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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大选进入倒计时，两党候选人对中国

频频发难。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关于中国的言

论日趋激烈，而现任总统奥巴马更是先后宣布对中国

发起多起反补贴调查。

近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的对中国华为

和中兴公司的非保密报告草案称，华为和中兴的设备

可能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风险，并建议美国企业寻找

可替代的其他电信设备供应商。

尽管这份长达 52 页的报告只是建议，但其指控无

疑将加大华为等进入美国市场的难度。由于该报告

未提供华为设备在美被用于间谍活动的有力证据，加

之正值美国总统大选期，可见，这次基于安全的贸易

保护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

大选下的经贸僵局

虽然大选到 11 月才能尘埃落定，但是早在今年

年初，奥巴马政府便开始对中国施压，经济领域成

“重灾区”。

2012 年 2 月，美国方面颁布行政命令，正式成立

跨部门国际贸易执法中心（ITEC），统筹联邦政府内

的美国贸易代表办事处及其他负有贸易相关职能的

部门，履行在国际贸易协议下的美国贸易权利以及执

行国内法例。奥巴马表示，该部门将负责调查中国等

国家的不公平贸易做法。

2012 年 3 月，美国通过反补贴关税法案，赋予联

邦政府对来自中国以及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货

品征收反补贴税的权利。

据了解，美国商务部自 2006 年起对来自中国和

越南的 20 多种商品征收了反补贴关税。但 2011 年

12 月，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作出一项历史性判决，

认为依照美国关税法，美国商务部无权对“非市场经

济国家”的商品征收反补贴关税。因此，美国国会参

众两院迅速行动，对反补贴关税法进行修订，为的就

是弥补这一法律“漏洞”。

由此，反补贴关税法案推翻了法院的裁决，并将

适用期追溯至 2006 年 11 月，令美国可以继续实施 23

项反补贴税令。不过，由于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下

令审核反补贴法例是否合宪，因而未能断言上述事态

发展对中国出口有何影响。

可以证实的是，在任期内，奥巴马一直适度地运

用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行贸易保护

之实，并逐渐尝到甜头。据统计，在中国入世后，美国

提出了 13 起针对中国的申诉，其中 6 起由奥巴马政府

提出。

有专家表示，正是由于美国迄今向 WTO 提起申

诉取得了理想效果，加上坚决进行贸易执法工作，因

此，如有无法通过双边磋商解决的关键问题，美国政

府已习惯将之“丢给”WTO。

据统计，2011 年，美国对中国内地产品发起了 5

起新的反倾销调查和 4 起新的反补贴程序，而 2010 年

则有 2 起反倾销调查和 2 起反补贴程序；2009 年有 12

起反倾销调查和 10 起反补贴程序；2008 年有 10 起反

倾销调查和 5 起反补贴程序。在美国对各供应国实

施的反倾销及反补贴税令中，针对中国产品的数量最

多，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共有 92 项反倾销令和 23 项

反补贴令正在生效。

反补贴关税法案的通过开启了“潘多拉魔盒”，

让美国商务部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变得

名正言顺。可以想见，不管两党谁在大选中胜出，未

来，针对中国产品展开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将不

在少数。

中国成“靶子”

