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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中国崛起之“国际经济摩擦时代” 

赵晓  柳阳 

    在2003年，笔者曾经提出中国进入“国际摩擦时期”的概念，指出中国在崛起中必然引起国际经济、政治的不平衡，

进而由平稳崛起的前期逐渐过渡到摩擦的中期，其表现可能是贸易、投资、宏观（如人民币汇率之争）以及政治、文化诸

层面的各种摩擦。 

    有人将2004年称为“世界经济的奇迹之年”。这一年中，世界经济增长率高达5%，增长几乎遍及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而这一情景已经30年未有发生。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不仅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9.5%的高增长势头，更以世界第三大贸易国

和占全球贸易增量34.3%的高份额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了贡献，以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中国称为带动世界出口增长

的“发动机”。与此同时，中国所遭遇的国际摩擦在这一年中仍然继续表现，如中国在国际经贸领域所遭遇的经济诉讼与

贸易争端高开高走。当许多人的视线还停留在人民币汇率的国际争论中时，却忽视了中国正遭受着一年多达49起的国外对

华反倾销立案，这已是中国连续第9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受害国；这一年中，中国还遭遇了历史上首次反补贴立

案调查；同样是这一年，国外对华发起的特别保障措施多达16起，其中美国针对中国木制卧室家具发起的反倾销案成为中

国入世以来涉案金额及涉案企业最多的案件；至于中国企业联想对IBM PC部的购并，居然还引起了美国政府的调查和介

入，等等。国际经济摩擦问题已经引起各方关注。 

    事实上，中国遭遇国际经济摩擦并非一朝一夕的短暂季节变化，而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变故。从改革开放之初欧盟对

中国出口糖精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我们在国际经贸领域所面临的经济摩擦逐年增多。上世纪90年代后，世界上平均

每六七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案件中就有一起针对中国产品。2002年以来，中国71%的企业和39%的产品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技

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损失金额占出口总额的17%。而在2003年，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反倾销、保障措施及特保立

案59起，涉案金额约22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了178%。过去三年中，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增加了6倍。随着中国经济的

持续高速发展，以及入世后三年保护期的行将届满，国际经济摩擦会迎来新的高潮期，进而影响中国对外经贸的长期稳定

发展。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问题的现象、特征和实质进行客观和理性的分析，并对其背后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进

行一些深入的思考。 

    一、国际摩擦及国际经济摩擦的内涵 

    ......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摩擦的演变 

    ......

    三、2004年中国国际经济摩擦的主要表现形式和特点 



    ......

    四、原因分析 

    （一）国际背景：世界经济正在进入碰撞轨道 

    ......

    （二）中国崛起 

    ......

    （三）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存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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