。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以及政府间协议的

作用下降了。正如本书所指出的，中美两国政府都在调整各自政策并且彼此协调行动，以平衡国内各方

利益，控制内外摩擦。美国亟需抑制过度消费，提高储蓄率，平衡国际收支；中国则应当扩大内需，促

进消费，减少对外资和出口的依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缩小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保护劳工权益。在

很多方面，国内政策的调整和各方面利益的权衡协调，比两国政府之间谈判解决争端更为重要，也更为

困难。  

本书描述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上升的现象，以及美国利用其相对优势向中国施压的事

例，并由此指出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存在的明显的“不公平”问题。同时，作者也看到了现存国际

经济秩序所具有的两面性，指出美国经济的主导地位还有作为国际“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一

面。由于美国霸权的存在，国际经济体系维持了开放与稳定，大大降低了国际交易的成本与风险。在双

边关系中，美国的压力可以转换为中国改革的动力。其实，美国霸权的稳定既减少了国际风险，又增加

了不公正现象，这种两重性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也同样存在。关键是中国如何利用这一两重性发展自

己，趋利避害。  

本书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是抱乐观态度的，因为总体来说，中美互惠利益在增加，而且法治、市

场经济、开放贸易等共同理念、共通原则也在增加。扩大双赢部分，减少零和博弈和双输因素，使两国

社会中更多的利益集团和个人从中美互动中得到好处，是客观发展趋势，更是努力的方向。尽管中美经



贸摩擦从表面上看正在扩大，有时甚至十分激烈，但透过公开争执去观察利益的互动和交换，可以看到

经贸关系实际上是整个中美关系的发动机和压舱石。如果中美两国各自的经济和相互合作以现在的速度

发展下去，相互依存的中美经济将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发动机和压舱石。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王勇博士为中美经贸关系和中国对美政策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思路和中肯的建议。不

过，既然书中着重强调了社会、行业和利益集团的因素，那么在给国家政府出谋划策的同时，似乎也可

以给从事中美经贸交往的公司和个人提出更多的建议，帮助他们规避风险，解读政策，加深对中美国情

的了解。这可以说是本书应该能够锦上添花的部分吧。  

最后我还想说，本书的研究方法和态度，为国际政治领域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和学生提供了很好的范

例。近年来，不少论著有一个通病，即以西方某一项理论为本为宗，作为论证的宏观起点，而后以已经

发生的事件或数据“为例”，最终证实这项理论框架之正确。这样作学问是省力而快速的办法，但却无

法取得任何创新。王勇这部新著做到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体现了应当着力提倡的学风。我从中汲取了

很多营养，并愿意以撰序的方式，向他表示祝贺和敬意。  

2007年3月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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