从大选开始，罗姆尼对中国的激进言论就成为媒体

关注的焦点。一直以来，美国国会议员就盯紧人民币汇

率问题，并促请奥巴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立

场。罗姆尼也公然指责奥巴马在对待人民币汇率问题

时的软弱态度。

对此，不少中国国内经贸人士不免发出这样的担

忧：如果罗姆尼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中美两国之间

将深陷贸易“寒冬”。

实际上，罗姆尼对中国的态度并非人们想象中的

那样强硬得如同“磐石”。相反，据媒体爆料，罗姆尼

才是中国真正的“有缘人”。

1993 年，罗 姆 尼 创 办 的 贝 恩 资 本 进 入 中 国，该

公司是第一家在北京成立办事处的全球战略咨询

公司。2006 年，罗姆尼推出募集 10 亿美元的首只亚

洲基金，专注于投资中国与日本。贝恩也是国美电

器的主要股东之一，在 2008 年年底的国美事件中为

中国公众所关注。

据知情人透露，贝恩在中国进行投资的回报收益

要比在欧美投资高 50%至 100%。

另外，罗姆尼还曾担任马萨诸塞州州长，在任期

间 推 动 该 州 对 华 贸 易 增 长 235% 。 在 此 之 前，时 任

2002 年盐湖城冬奥会组委会主席的罗姆尼还曾公开

“挺华”，表示不能因人权问题不让北京申办 2008 年奥

运会。

罗姆尼与中国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正中奥巴马

“下怀”。今年 10 月 8 日，奥巴马阵营推出新广告，爆

料贝恩资本在 2007 年与 2008 年间曾经与中国通信公

司华为合作，投入 22 亿美元的资金竞购一家美国公司

3COM，当时的布什政府对此十分关切并且拒绝批准

该收购计划。对此，奥巴马阵营批评罗姆尼将私人利

益放在国家安全之上。

此外，奥巴马阵营也指控贝恩资本在 2008 年曾经

计划收购华为的一个部门，但收购失败，直到 2011 年贝

恩才成功收购了一家中国监视器公司，进入了中国通

信市场。

罗姆尼参与竞选以来，他过去投资中国的往事就

屡屡被奥巴马提及，不过，罗姆尼在 2002 年就已经从

一手创立的贝恩投资公司退休，所以，这个话题是否

会冲击到他的选情，仍有待观察。

据悉，罗姆尼竞选智囊团中华人面孔并不鲜见。

罗姆尼的一位现任外交政策顾问曾在一次和人叙谈

时直言，对罗姆尼提出的对华政策“别太当真”。

有专家认为，罗姆尼在从商和从政期间都与中国

打过交道，对中国有一定了解。至少从经济上看，罗

姆尼非常清楚中国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

性。他在竞选前后态度的转变只能说明，他在了解中

国重要性的同时，更清楚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要竞

选总统，在这一点上就必须迎合公众，对华强硬。

合作共赢是根本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商务部称将于近日发布对华

光伏产品的终裁结果。业内人士对此预测称，美国一

定会采取不利于中方的措施。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曾经发出声明称，贸易

保护主义并不能化解美国工作岗位流失、失业率居高

不下等内部问题，反而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据美

国廉价太阳能联合会估算，若美方对来自中国的光伏

电池及组件征收 100%的惩罚性关税，将在未来 3 年损

失 5 万个工作岗位。

不过，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袁钢明预计，贸易战不会发生。他认为：“只要奥巴马

政府还在执政，两国的贸易关系就仍会维持正常。”

