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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务部2009年11月3日以存在

政府补贴为由，初步裁定，对中国产金

属丝网托盘征收2.02%至437.73%的高额

惩罚性关税。美国商务部表示，2008

年，中国对美出口金属丝网托盘3.17亿

美 元 ， 较 2006年 增 长 了 49%。 受 此 影

响，5家美国公司向美国商务部申请了

救助。

同时，阿根廷工业和旅游部宣布，

从11月4日起启动对中国钢管的反倾销

调查，调查对象包括从中国进口的无缝

钢管和焊接钢管，相关阿根廷企业可以

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证据。

就在10月29日的中美商贸联委会

上，中美双方还一致承诺，共同反对贸

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恪守G20峰会共

识，不再出台新的贸易保护措施。但短

短几天之后，美国就打破了自己的承

诺。这种做法损害的不仅是美国自身信

誉，也对尚未走出危机的世界经济构成

了威胁。

去年以来，中国成为世界各国贸易

保护主义集中针对的

对象，各种围绕中国

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

事件频频发生。据报

道，去年1月至8月，

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

对中国发起了88起贸

易救济调查，涉及金

额超过100亿美元。

尤其是美欧国家带头

在轮胎特保、无缝钢

管“双反”等问题上

围攻中国，扮演了推

波助澜的角色，甚至连印度、巴西这样

与中国境况类似的国家，也纷纷把矛头

指向中国，为了区区几百万美元的玩

具、牛仔布而趁火打劫地拿中国开刀。

迄今为止，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遭遇

反倾销和反补贴最多的国家。

尽管政客们有花样繁多的说辞，归

根到底，不过是对本国内的某个产业进

行保护：一方面为了获取受保护产业的

政治捐赠，包括选票支持和政治捐款，

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受保护的特定产业和

地区的税收红利。

这种贸易保护除了让受制裁的他国

企业为此而承受损失，对受保护国也不

是免费的。它至少迟滞了受保护行业和

企业的改革和转型进程，而消费者群体

也难以继续享受价格最为低廉的外国产

品，国家的关税也会因此蒙受损失。因

此，贸易保护主义一般情况下不会成为

各国政府的首要选择。

既然如此，为什么欧美国家去年以

金融危机后的贸易保护综合症

来如此频繁地拿起贸易保护主义的武

器，对中国产品采取名目繁多的“双

反”（反补贴、反倾销）贸易保护呢？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金融危机的

冲击。

如今，大多数欧美国内企业面临着

投资不足和消费不旺的压力，资金周转

和市场表现都不令人乐观，在金融流动

性不足的炙烤下，笼罩在欧美国家企业

老板心头的是挥之不去的阴云。诉诸政

治力量、实施贸易保护，对于受金融危

机之扰的企业来说，是性命攸关的重大

选择。

这些困难行业和企业联起手来对政

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对进口产品采取

限制措施，以保护本国产品的市场空

间。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所伤害的消费者

和国家公共利益在其现实性上都是一些

“默默无闻的大多数”，因此，推行贸

易保护主义，将矛盾转嫁给他国企业和

政府，很容易就成为政治家和官员馈赠

选区和国内企业的最方便的选择。奥巴

马启动的输美轮胎特保案、欧盟对中国

无缝钢管的“双反”、印度对中国玩具

的限制等，其动机都是一样的。

对于中国的处境，不少人要问为什

么长期以来受伤害的总是中国，为什么

连印度、巴西这样和我们感同身受的贸

易大国也磨刀霍霍指向“中国制造”？

这其中的原因就恐怕非经济学家能够解

释了。

从各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

看，大多数行动是打着“反补贴”和

“反倾销”的旗号进行的。“补贴”和

“中国制造”成为政治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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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销”的“罪名”尽管制裁的是企

