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度泛滥于美国市场! 战争期
间得到发展的美国制造业遭到
了巨大冲击" 不过! 这些冲击
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即美
国政治家逐渐回归汉密尔顿具
有先见之明的保护幼稚产业的
发展战略! 特别是将高关税率
作为鼓励和促进美国产业发展
的手段 " 在

!"!#

年关税法案
中! 关税的保护功能不仅得到
了加强 ! 而且成为一个起点 !

此后
!$$

来年里一直行走在保
护主义的道路上" 即使在英国
推行自由贸易的

!%

世纪中后
期至

&$

世纪初期 ! 即使经受
了党派和地区利益诉求的左牵
右绊! 美国依然成为西方保护
主义的坚固堡垒" 例如!

'"()

年英国推行了几乎是单边零关
税的政策 ! 法国 # 德国 # 荷
兰# 西班牙# 意大利制成品平
均关税率分别为

*&+!),

#

-+

.,

#

/ +),

#

*) +&$,

#

" +

*$,

! 而美国关税率却高达
-$+)$,

"

还要指出的是$ 除了通过
设置高关税率将国内市场留给
美国企业以便提供产业保护之
外! 关税收入还为财政支出提
供了基本保证%%%财政支出中
的奖励和补助等! 又从另一条
渠道发挥了鼓励和促进特定产
业发展的作用"

关税率决定!

多方利益诉求

在关税法案形成过程中 !

党派# 地区和产业利益也起重
要的作用" 由于利益相互纠缠
并且与总统选举多有联系! 美
国关税率的决定往往既诡异又
精彩! 研究美国关税史的学者
对于参# 众两院投票背后的利
益诉求无不饶有兴趣" 这里也
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涉及
*"*.

年
关税法案"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
一个真正体现保护主义精神的
关税法案" 第二次英美战争即
将结束之际 ! 麦迪逊 &

01234

5167489

' 总统建议立法支持
其国家发展策略" 这个策略与
著名政治家克莱 &

:39;< =>1<

'

加以系统化的 (美国体系) 存
在较大的相似性 "

*"*.

年 !

达拉斯 &

?>3@1963; 0A B1>>14

'

财长提出关税法初步建议! 回
应了发展包括军工在内的制造
业以便加强国防和提振制造业
的呼声 " 但是

'"'.

年关税法
案具有应时的性质! 有效期仅
为

/

年 " 在这个关税法案中 !

进口商品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并且确定了不同的税率$ 对国
内已能足够供应者! 向对应进

口商品征以高关税! 以便保护
其免受冲击* 对国内只能部分
供应者! 向对应进口商品征以
较低关税* 而对国内不能供应
者! 向对应进口商品仅征以财
政性关税" 但是! 彼时美国国
内经济发展很不平衡! 国会辩
论和投票表现出了很大的地区
分歧$ 比如说来自北部的议员
反对原糖保护! 来自南部的议
员反对棉纺织品保护! 来自大
西洋沿岸中部的议员希望对铁
制品提供保护! 等等" 这个议
案在众议院尽管以简单多数得
到了通过! 但各个党派内部都
存在较大分歧$ 联邦党投票结
果是

&)

票赞成和
&/

票反对 !

非联邦党投票结果是
./

票支
持和

/'

票反对"

第二个例子涉及
'"&"

年
关税法案" 此前! 一方面! 美
国制造业 &特别是纺织业' 已
经有了一定的发展! 制造业主
特别希望国会通过新的关税
法案 ! 进一步阻止欧洲尤其
是英国同类商品的竞争 * 另
一方面 ! 制造业的发展推升
了对原材料的需求 ! 农民也
希望联邦制定有利于他们的
保护关税 ! 使其能够更好地
占有国内市场 " 在这种背景
下 ! 众议院制造业委员会提
出了

'"&"

年关税法案初稿 !

其核心条款涉及棉花和棉纺
织品 # 羊毛和羊毛制品以及
钢铁和钢铁制品关税率的调
整 " 这里 ! 单就棉花和棉纺
织品关税率的调整谈一谈 "

'"'.

年 和
'"&-

年 的 关 税 法
案 ! 都规定棉织衣物进口的
名义关税率皆为

&),

! 但是
从量税率却从

'"'.

年 的 每
平 方 码

.A&)

美 分 提 高 到
'"&-

年 的 每 平 方 码
(A)

美
分 ! 并且临界价格 &即价格
低 于 它 时 都 按 这 个 价 格 计
算 ' 也发生了调整 ! 即从每
平方码

&)

美分提高到每平方
码

/C

美分 "

!"&"

年 关 税 提
案初稿在众议院引起了激烈
的争论 " 即便是制造业相对
发达的新英格兰地区 ! 意见
也大有分歧 $ 例如 ! 康涅狄
格州和佛蒙特州倾向于支持
提案的通过 ! 缅因州 # 新罕
布什尔州和马萨诸塞州倾向于
反对提案的通过 "

!"&"

年的
法案由于高税率而获得了 (可
恶的关税法案) 之名! 但议员
投票的个中缘由却不一而足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政党政治在
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围绕杰
克逊 &

?96;3D 01EF489

' 和亚当
斯 &

08G9 HI79E< ?6124

' 的总
统竞选! 无论在关税议案的提
出# 辩论# 修改还是表决环节!

