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是美韩“伟大的一天”，还是《美墨加贸易协议》中的毒丸条

款，抑或是逐渐被边缘化的WTO，在这背后，是一个被特朗普搅动的

全球贸易格局，一切似乎都在朝着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时代倒退，

从以规则为导向向一个以力量为导向转变。但特朗普真的赢了吗？

“美国部分达到了目的，其贸易伙伴普遍作出了让步和改变”，苏

庆义表示，但是加征关税也被伙伴国进行了报复。

刘向东也分析称，如果不是疫情的影响，无论是从经济上来说，还

是从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上来看，特朗普基本上是达到了目标的。刘向

东进一步提到，对于美国经济来说，这些贸易政策影响要分长期还是

短期来看。短期来看，因为关税问题，特朗普让渡了一部分利益。但长

期来看，是为美国优先的战略服务的，通过关税敲打别人，迫使对方作

出让步，就像当年敲打日本一样，美国肯定是获益了的，毕竟最后日本

也并没有超过美国。

不过，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结果绝不会缺席。

在与中国的对峙中，特朗普显然失去了美国农民的心。“我们已经

失去了我们最大的出口市场，也就是中国。这对价格的冲击很大，特朗

普政府加征关税也冲击了市场信心，市场运转不了了。”美国农民克里

斯托弗·格里布斯感慨道。

在中美经贸摩擦期间，美国大豆的价格已从2018年的每蒲式耳至

少10.5美元跌到了2019年8月的每蒲式耳9美元左右。2018年，美国共

有498个农场破产，这一数字到了2019年为595个农场破产，同比增长

近20%，为八年来最高。

当被问及会否支持特朗普连任时，格里布斯的答案很坚定，不会。

在全球化让各国互利共赢的历史进程中，企图“吞噬”全球的美国

遭遇反噬。2018年底，IHSMarkit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在超过800家

制造业公司中，44%的受访企业认为，特朗普的关税和贸易政策将在

未来两年内导致其产品在美国国内的价格上涨。

苏庆义总结称，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让美国经济部分受益的同时，

也损害了美国经济。对全球经济而言，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扰乱了国

际经济秩序。

“为了本国的利益发展，美国建立了全球化的这套体系，而当美国

的利益被这个体系束缚时，在打破和修正之间，美国现在的想法是采

取先破后立的方式，让这套体系继续为自己服务。”刘向东坦言。

因此，在刘向东看来，特朗普式的贸易政策，使得整个世界的贸易

陷入了低迷，各个国家都开始对自己供应链的安全问题、发展的安全

问题进行反思，所以很多国家对投资、贸易的安全检查加强了；同时国

家对美国的认识也有了新的变化，在强权政治的形势下，无论是盟友

还是非盟友，都需要提防美国的霸凌主义。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一损俱损

特朗普没能改变他最痛恨的贸易逆差。

9月3日，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美国7月商品服务贸易逆

差飙升18.9%，至636亿美元，达到自2008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无论是墨西哥、中国，还是欧盟、日本，美国与之的贸易逆差呈

现出明显的上扬态势。数据显示，美国7月对墨西哥的商品贸易逆差

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06亿美元，对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增长了

