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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保护，
“后危机时代”
的复苏桎梏

文_王融　责任编辑_郭婷婷



全球金融危机一年有余，世界经济艰难探底，复苏迹象初现。可以说，全球经济已进入“后危机时代”。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在危机爆发

的前期，各国往往能通力合作，共同应对，但随着危机的深入和蔓延，各国为了不同的目标和利益，各自为政，尤其是进入经济全面复

苏的后危机时代，有些国家为了在复苏中抢占先机，取得主动权，会使用诸如贸易保护等手段来促进本国经济回暖。然而，在当前全球经济

一体化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却有可能成为“后危机时代”的复苏桎梏。

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来自WTO和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自经

济危机开始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快

速增加。2008年10月以来，世界银行统计，

全球大约有89项新贸易限制措施出台，其中

仅2009年4月初的伦敦20国峰会后就达到23

项，WTO统计的数字甚至更大。其中，增加关

税这样的传统贸易保护措施仅占约1/3，更多

的是以非关税壁垒的形式出现的新贸易保护

主义。

　　一是滥用反倾销措施。危机之初反倾销

调查和反倾销措施的增加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WTO的反倾销协议为反倾销调查和

反倾销措施提供了机会，它规定外国公司在

一个出口市场以低于国内或其他出口市场的

价格销售其产品（倾销）并给出口目的国的国

内行业造成负面影响时，可以进行反倾销调

查或实施反倾销措施。另一方面，各国为了保

护国内行业免受国外竞争，即使在外国竞争

者没有倾销产品时，该国也可能会使用反倾

销措施，这就形成了直接非关税贸易壁垒。

　　二是补贴竞赛。在一个国家的行业政策

中为国内生产商提供补贴属于直接非关税贸

易壁垒。在需求不振的时候，很多国家会采

用这种方法来提高公司的竞争力。人们通常

低估了这样一个事实：为国内公司提供补贴

达到的效果其实与提高进口关税差不多。工

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间有爆发补贴竞赛

的风险，后者可能会出现预算紧张的状况。

　　三是环境壁垒。在间接贸易壁垒中，严

格的环境安全标准位列榜首。世界范围的

气候保护努力为保护主义措施提供了借口。

例如，欧盟在其可再生能源指导方针中为生

物燃料制订了统一的标准——生物燃料的份额在2020年前被设计为要达到燃料总消费的

10%。有些国家反对这样的计划，如巴西就担心欧盟的生产商会在其成员国内享有优惠待

遇。欧盟内部对于设立气候税惩罚污染者的做法也有持续的争论（该做法是要对低环境标

准国家的出口商品征收特别税）。类似地，有些工业化国家的危机应对项目也包含有保护主

义色彩的环境安全措施。例如，美国为鼓励环保、先进的电池系统以及类似组件的生产提供

了总计20亿美元的贷款，但仅限于美国境内的制造商。

　　在所有上面提到的直接和间接非关税壁垒中，最大的危险是由国家补贴引起的贸易损

害影响。这暗示今天的补贴竞赛可能会起到与大衰退时期关税竞赛一样的作用，而那场关

税竞赛严重地加剧了世界贸易的下滑。

贸易保护或将成为经济回暖的绊脚石

　　一些人以为拿起贸易保护主义的铁布衫、金钟罩就能给本国创造就业机会、刺激消费，

其实，这样的假设也只是一厢情愿。任何明智的决策者都知道，这种贸易保护的做法十分

短视，表面看似乎可缓解失业率迅速攀升的困境，但就长远而言，对本国就业形势的改善，

乃至对本国整体经济的持续增长，都无异于饮鸩止渴，后患无穷。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

斯•欧文曾经举过一个例子，20世纪90年代旧金山重修奥克兰湾大桥的时候，加利福尼亚州

政府规定只能使用美国产钢铁，最终让一家美国企业中标。但这个选择的结果却使得加州的

纳税人多支付了4亿美元，而这笔钱本来可以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贸易保护主义已经被无数

事实证明只是一条死胡同。

　　以美国为例，贸易保护可能导致严重的就业问题。

　　首先，低价的进口不仅使美国民众大大受益，得以维持其旺盛的内需，而大量外国直接

投资的流入则又弥补了美国国内储蓄率低下的不足，有助于美国经济保持其增长势头。可

以说，贸易自由化的最大获利方是美国，那种单边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的贸易政策，既违背

WTO规则，也难以改变美国民众贸易自由化趋势的基本预期。因此，当企业预感到如果现在

增加一个雇员，待未来一旦解冻进口，就会付出更大的增员代价，则企业管理层更愿推迟甚

至彻底放弃在美国国内增加雇员的计划，迫不得已时在国内先找大量的临时工应急也比增

加雇员强。一旦机会适宜，这类企业便想方设法把工作机会照样转移到其他国家。企业管理

层对政府保护措施的担忧，使得他们在增加雇员时更趋谨慎，这最终势必影响美国就业机

会的增长。 

　　其次，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为了遏制企业产品进口，不断加大企业对雇员的责任和义务，