最新民调显示，尽管在首场辩论中表现一般，奥

巴马对罗姆尼的优势已缩小，但舆论普遍认为，奥巴

马在政策走向的趋势上无疑“更占理”，相较之下，罗

姆尼的攻势尽管咄咄逼人，但很多理念却禁不住推

敲。即便共和党候选人胜出，其最终的对华政策也将

归于理性，这既是美国大选中惯有的现象，亦是两国

共赢的不二之选。

香港贸易发展局首席助理经济师潘永才表示，随

着大选临近，美国总统候选人反华言论可能增多。但

无论是美国国会还是奥巴马政府，都不会显著偏离他

们迄今奉行的对华政策。美国当局料将继续与中国

进行双边合作，努力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以推动美

国对华出口持续增长。

潘永才还预测，美国的贸易执法力度将继续加

大，而对中国内地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令将不

断增加。同时，国际贸易执法中心的成立，或有助

于形成一个更有效和更有针对性的美国贸易执法

机制。

对于未能通过合作方式解决的问题，潘永才预期

美国当局将一如既往诉诸 WTO 争端解决机制。美

国国会方面，今年内不大可能通过与中国有关的重要

法案。不过，美国国会今年或会审议少数贸易法案，

如延长对俄罗斯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而与中国有

关的法案可能会附加在这些贸易法案内，供国会一起

审议。

鉴于中美之间若干双边问题已成功解决，加上美

国经济温和复苏，以及自 2009 年以来美国货品输往中

国内地增长近 50%，潘永才认为，美国单方面对中国

采取极端行动的可能性不大。

“罗奥”掐架 中国躺着中枪
■ 本报记者 邢梦宇

美国大选：贸易保护主义故态复萌
■ 刘素霞

随着中美贸易逆差攀升，美国企图将经济发展乏

力和企业遇到的困难等国内矛盾转嫁到输美产品的

生产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美国国会内，参议院

和众议院的不少议员将美国国内经济的不景气归咎

于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中国。美国不惜屡次

在参议院推动以立法方式逼迫人民币升值，又决定成

立针对中国的跨部门贸易执法中心等新贸易机构，更

加频繁地发起贸易调查。

长期以来，美国利用贸易救济措施行贸易保护之

实，屡次对中国产品提起“双反调查”，即同时进行反

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一方面，美国凭借其在反倾

销领域的立法已趋于成熟完善，对中国的出口产品按

照对待“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规则采用不合理的“替代

国制度”，所认定的倾销幅度奇高；另一方面，美国商

务部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中国产品适用反补

贴法。这样，针对中国产品同一种所谓的“不公平贸

易”实践，美国同时采取了两种救济措施。因为反倾

销税和反补贴税均是针对后继进口产品征收的，而实

际上，高额的反倾销税已经足以阻止中国产品进入美

国，故再次征收反补贴税并没多大必要。自 1980 年美

国针对中国的薄荷醇发起第一起反倾销调查至今，美

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对华贸易救济措施涉案产品已达

114 个，引得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对中国一哄而上进行

贸易围攻。

在对中国产品频繁发起“双反”调查之余，美国今

年以来还频频动用隐蔽性更强的“337 调查”手段，以

保护专利为名打压激光打印墨盒、平板电脑、照相手

机、可调节能荧光灯等中国产品的出口。除了自身发

起单边行动，美国还联合其他发达国家利用 WTO 等

多边平台对中国出口管理措施施压。

近年来，美国在贸易救济领域不断向中国发难，

使得两国贸易摩擦向“常态化”发展，美国甚嚣尘上的

贸易保护主义无疑会对今后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产生

巨大的负面影响。保护主义从来都是损人不利己，它

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美国工作岗位外流、失业率居高

不下等内部问题。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曾发

布专题报告《美国轮胎关税：以高昂代价挽救少量就

业岗位》，就美国对华轮胎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为美

国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分析，称贸易保护措施的最大

赢家是替代国的相关企业，而美国本土轮胎企业的受

益极为有限，因此还招致中国在其他贸易领域采取反

制措施，得不偿失。

当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故态复萌的直接诱因之

一是选举政治。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武装力量的总

司令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最主要制定者，美国总统被认

为是“地球上最强有力的职位，能够移动和摇撼整个

地球”，因此，在临近大选时，争取连任成了美国在任

总统压倒一切的考虑，外交政策与其他所有政策一样

都得为竞选让路。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均认为，以

创造就业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是争取选民、打击对

手的最为容易和迅速见效的手段。共和党和民主党

均争先恐后地对中国这样一个极具“危险性”的经济

体做出强硬姿态，以此在选民面前把自己塑造成“美

国利益保护者”。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走

向何方不仅关系到各自的发展前景，而且还关系到全

球经济与政治格局。2005 年 9 月 21 日，美国主管亚洲

事务的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

题为《中国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政策演说，其中

把中国定位为美国的“利害相关者”。因而，唇齿相依

的中美贸易绝不可能在任何一方“贸易保护”的荫护

下健康发展，而寻求合作共赢，才是稳定中美经贸关

系的王道。

（作者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法学部）

编者按：美国大选，中国无辜受牵连。近日，奥巴马与罗姆尼的竞选对擂进

入白热化，两人不约而同大打“中国牌”，“拿中国说事儿”似乎成了美国选举季

的“时尚”。两党候选人互相攻讦、各放“狠话”，拿中国当靶子比谁对华态度更

强硬，其背后既有意识形态色彩，也是经济不景气背景下焦躁情绪与选举政治

的交叉发酵。何必呢？聪明点儿的话就应该知道，把中国塑造成“恶魔”对美国

经济毫无裨益，打“中国牌”也有可能弄巧成拙。“驴象”互争，何必伤了与中国的

“和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