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一带一路”，实现多元化国家战略 

——关税课程思政案例 

 

【关键词】：国家战略；爱国主义；一带一路；多边主义 

【案例】： 

中美经贸摩擦问题是大家一直比较关心的热点问题，究其原因，

与关税密不可分。关税是由海关根据国家制定的有关法律，以进出关

境的货物和物品为征税对象而征收的一种商品税。关税税则的制定、

税率的高低都直接影响到国家贸易的开展。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

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贸易关系不仅是经济关系，也是一种

政治关系。 

 

2018 年 9 月 24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关于中美经贸摩擦

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旨在澄清中美经贸关系事实，阐明中国

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政策立场，推动问题合理解决。2019 年 12 月 13



日，中美两国就贸易摩擦问题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美国宣布取消

12 月 15 日的关税加征计划，而中国则需要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

非关税壁垒和汇率等方面进行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本轮协议美国并

未取消之前已经实施的对华关税加征计划，美国仅同意对 9 月已加征

的商品（约 1200 亿美元）关税税率从 15%降至 7.5%，但会继续保留

对 25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25%的关税。由于美国已将中国视为主要竞

争对手加以应对，两国的贸易摩擦将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本轮

贸易冲突，农产品是中国反制美国贸易制裁的主要工具之一。在贸易

战爆发之初，中国公布的 500 亿美元征税清单就包含了大量农产品，

涉及从美进口的大豆、玉米、小麦和棉花等多个品类。此后，为应对

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2019 年 8 月 6 日，中国商务部进一步宣布

中国企业暂停采购美国农产品的反制举措。中国对美农产品进口限制

虽会打击后者的发展，但本身经济也会遭受一定的损失。为弥补美国

农产品的缺位，中国提出实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策略。例如，2018

年 6 月 26 日，中国下调亚太进口协定税率实行大豆进口零关税；2018

年 12 月 19-21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提

出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等建议。 

中国还与“一带一路”国家加强农业合作。例如，中俄两国于

2018 年 11 月和 2019 年 6 月分别签署了《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

东及贝加尔地区农业发展规划》和《关于深化中俄大豆合作的发展规

划》，宣布两国将共同促进大豆、水稻生产，发展蔬菜种植，强化农

产品贸易合作；2019 年 4 月中国与有“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签



署了 5 份协议，确定了大米、玉米等一系列谷物出口标准，为乌克兰

对华农产品出口提供便利。 

中美贸易战爆发的原因，主要有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从经济上

看，美国以贸易逆差为名发动贸易战，实则是为了遏制中国经济发展，

阻碍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赶超。政治上，此轮贸易冲突并非是减

少美中货物贸易逆差所能解决的，而是由于美国对华战略由渐进接触

到全面遏制的转变，相信美国挑起此轮贸易战主要目的为了遏制中国

发展，中国的妥协并不能满足美方的要求，中美贸易冲突是个长期问

题，并趋于严峻。 

同学们，只有学好关税，用好关税，才能在中美贸易争端中切实

维护好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