使得今天增加雇员对美国企业形成的负担日趋沉重。据统计，在过去三年内，企业对雇员必

须承担的各种经济责任和义务负担，如医疗保险、失业补贴等，已经上升了38％，这毫无疑问

就像不信任的情绪会在一夜之间蔓延至整个信贷市场一样，贸
易保护主义的传染性也极强。一旦一个国家打开缺口，相应的
报复性关税、倾销与反倾销等很快就会铺天盖地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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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了企业增加雇员的愿望，打击着美国的

就业市场。 

　　最后，贸易保护主义在长期内会引起其

他国家的报复，将使本国企业的处境更加艰

难。我国出口到发达国家的产品大多是低端

的，对他们的企业主产的高端产品根本构不

成竞争，在市场上完全是互补关系。新贸易

保护主义的抬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发达

国家的经济状况比预想的更糟糕，事到临头

匆忙应对，饥不择食的窘态略见一斑。尽管

贸易保护主义从短期来看会有一些效果，但

只顾自身利益，孤欲难成，没有哪个国家会

接受这种不公平的贸易待遇。贸易保护无助

于增加其国内就业，反而会使更多的企业因

原料成本增加和其他国家的报复而破产，从

而导致更为严重的失业问题，引起恶性循环，其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由上述可见，贸易保护并无益于本国经济的回暖，不仅如此，贸易保护还可能成为全球

经济回暖的绊脚石。

　　1929年华尔街股灾爆发，美国在1930年推出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提高进口关税，以此保

护美国农场主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利益。随后，其他国家立即也以将美国产品拒之门外作为反

击，世界贸易由此崩溃，并引发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便是前车之鉴。而今，经济全球

化的程度与当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供应链与物流配送的全球分布使得世界经济对于贸易保

护主义的抵抗力更加薄弱。任何一环出现贸易壁垒，其后果都可能是全球性的循环不畅。因

此，即使在WTO的规则框架之内，只要对开放政策有些许偏离，后果也会是使当前的危机雪

上加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像不信任的情绪会在一夜之间蔓延至整个信贷市场一样，贸

易保护主义的传染性也极强。一旦一个国家打开缺口，相应的报复性关税、倾销与反倾销等

很快就会铺天盖地而来。换句话说，当前最大的风险就在于：一旦不负责任的一方率先开启

贸易保护措施，就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触发“以牙还牙”的连锁报复行为。

　　由此可见，贸易保护不仅达不到自保的初衷，还会冲击多边贸易体制，妨碍全球经济要

素顺畅流动与合理配置，削弱各国经济刺激计划的协同效应，成为全球经济回暖的绊脚石。

中国怎么办

　　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首先考验的是一

个国家的市场化品质。也可以说，只有保持

自身市场的完善和良性运行，才可能真正不

偏离真实的市场需求面，并把供给牢牢地吸

附于首先满足自身需求的土地上，因而使得

多年形成的等级供给与等级需求的错位强行

对位，这或许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中国真正

的历史性机遇。面对这“危中之机”，中国必

须把握机会，调整进出口结构，为本国进出

口贸易争取更健康持续的发展。

　　首先，目前的对外贸易结构并不利于中

国的长远发展。大量的研究表明，比较优势

理论推行的专业化导致了不平等的贸易关

系。在中国目前的出口结构中，低附加值的

产品占据了很大的份额，这些外贸产品的生

产者在中国，消费者在国外，由于中国存在

不充分就业，国内生产者的收入提高低于生

产率的提高，从而导致利益转移到别的国家，形成国际贸易中的剥削机制。中国牺牲本国的

资源、能源和环境，以低廉的价格满足西方国家的消费，并不是公平和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其次，在世界经济形势普遍不利的情况下，中国应珍惜本国广阔的国内市场。在这一轮

国际经济危机中，西方国家首当其冲，其国内市场严重萎缩。在这种情势下，即使没有外国政

府的贸易保护政策，中国的出口市场也会出现萎缩，因此，中国当前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

的根本措施就是扩大内需，以缓解进出口贸易的压力。

　　最后，中国应熟练运用WTO等相关规则。金融危机下，中国要以现实主义的态度保护自

己的权利和利益。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发达国家利用反倾销、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限制中国

出口增长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一种长期的发展趋势。因此，为了克服这些非贸易壁垒，中

国必须树立新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把进出口营销战略的重点从价格竞争转到质量竞争的

轨道上来。另一方面，中国可以利用国际规则保护自己。 

　　加入WTO给中国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能否得到应得的公正待遇，还要靠熟悉和巧

妙地运用WTO规则。如果不熟悉规则，一方面不懂得利用WTO规则保护自己，另一方面还有

可能在不经意间触犯规则，那首先得到的也许不是实惠，而是被诉讼、被处罚。中国政府部

门和企业，特别是有涉外业务的贸易部门与法律部门，都应该熟知WTO规则，捍卫自己企业

的经济利益。另外，在开放经济中应当将行业协会信息协调优势同政府处理国际贸易纠纷的

国家优势相结合，为企业发展赢得更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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