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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评 韩国提前总统选举 四大看点值得关注

徐明棋
上海国际金融与

经济研究院特聘

研究员

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宣布对
所有贸易对象征收所谓“对等关
税”，立即在全球掀起轩然大波，
世界各国都表示震惊和愤怒，不
少国家将采取措施反制。“对等
关税”将产生哪些影响？请专家
予以解读。 ——编者

随心所欲征收“对等关税”
美国恃强凌弱遭全球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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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宪法法院 日通过尹锡悦

弹劾案，代行总统职权的韩国国务总

理韩德洙8日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正

式确定6月 日举行提前大选。由

此，韩国国内挺尹和倒尹两大阵营之

间的抗争模式切换为多党竞逐总统

职位的大选模式。展望韩国大选，有

以下四个看点：

谁将参与总统角逐
一是谁将参与总统大位角逐。

在野党方面，共同民主党党首李

在明目前在民调中处于领跑位置且

优势明显。但李在明因惯于采用绝

食等极端手段抗争，被中间选民和保

守派选民视为不择手段。他还面临

多项司法调查，涉及贪污、渎职和受

贿，负面新闻缠身。虽然首尔高等法

院就李在明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

的二审结果判定无罪，但在韩国检方

提出抗诉后，还面临三审。如果最后

被判定有罪，李在明将不能担任国会

议员并丧失参加大选的机会。此外，

共同民主党内“非李在明派”的前国

会议员金斗官、前庆尚南道知事金庆

洙等也有意参选。

执政党方面，国民力量党内目前

呼声最高的雇佣劳动部长官金文洙

是否辞职参选备受关注，预计大邱市

长洪准杓、首尔市长吴世勋、前党首

韩东勋和国会议员安哲秀等也将于

本周陆续加入选战。而国民力量党

紧急对策委员会委员长，实则代行共

同民主党党首职权的权宁世辞职参

选的可能性不高。

近期民调显示，在下届总统热门

人选相关问题上，李在明以  %支持

率居首，其后依次为雇佣劳动部长官

金文洙（  %）、国民力量党前党首韩

东勋（6%）、首尔市长吴世勋（ %）、大

邱市长洪准杓（ %）等。可以说，在野

党和执政党内目前均无与李在明势

均力敌者。如果李在明三审无罪，如

期参选并赢得大选的可能性极大。

阵营内部会否分化
二是在野党阵营和执政党阵营

内部是否出现新的分化。

在共同民主党内部，过去为倒尹

而团结的意愿可能弱化。本非文在

寅派系成员的李在明可能同时面临

来自国民力量党的压力和共同民主

党内“非李在明派”的背刺。

执政党因尹锡悦被免职遭受重

创，出于集体止损的需要，党内“与尹

锡悦迅速切割”的主张会占上风。部

分亲尹派从党派利益考虑，可能放弃

或搁置原先主张。但铁杆亲尹派仍

可能采取激烈方式制造事端，为尹锡

悦鸣不平并彰显存在感。

在大选来临之前，能否保持团

结、减少内耗，对在野党和执政党都

颇为关键。

能否提出治国良策
三是各党派候选人是否能为提

振韩国经济和拓展外交提出良策。

当前韩国经济出现下滑态势，传

统产业竞争力衰退，面临严重出口依

赖与内需疲软的双重困境。同时，少

子化与民生问题也日益凸显。尹锡

悦执政时主打国家安全和外交牌，推

行亲美媚日外交，但在经济领域施政

乏术，广受民众诟病。近期美国特朗

普政府推行新关税政策，又将给韩国

出口蒙上阴影。

李在明的经济主张包括增加基

层民众收入、打击财阀、扶持中小企

业及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控制房价、

发放生育奖金等，对选民特别是中青

年选民颇具吸引力。外交领域，李在

明主张推行自主均衡外交，强调改善

与中国和朝鲜的关系。正式参选总

统后，李在明会提出怎样的竞选纲领

值得关注。

对于国民力量党候选人而言，要

制定一份既有别于尹锡悦和李在明，

又能得到民众广泛认同的竞选纲领

将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谁能争取沉默选民
四是沉默的  %选民或将是决

定大选结果的关键。

目前韩国尚有  %左右的选民

未明确支持意向，李在明虽然民调领

先，但支持率并未过半，甚至多次未

达  %，远远不及当年朴槿惠被弹劾

下台后文在寅压倒性的支持率。因

此，韩国大选依然存有变数。如何争

取沉默的  %选民，将是在野党和执

政党候选人面临的重大考验。

政治动机大于经济理由
特朗普信奉保护主义，相信高关税可以

减少美国贸易赤字，使制造行业重返美国，还

可以增加美国财政收入。所以，在他执政头

一个月，就率先对美国两大邻居加拿大和墨

西哥动刀，后经两国极力反对，加征的25%关

税被调整为不符合《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原

产地之外的全部商品。随后，特朗普又对进

口钢铝产品和汽车及零部件加征25%关税。

4月2日，特朗普又宣布对所有贸易对象

全面征收所谓“对等关税”。但是“对等关税”