业，但从根本上针对的是另一个国家的

政府。

理由很简单，企业除非为了抢占市

场等短期策略，否则一般不会自我补贴

或者不计成本地长期倾销，只有在得到

政府的财政补贴或者相关政策支持(比

如出口退税等)后，才可以在不影响企

业利润的情况下，以低于产品实际价格

的低价在另外一个国家市场上进行倾

销。启动“反补贴”和“反倾销”程

序，意味着在开征正常关税基础上，还

需要加征特别税，以此来抵消来自政府

的补贴和政策支持，恢复企业产品之间

的“正常竞争”秩序。

去年以来，来自欧洲、加拿大、美

国等地的贸易保护主义之所以集中在中

国产品上，最关键的恐怕还是基于对中

国企业性质和政府性质的偏见。

大多数被制裁的中国企业属于国有

或者集体股份制企业，在西方国家看

来，这些企业和中国政府有着分不开的

关联，很容易就可以产生中国产品廉价

的关键取决于中国政府财政补贴的怀

疑。同时，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政

府为了获取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利益，

而在对外贸易上不顾一切。由此，政客

们很容易就可以说服选民和舆论支持

“中国正在进行补贴和倾销”的看法，

而对于决定中国产品价格廉价的劳动力

成本、土地成本和生产要素成本等因素

充耳不闻。

同时，贸易保护主义行动如此集

中，虽然不能断言是出于某种政治上的

战略，至少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在文化心

理上，对中国的偏见是多么深刻和顽

固。例如轮胎特保案，即使美国的相关

产业真的受到了伤害，他们完全可以诉

诸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然而，美

国却不提交给WTO而直接采取贸易保护

的措施，根本不给中国企业和政府任何

缓冲的机会。对此，国人深刻感受到了

一种在WTO框架内的不平等的歧视。

如果从中国自身寻找一下问题的症

结，也是可以发现在经济战略上存在的

缺陷和不足。长期以来，为了推进改革

开放的步伐，中国基本上采取了一种出

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事实上，在此种政策框架下，真正

获利是那些到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它

们享受了大量的政策优惠，最终几乎让

“世界加工厂”的定位锁定中国，几乎

让“比较优势理论”被中国现实完美地

证明为“真理”。

这些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销往全球

各地，包括中国内地市场，耗费了中国

大量的原料，污染了中国的环境，获得

了中国的政策优惠，赢得了大量的利

润。中国从中获得的好处仅仅是解决了

低成本劳动力的就业、一定的投资和与

之不相适应的税收。所有这一切都以美

元和外汇的形式存在，在西方国家高技

术转让门槛和各种限制措施约束下，大

量的外汇储备难以转化为中国经济转型

和产业升级的动力。中国不得不购买西

方国家的国债和金融产品，承受着巨大

的保值和增值压力。

出口导向战略还让中国产品在全世

界畅销。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以来，中国产品以优异的品质和低廉的

价格横扫欧美市场。一位美国作家惊

呼：“没有中国产品，美国人每天像是

生活在野外”。

金融危机下，欧美国家的低迷和中

国的风景独好，很容易刺激西方舆论界

的神经，原本还有些模糊的中国崛起印

让中国买单的意图

象一下子清晰起来，“为什么中国与众

不同？”这是寻常百姓马上就想到的问

题。这一急剧的心理变化一经媒体鼓

噪，立刻就成为一些企业、利益集团乃

至 政 治 领 导 人 的 口 实 ， “ 拿 中 国 说

事”、“以中国转嫁矛盾和危机”自然

就会成为这些力量赢得支持的十分方便

的策略。于是，针对中国产品的“双反

措施”来了，名目繁多的对华“贸易保

护主义”来了、各种各样的“中国责

任”也来了，花样翻新的“中国威肋

论”接踵而至。所有这一切，其深层的

战略意图都是为了让中国买单。

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中国2001年

曾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

上被迫接受了“特保”条款。这一条款

的有效期一直到2013年。在WTO成员国

中，很少有被强加这一特保条款的情

况。现在来看，这一“特保”条款就是

西方国家为中国对外贸易埋下的一颗

“地雷”，一旦中国出口触及到这一

“ 地 雷 ” ， 立 即 就 会 引 爆 成 为 所 有

WTO成员国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浪

潮。

由于这一特保条款的存在，中国不

得不高度重视在欧美市场上中国产品产

能过剩的问题。中国在战略上如不尽快

从出口导向型战略转变为内需增长型战

略，今后在外交和外贸上就将日益面临

国际范围内防不胜防的保护主义措施，

甚至引发严重的外交争端和国际关系动

荡，最终损及中国的根本国家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