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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先后

致信20多个贸易伙伴的领导
人，称将从8月1日起对这些贸
易伙伴征收20％至50％不等
的关税。“对等关税”暂缓实施

90天的短暂平静再次被打破。
特朗普为何重新挥舞关税

“大棒”？我们请专家为您详细

分析。 ——编者

特朗普重新挥舞关税“大棒”
“如意算盘”最终只会“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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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洛杉矶超市中出售从墨西哥进口的番茄，加征关税将
影响民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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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英

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德国总理默茨

17日也到访英国。欧洲国家领导

人频繁访英，颇有“重启”英欧关系

的意味。

但无论是令各方骑虎难下的移

民问题和安全问题，还是英国“脱

欧”的政治伤疤，抑或是各国民意右

转的趋势，都意味着这是双方面对

困境被迫合作求变的无奈之举。

英欧站在十字路口
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持

续深化，跨大西洋关系疏离态势明

显。如今的英欧双方，都站在地缘

政治战略的十字路口。

美国发动关税战令欧盟出口贸

易陷入困境，法德在应对美国经济

胁迫上的分歧进一步暴露。法德的

战略分歧与美国的战略收缩，使欧

洲权力结构出现震荡，欧盟需要英

国作为协调者缓和内部矛盾，并拓

展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的沟通渠道。

对英国而言，“脱欧”时承诺的

“全球英国”愿景在现实中遭遇重

挫。英国虽与美国达成关税协议，

但10%的基准关税对英国出口造成

不小的损失，“脱欧”造成的商品流

通受阻、管理成本上升等问题仍不

断发酵，英国国内支持重返欧盟统

一市场的呼声不断上升。此外，极

右翼的英国改革党正蚕食传统政党

的选民，工党政府支持率持续下

滑。工党上任之初提出的“进步现

实主义”政策愿景几乎已成空谈。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急需与欧洲合

作改善自身治理困境。

英国谋求未来角色
面对政治现实，英国在意识到

欧盟内部利益分歧扩大的情况下，

针对法德的不同诉求，在安全、经济

等方面采取不同的协调策略，试图

最大程度利用政治资源，强化在欧

洲政治权力结构中的作用。

首先，在安全领域，英国选择向

法国靠拢。7月10日签署的《诺斯

伍德宣言》在工党的政治布局中具

有重要意义。英法首次明确，任何

威胁一国核心利益的对手，都可能

面临两国核力量的联合回应。这一

机制与今年2月发起的“志愿联盟”

援乌机制形成互补。对英国而言，

这种针对具体问题的合作既能避免

重返欧盟框架，又能实质性参与欧

洲安全架构的重建，有望改善自身

的战略环境。

其次，在经济领域，英国积极展

示对美协调的特殊优势。当欧盟因

内部分歧在关税问题上左右为难

时，英国则采用“商业交易思维”，在

关税谈判中率先取得突破。

工党政府向欧盟暗示，在美国

不稳定性逐步增加的情况下，英国

是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在一定程度

上能成为缓解美国关税压力的渠道。

这一姿态在马克龙访英期间收

获了实质回报——法国电力集团宣

布向英国萨福克郡的核电项目追加

11亿英镑投资。此外，德国也一直

强调市场稳定性对经济的重要意

义，工党政府的态度也有望获得德

国方面的青睐。

三重障碍难以逾越
然而，工党政府对英国未来角

色的设想，依然面临三重难以逾越

的结构性障碍。

首先，“英美特殊关系”构成第

一重制约。尽管《诺斯伍德宣言》意

义重大，但英国核武库实际上受美

国控制，英国在情报与军事领域也

深度依赖美国，这种依附关系意味

着任何过度亲欧的举动都可能使英

国陷入尴尬境地。若完全摆脱美国

的影响，英国的战略价值将大打折

扣；若完全追随美国，则又必然丧失

欧盟的信任。

其二，英欧双方的互信基础仍

然薄弱，这在英法就移民问题的合

作中已经初露端倪。英国既需要欧

盟缓解安全与经济压力，又不愿重

回“超国家框架”。这种“既要又要”

的立场难以赢得欧盟的真诚合作。

最后，法德对英国的角色认知

也存在差异，两国都希望单方面与

英国建立包含防务、经济、移民等问

题的整体框架，英国看似在与法德

的关系中存在广阔的周旋空间，实

则很容易成为两国争夺欧盟领导权

的棋子。

究其根本，在欧洲地缘政治格

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虽然工

党政府就英欧关系提出了美好愿

景，也就未来英国在美欧之间扮演

的角色提出了相对具体的战略方

向，但如何将法德分歧转化为战略

杠杆，将移民危机转化为合作样板，

将美国缺位转化为欧洲领导力依然

存疑。这些问题将贯穿整个英欧合

作的过程，并直接决定双方合作的

深度和广度。

美国政府4月宣布所谓“对等关税”后，
曾放话要“90天内达成90份协议”，但迄今
仅与英国、越南达成框架协议。不难发现，
美方虽然频繁对他国极限施压，但未能获得
所期待的妥协。特朗普将所谓“对等关税”
暂缓期截止日期从7月9日推迟至8月1
日。在此形势下，各国一边与美方谈判，一
边加速寻找替代方案，通过优化经济结构、
促进贸易多元化等方式增强经济韧性。