无不费尽心机"

第三个例子涉及
'"%C

年
关税法案 " 为了赢得内战胜
利而颁布执行的税率较高的

(战时关税 ) ! 使美国在内战
结束之后的相当长时期里产
生了大量财政盈余 " 对此 !

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参 # 众两
院中就关税修订问题展开了
一轮又一轮的辩论和投票 "

但是 ! 终因两党分歧过大 #

行业和地区利益难以调和而
没有取得向战前较低关税率
回归的预期成果 * 不仅如此 !

'".(

年通过的 +羊毛及其织
品关税法 , 中规定的关税率 !

比 (战时关税 ) 中对应的税
率还要高一些 ! 更不用说与
战前关税法案中对应的税率
相比较了 " 其实 ! 内战之后
美国关税政策再度具有强化
产业保护的趋势 " 这种演进
在

'"%C

年 +麦金 莱 关 税 法
案 , 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 课
税商品平均关税率达到了接
近

)C,

的高度"

哈 里 森 &

J39K1279

:1;;7489

' 总统上台之后 ! 新
当选的众议院议长任命了一
个由

"

名共和党人与
)

名民
主党人组成的财税委员会 !

作为主席的麦金莱 &

L7>>712

5EF79>3<

' 提出了一个新的关
税议案 " 麦金莱想实现的目
的是在保护国内产业发展的
前提下减少财政盈余 ! 其策
略是对

'"".

年在参议院通过
而在众议院未通过的议案进
行修改 " 他的提案在众议院
通过之后 ! 在参议院引起了
激烈争论 " 民主党忧心的是

高关税率不能减少财政盈余 !

而税收又主要由普通民众承
担 * 共和党认为高关税率有
利于工人获得高工资 ! 更何
况幼稚产业和某些成熟产业
都需要保护 ! 而自由贸易又
会带来多方面危害 " 鉴于

/C

多名共和党议员也声称要投
反对票 ! 投票交易的惯用伎
俩又一次发挥了作用 ! 即以
共和党人支持 +谢尔曼购银
法案 , 的通过来换取对应利
益集团对关税议案的支持 !

同时在众议院已经通过的议
案的后面附加众多修正条款 !

以便在参议院能得以通过"

'"%C

年麦金莱关税法案
还涉及其他诸多值得关注的地
方" 例如! 对某些成熟产业也
提供关税保护" 这比仅仅对幼
稚产业进行关税保护又前进了
一大步" 再如! 受孤立主义思
想影响 !

'"%C

年代前美国在
经济上与他国的联系并不是很
深 ! 着重开发的是国内市场 !

而麦金莱关税法案对进军和拓
展国外市场已有新的表示" 特
别是根据布莱恩 &

01234 MA

J>1793

' 的建议 ! 关税法案后
面附加了互惠原则! 即以降低
本国的关税作为前提! 换取其
他国家也降低关税的承诺" 其
实! 美国彼时的互惠协定与其
说是 (胡萝卜 ) ! 不如说是
(大棒)" 以签订互惠协定为契
机! 美国对外经济联系比以前
紧密得多了"

变异与延续

影响美国关税史演进的远
不止上面提到的三个方面! 比
如说征税成本也是一个重要因
素" 另外! 主要产业取得世界
领先地位后 ! 作为策略性选
择 ! 美国开始倡导自由贸易 !

保护政策体系也发生了结构性
变化" 其突出表现是关税政策
作用力度减弱! 林林总总非关
税政策得以启用" 例如! 美国
'%N*

年通过了 +反倾销法 , *

现在反倾销已成为美国最重要
保护手段之一! 但它本质上是
一种变相的关税政策 " 另外 !

在守成阶段! 一旦遇到较大经
济危机! 美国关税政策就可能
出现调整" 例如!

*%N%

年大危
机开始之后! 美国一反此前推
行多年的偏向于自由贸易的对
外经济政策! 在

*%/$

年出台了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 %%%

特点是扩大征税范围和推行高
税率! 进而挑起了国际贸易保
护战" 这也难怪在总统签字前
就曾遭到

*$$$

多名经济学家的
反对" 直到加# 英# 法等国实
施关税报复以致世界贸易大幅
度下降之后! 美国对外经济政
策才又带头转向自由贸易轨道"

在方法论上 ! 如果我们
相信从历史分析中提炼出来
的智慧可用于预测未来 ! 那
么通过考察美国关税史演进
而获得的成果 ! 对于判断美
国今后一段时期里的政策走
向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其实 ! 无论从意欲达成的目
标还是从借以实现的机制来
看 ! 本届美国总统在竞选阶
段声称的提高关税率以及在
今年

-

月提出的降低国内税
率等政策主张 ! 本质上并没
有太多的新东西 " 不过 ! 世
界历史演变到今天 ! 当处于
霸权地位的美国因听到 &离
自己最近的 ' 追赶者日渐迫
近的坚定脚步声而感到恐惧
的时候 ! 当经济孤立主义不
再像

*$$

多年前那样合乎时
宜并且实际上已成为全球化
的反动的时候 ! 如何协调国
内税与关税政策 ! 并且在制
定税收政策时以国际寡头垄
断作为参照而把其他重要国
家的策略反应也考虑进去 !

将是美国必须面对的难题 "

尽管新一轮美国关税和国内
税政策还没有落地 ! 但是其
抛出的政策主张引起的预期
变化对全球经济的稳健增长
已经产生了干扰 "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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