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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新民一周

“无底线”的无奈

文明社会，但凡有点办法，做事总得留些“底线”。一

旦开始“无底线”，大抵是因为无奈了。美国最近对

价值 180 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严厉的”关税，透露出“无

底线”的无奈。

相比于“豪气冲天”又“折戟沉沙”的千亿级别“关税战”，

180亿美元不是大数字。这180亿总额中，美国人还算计得“斤

斤计较”，包括了钢铁和铝、半导体、电动汽车、锂电池及

部件、关键矿产、光伏电池、港口起重机和个人防护装备等

一大摞单子。里面细分为电动车关税从 25% 上升到 100%；

锂电池从7.5%提高到25%，2026年起实施；橡胶手套从7.5%

提高到 25%，2026 年起实施；天然石墨和永磁体从零提高到

25%，从 2026 年起实施；等等。

毫无疑问，这是美国滥用贸易关税手段，对中国商品进

行无理打压。为此寻找的理由，也越来越离谱荒唐，越来越“无

底线”。先前还用看上去冠冕堂皇说辞，如今直接用上了“产

能过剩”，这种毫无底线、毫无常识的说辞，用的人还罩着“经

济学家”光晕。这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分：你们的导师们情何

以堪啊！

试想一下，贸易的实质，就是互通有无、卖多买少的交易。

因为有了“过剩产能”，甲方才有多余产品可以跟乙方交换

卖出；也是因为有了“过剩产能”，乙方才有多余产品跟甲

方交换卖出。中东石油“产能过剩”，卖给了需要石油的人；

美国大豆“产能过剩”，卖给了需要大豆的人；日本汽车“产

能过剩”，卖给了需要汽车的人。撒哈拉人民不可能卖大豆

给美国，美国也不可能卖稀土给中国。

自古以来，特殊情况之外，买卖要能成交，基本都是因

为彼此“产能过剩”。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它不是凭空产生的，

是彼此“过剩产能”间的平衡物。

美国人是最没有资格说“产能过剩”的。100 年前，美

国因为制造业发达“产能过剩”，盎撒大哥英国竞争不过，

使手段算计它，搞英国版“大院高墙”。1932 年，英国利用

殖民地遍地优势，在加拿大渥太华召集各自治领、殖民地开会，

搞“帝国特惠制”，帝国内部关税优惠、帝国之外高额关税。

“大院高墙”把美国搞得苦不堪言。

这还不算狠的。美国刚独立不久，英国就热战冷战打压

它。在靠大西洋的美国东海岸外，英国人在巴哈马、牙买加、

特立尼达、圣卢西亚等岛域上，逐步建立军事基地，成为环

绕美国的“第一岛链”。

虽然是盎撒一母同胞，但英国人也无奈啊，除了“无底线”，

又能怎么办？

美国人蛮记仇的。二战开始伦敦岌岌可危，美国一口价，

用 50 条老旧驱逐舰，把外海八个岛十几个军事基地 99 年合

约全部租回来，英国的岛链转眼成了美国的前哨。1941年8月，

美英在纽芬兰湾英国战列舰后甲板上，签署《大西洋宪章》，

里面悄咪咪藏着一句话：“促成所有国家在经济领域内最充

分的合作。”有这句话打底，半年后，1942 年 2 月趁英军在

东南亚大败，罗斯福逼丘吉尔取消了“帝国特惠制”。大英

帝国的“无底线”，就此瓦解。

一个世纪过去了，英国回到了孤岛，美国活成了当年自

己讨厌的模样。但放眼未来，美国有几成把握能一直“无底

线”？

从丝绸之路到“世界是平的”，贸易使人类扬长补短、

互通有无、合作共赢，贸易兴则人类幸。任何非正常的贸易

限制，都会损害人类共同的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表明，如果各国使用关税打贸易战，可能让全球损失 7% 的

GDP，相当于德国加日本经济的总和。拜登当年说过：“任

何经济学大一学生都能告诉你，是美国人民在为增加的税收

买单。”从特朗普加税以来，这张账单已经超过了2300亿美元。

经合组织的数据表明，2023 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世界总

量的35%，超过了西方总和；增量占世界的29%，与西方相当。

这是任何“无底线”，都只能无可奈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