完全“不对等”，而是随心所欲确定税率，如对

欧盟征收20%，对中国征收34%，对日本征收

24%，越南46%，柬埔寨49%，莱索托50%等。

特朗普在行政命令中宣称，他征收的“对等关

税”税率只是贸易对象国对美国商品关税和

各种壁垒以及货币操纵总和的一半，还是打

了折扣的。但是所谓非关税壁垒和货币操纵

的量化完全是主观判断，所以实际上是特朗

普执政团队将贸易对象国对美国贸易顺差除

以出口额的一个百分比。

我们知道，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

由多种因素造成，把逆差完全归咎于贸易对

象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货币汇率是非

常荒谬的。如像莱索托这样的非洲小国，因

为2024年对美国有2.345亿美元贸易顺差，而

被征收50%“对等关税”。而事实是莱索托

2024年出口美国的商品只有2.373亿美元，只

占美国2024年总进口额3.3万亿美元的万分

之七，美国的逆差完全是美国对莱索托出口

只有280万美元、规模太小所导致的，根本与

莱索托的贸易壁垒和高关税无关。这就充分

说明，所谓“对等关税”是多么荒谬。

因此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的“对等

关税”完全是漫天要价，是一种政治敲诈，试

图以此构建对贸易对手的谈判筹码。

高关税将反噬美国经济
高关税不仅无法使美国“再次伟大”，反

而会使美国陷入高通胀、低增长的糟糕境

地。目前市场已经作出了明确回应，美国股

市在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后连续两天大幅

下跌，各种机构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也都

明显下调。加拿大和欧盟都表示要对美国高

关税予以反制，中国更是立即实施了对等的

报复性关税反制措施，特朗普政府自以为是

的恃强凌弱遭到了全球的反对。

高关税必然会促使更多国家将贸易转向

美国之外的国家，美国从贸易中获得的比较

利益和福利将大幅度下降，而美国物价上涨

也会使得投资和消费被抑制，经济增长受到

反噬将不可避免。

用刺激出口、增加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

和服务出口来减少贸易逆差才是正途，美国

使用破坏国际贸易基本准则和损害贸易对象

国的方法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同时，削减财

政赤字对减少逆差也有作用，美国尤其需要

削减国防开支等政府支出大头，而不是在一

些占比微小的项目上作政治秀。

至于高关税能否促进美国国内制造业投

资，多数经济学家和企业都表示怀疑。因为

美国已经丧失了重振制造业的很多基础性条

件，如技术工人、基础设施和制度，而非理性

的高关税并不能重构这些条件。特朗普的高

关税不仅无法重现19世纪末高关税给美国带

来的工业繁荣，反而可能复刻20世纪30年代

高关税引发的大萧条。

可能拖累世界经济增长
特朗普对所有贸易对象国的高关税不仅

会冲击全球贸易，还会损害全球贸易体制基

本原则。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

也是国际分工的重要载体，一旦贸易受损，世

界经济增长也会被拖累。

更为重要的是，特朗普在贸易投资政策

上反复无常的变化让市场充满不确定性，导

致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上升，股市大幅下

跌和动荡正反映了这种担忧情绪。而这又会

给贸易投资带来收缩效应，不仅美国无法如

特朗普期望的那样迎来制造业投资，还会在

全球产生溢出性影响，导致全球经济出现投

资和消费减弱效应，全球股市大幅下跌正是

对这种效应预期的反映。

不过，尽管美国经济规模占全球的25%，

美国破坏性的保护主义政策会对全球经济产

生重大冲击，但是如果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

建立起没有美国参与的自由贸易体系，世界

经济受到的损害将大大减少。世贸组织前总

干事拉米就认为，没有美国参加的世贸组织

是可能的。中国、欧盟、日本以及全球南方经

济体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合作，推动

各自的自由贸易网络构建，通过区域、双边的

自由贸易网络体系来抵御和消弭美国极端保

护主义的冲击。

中国能够应对任何讹诈
特朗普高关税的矛头之一是中国。针对

中国的“对等关税”税率为34%，但是此前特

朗普已经连续增加两个10%，再加上特朗普

第一任期内施加的“301条款”14%到19%的

关税，累计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关税在54%

到73%之间，实际上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最

高的关税率。

世贸组织公布的中国简单平均关税率只

有7.5%，按世界银行计算的加权平均关税率

更只有3%，这一关税水平已经与大多数发达

国家接近。即使按照特朗普认为的增值税也

是对进口商品的一种税收，中国的进口商品

增值税最高也只有13%。因此，特朗普对中

国的高关税已经是赤裸裸的讹诈，不仅是用

关税来限制中国对美国出口，减少对中国贸

易逆差，更重要的是以此施压中国在其他方

面作出让步。因此，中国政府坚决反制，对所

有美国进口商品增加了同等的34%关税。

毫无疑问，高关税下中美都会承受经济

损失，但特朗普试图让中国接受其无理要求

的目的是无法实现的。中国经济通过促进内

循环和扩大与美国之外市场的外循环将显示

出比美国更强的韧性，中美竞争博弈的天平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向中国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