单边措施遭到广泛抵制
7月7日，特朗普给日本、韩国等14个国

家发信函，威胁如果在8月1日前未能够与
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将征收25%至45%不等
的关税。7月9日，特朗普又发布了对菲律
宾、阿尔及利亚、巴西等8国的信函，威胁征
收20%至50%的关税。7月10日，特朗普又
对加拿大发出威胁，称将征收35%的关税。
7月12日，特朗普发布对欧盟和墨西哥的信
函，宣称将征收30%的关税。
特朗普所谓的“对等关税”，实际上是美

国单边保护主义措施，完全违背了以世界贸
易组织（WTO）为基础的国际贸易规则，因此
遭到所有美国贸易对象国的反对。特朗普
不得不于4月9日宣布将“对等关税”延缓90
天实施。
但是在90天期限截止日前，绝大多数贸

易对象国并未与美国达成妥协性协定，特朗
普打压贸易对象国试图达成“美国优先”协
议的目的并未能实现。于是，在截止日到来
前，特朗普重新挥舞起了“高关税”大棒，再
次威胁主要贸易对象国。
特朗普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对等关

税”威胁，让所有的贸易对象国接受10%的
基础性关税再加上对某些行业（如钢铝、汽

车等）25%的关税，以及他认为从他国转移
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须额外征收的40%关税。
而美国却要求贸易对象国对美国产品实施零
关税，并且要消除其他非关税壁垒措施。
这种不对等的要求完全是利用强势地

位压迫贸易对象国就范，把平等自由的国际
贸易规则弃如弃如敝屣，用丛林法则对待贸
易对象国。即使日本、欧盟等美国的盟友也
无法接受，迟迟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

全球贸易大战会否开打
高关税最终会使进口商品价格上涨，造

成通胀上升，进而反噬美国经济。美国金融
市场也因此产生悲观情绪，增长预期被下
调，股市震荡。这也是特朗普不得不延缓
“对等关税”实施的原因之一。

日本和欧盟缺乏与美国“硬刚”的决心，
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又缺乏反制美国的实力
和手段，因此多数国家迄今仍在与美国拖延
和周旋。
特朗普一面再次推迟实施关税的期限，

一面又用高税率威胁贸易对象国，可能会令
一些小国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条件。但日本
与欧盟等重要贸易伙伴，未必能与美方在8
月1日之前完成谈判。如果特朗普不再推迟
实施关税的日期，我们可能会看到美国与主
要盟友的贸易大战正式开打。
但即使主要贸易对象与美国达成协议，

特朗普也不会轻易放弃运用单边关税措
施。因为除了要缓解美国的国际贸易逆差，
他还试图通过增加关税收入来缓解巨额的
财政赤字，同时向他的支持者展现保护美国
制造业的姿态。
目前，特朗普还把关税“大棒”当成地缘

政治的武器，比如最近特朗普就以俄罗斯不
愿意停火为由，威胁要对俄征收100%的关
税，还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要对铜产品、医药
产品进口征收高关税。关税已经成为特朗
普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中“情有独钟”的筹
码和手段。

团结维护国际贸易体系
高关税政策即便可能缩小贸易逆差，也

无法避免美国经济其他方面的巨大损失。
首先，美国的进口将出现一定的下降，

但出口未必能因此而增加，这并不会给美国
带来经济增长效应。
其次，加征关税的大部分将由美国生产

商和消费者承担，直接增加了他们的成本，
影响美国投资和消费。
再次，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关税政策令美

国失去了贸易伙伴的信任，促使欧盟、日本、
澳大利亚等盟友努力拓展与发展中国家的贸
易关系，转移效应将使美国损失更多的利益。
最后，贸易战的不确定性导致美国通胀

和经济增长前景不乐观，给了美联储延缓降

息的理由。美国政府债务融资成本高企，金
融市场风险增加。因此，单方面高关税措施
最终损害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最终是一
个“双输”的局面。
美国的高关税威胁直接损害了二战后

建立的基本国际贸易秩序。特朗普政府试
图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将给全球国
际贸易体系带来长久性的损害。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就通过阻挠WTO

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法官的遴选，导致
WTO争端解决机制瘫痪，现在又直接通过单
方面关税措施破坏WTO的基本规则，未来
全球贸易将面临更多保护主义的冲击。
舆论担忧，全球贸易可能滑入更加碎片

化的格局，这一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面临
“熄火”的风险。因此，美国的贸易对象国目
前正试图通过谈判达成妥协，也试图通过参
加更多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维护基本的
自由贸易规则和秩序，维护与美国之外更多
国家的贸易伙伴关系。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坚定维护以WTO

为基础的多边国际贸易体系，给全球贸易提
供了更多的韧性。只要更多国家在反对单
边保护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维护二
战后给世界经济带来繁荣的全球贸易基本
准则，那么国际社会就能维护全球供应链的
稳定，继续从国际分工中获得利益，获得经
济增长带来的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