11.5%，至316亿美元，与欧盟、日本和德国等国的贸易逆差则一如

既往。

贸易问题是特朗普的心病。自1976年以来，美国就再也没能摆

脱贸易逆差的阴影。2008年，美国贸易逆差额高达7287亿美元，如

果只算商品贸易逆差，则为8820亿美元。

但同时，这也是特朗普的王牌。在2017年1月20日的就职典礼

上，特朗普痛心疾首地说过，“我们让其他国家变得富裕，而我们自

己国家的力量、财富和信心却消失殆尽……我们将会遵循两个简单

的准则，买美国货，雇佣美国工人”。

凭借着一张张空头支票，特朗普坐稳了总统的位置。但三年半

过去了，贸易逆差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解决。

从整体走势来看，2017年至2020年上半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基

本呈现出震荡中扩大的趋势。2017年初约为420亿美元/月，到了如

今，这个数字已经在600亿美元开外了，与2006-2008年间的历史纪

录相差不远了。

当贸易逆差上扬时，就有国家被美国盯上了。

今年上半年，美国的农产品贸易赤字已经达到了204.2亿美元，

农产品出口连续4月萎靡不振，与之对应的是，上半年美国申请破产

的农场数量已经达到了580家。

在此情况下，美国的第一农产品进口国墨西哥，最近就受到了

威胁。美国农业部打算限制墨西哥季节性水果和蔬菜等农产品出

口到美国市场，以保障美国农业生产者利益。即便是在今年7月1

日，墨西哥刚刚成为美国的贸易伙伴，《美墨加贸易协定》正式生效

和实施。

不过，这并不意外，因为在过去几年中，美国一直是这样做的。

在低成本的进口产品和国内生产者的利益之间，特朗普的选择从来

都是后者，2019年贸易逆差缩小的功臣或许也正是这一招。在上任

后的第二年，特朗普就开始不断以关税为武器，在全球燃起贸易战

火。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18年前3个月，美国就发起了至少20项贸

易调查或制裁，地域范围涉及五大洲25个国家，贸易产品范围包括

钢铝、生物柴油等，理由则有全球保障措施、国家安全、“不公平”贸

易等等。

而相较于更好敲打的墨西哥等国，中国才是特朗普的眼中钉。

2017年是特朗普上台的第一年，而同样也是在那一年，中美贸易逆

差到达高点。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当年在美国5500多亿美元的

货物贸易逆差中，其中对中国的逆差高达3900多亿美元，而到了

2018年，这一数字超过了4000亿美元。

毫无疑问，这深刻触痛了特朗普的神经，根据其“不能让中国占

便宜”的逻辑，以2017年8月18日美国对中国开展301调查为标志，

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博弈就此拉开帷幕。

2018年3月，特朗普授权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根据美国

《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无端指责中国通过“强制技术转让”“窃

取知识产权”等损害美国企业利益，并提出对价值约600亿美元的中

国商品施加25%惩罚性关税。

“这只是开始”，特朗普宣称。

同年9月，USTR发表声明，称继续对自中国进口的大约2000亿

美元商品征收额外关税，于9月24日生效，并在年底前设定为10%的

水平。2019年1月1日起，关税将上升至25%。从600亿美元到2000亿

美元，美国还不打算及时止步，2019年5月17日，USTR再次发布公

告称，拟对中国约3000亿美元进口产品加征10%关税，范围基本涵

盖了前几轮以外的所有中国进口产品。

这一幕似曾相识。在里根时代，日本这根由美国亲手扶植起来

的肉中刺，在建立起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同时，也收获了美国的威逼

利诱，从纺织品服装到汽车、农产品，甚至电子通信、医疗器械等领

域，无一逃过。而当时，美国受到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双重折磨，

日本正巧充当了这一替罪羊。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副

主任苏庆义看来，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核心理念是公平和对等。就是

要求自己给别的国家什么，就要求别的国家给自己什么。手段使用

的是强硬手段，迫使对方就范。

如今，四十年后，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同时攀至历史高点，特朗

普故伎重施。层层加高的关税壁垒让自由贸易的秩序和规则一夕崩

塌，在美国眼花缭乱的单边贸易打击之下，反复而艰苦的谈判成了

各国唯一的选择。

2020年1月，中美经过近两年的谈判后，终于签署了第一阶段贸

易协议。但这并不是终点，无论是背负欲加之罪的华为、TikTok等

企业，还是部分未被豁免的贸易产品，都表明美国仍未抛弃随时挥

舞关税大棒的习惯。

关税是特朗普的万用灵药，更是美国维持霸主地位的法宝。

2018年5月1日，修订后的美韩自由贸易协议修订正式生效。在新

协议签字的当天，特朗普称，这对美韩两国来说都是“伟大的一天”。

新的协定达成后，韩国成了钢铝关税豁免名单中的一员，付出的

代价则是汽车市场。根据新协议，韩国降低了美国汽车准入韩国市场

的门槛，维持美国进口卡车25%的关税，到2021年将降至零；每家美国

车企出口韩国车辆的上限提高一倍，至5万辆。

“特朗普这几年的贸易特征就是以双边为主，然后来实施美国优

先的战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指出。

《美墨加贸易协议》也遵循了这一理念。在签署仪式上，特朗普称，

“美墨加协定是一个真正公平互惠的贸易协定，将促进美国的就业、财

富和经济增长”。

促进美国增长是真，公平互惠却并不见得。加拿大要把本国乳业

市场的3.5%让给美国进口；加、墨还必须“唯美国是瞻”，若三方中任何

一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自贸协定，另外两方可将其踢出协定。

美国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弗里·肖特直

言，《美墨加贸易协议》是北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倒退。

特朗普想使之倒退的不止是北美市场。从TPP到万国邮政联盟，

据不完全统计，特朗普上任以来已经退出了18个国际性组织，最新的

威胁是针对WTO和WHO，在美国的百般刁难之下，WTO一度停摆，

顶着巨大压力的WTO总干事阿泽维多已经离任。

“贸易战”的复杂不只特朗普的强势就能办到的，美国有不想被

“铁锈化”的制造业，各国也有动不得的逆鳞。比如农业之于日本，在老

龄化和从业者大幅减少的背景下，农业一直是日本的痛点。为保护本

国农业，日本对进口农产品征收很高的关税，如魔芋关税高达惊人的

1706%，大米关税也高达778%。在此前日本与东盟、智利、墨西哥等签

署的EPA中，诸如大米、小麦、牛肉等农产品均不在贸易自由化之列。

不只是日本，在美欧贸易谈判中，农业同样是碰不得的“红线”；而

在与美国的飞机补贴大战中，欧盟也表现出了强硬姿态。农业、知识产

权、金融服务……一条条“红线”之上，试图用“武力”粗暴打开其他国

门的特朗普，注定不会轻易如愿。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也提到，对等开放并不一定公平，各国

的发展水平不同，国情有差异，真正做到对等开放既不合理也不现实。

它不符合世贸组织的最惠国待遇和非歧视性原则，“比如农产品补贴，

在WTO的框架内，美国有权力对农场主补贴190亿美元，欧盟有权力

提供722亿欧元的补贴，而中国没有这项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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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贸易之名“宣战”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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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美国上届大选首场辩论举行。此后，“神奇”的特朗普成功当选，并开启属于特氏的美国“新周期”。四处挥舞的关税大棒、行至山顶的股市、峰回路转的失业

率、越滚越大的债务雪球、越来越大的贫富鸿沟……特朗普一手导演了全球“战事”，也将美国经济推向前所未见的魔幻与现实。“Make�America�Great�Again。”四年前，这是

商人特朗普给美国的承诺。四年之后，他和美国如愿了吗？

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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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三
部
曲
之
二

当华为深陷囹圄，当墨西哥汽车工厂无疾而终，当满载大豆的“飞马

峰号”总也靠不了岸，当美式汉堡和茄丁鸡肉饭一起出现在华盛顿US-

TR办公室，看似毫无关系的场景，在贸易战的视角下集合，汇成了残酷

又荒诞的一幕幕。

无视规则、解构秩序、抵制全球化，特朗普用自己的章法，与全世界

为敌。“贸易战”是眼前不断重复的历史，又是历史不断推演的现在。正如

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财政大臣柯尔贝尔曾感叹，“不论是在和平年代还

是战争年代，贸易总能挑起永恒的战争”。

逆差！逆差！

谁来买单

盘根错节

2017年11月
特朗普威胁终止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签订的

北美自贸协定

2019年6月
墨西哥国会表决通过新的《美墨加贸易协定》

2020年1月
美国国会也投票通过《美墨加贸易协定》

2020年3月
加拿大议会放行《美墨加贸易协定》

2020年7月
《美墨加贸易协定》正式生效

2020年8月
美国宣布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铝产品

恢复加征10%的关税

2018年4月4日
中国提出对价值约5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
收报复性进口关税的计划

2018年7月10日
美国公布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10%关
税的计划

2018年8月1日
特朗普指示将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由
原本的10%调至25%

2019年8月15日
美国宣布对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

2019年8月23日
中国宣布对价值750亿美元美国商品加征
5%、10%关税

2020年1月15日
中美双方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2018年4月3日
特朗普公布对价值约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
收25%关税的计划

2018年4月2日
中国针对128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

2017年8月
美国政府提出修改美韩贸易协议

2018年1月
美韩就修改双边自贸协定举行首轮磋商

2018年9月
美韩签署贸易修正协议
美日双方同意开启双边贸易谈判

2019年4月
美日首轮部长级贸易谈判在美国华盛顿结束

2019年9月
特朗普和日本首相签署初步贸易协议

2018年5月
美国对欧盟钢铝产品征收25%和10%关税

2018年6月
欧盟针对美国产品的报复性关税开始生效

2019年4月
特朗普称将对价值110亿美元的欧盟商品征税

2019年10月
美国对价值75亿美元欧盟输美产品加征关税

2020年2月
美国宣布对进口欧盟大型民用飞机加征关税

由10%上调至15%

2018年11月
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签署《美墨加贸易协定》

中美
北美

美日、美韩

美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