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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对本国的影响弊大于利 

莫里斯·奥伯斯费尔德 

2016 年 9 月 8 日 

全球经济所面临的一个长期挑战是一些国家可能通过人为压低价

格在出口市场上竞争。政治领袖和专家们有时会建议征收进口关

税，以此抵消其所认为的价格优势，施压他国改变政策。这一做

法的支持者通常不能认识到，虽然此类关税政策的确能使目标国

受损，但也会在国内造成巨大代价。出人意料的是，即便贸易伙伴不通过实施关税来报复，

这种自我施加的损害也会十分显著。 

当形势变得困难时 

世界贸易组织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允许一国对获得生产补贴的进口商品单方面征

收反补贴税。那些不明确符合世贸组织严格的补贴定义的其他政策（包括货币贬值及相伴

的宏观经济扭曲）也能产生压低出口价格的净效应，引发贸易伙伴的强烈抗议。 

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政治言论始终关注国家开展单边行动，对那些被认为是人为压低出口

价格的贸易伙伴“采取强硬措施”。最突出的例子是美国的《1988 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

案》（该法实施后一段时期明显出现美元走强、美国赤字攀升）以及随后美国国会的数项

动议，包括去年的一项建议（该建议允许业界施压，促使对其所谓的货币操纵国征收反补

贴税）。当然，这类压力并非美国独有，且其正在对全球贸易产生负面影响，即将发布的

《世界经济展望》将予以讨论。上述方法的一个问题是，它允许业界根据客观性较差的标

准展开游说，这些标准的客观程度低于可衡量的财政补贴。此外，反补贴保护可能导致贸

易伙伴征收报复性关税，从而可能引发两败俱伤的贸易大战。 

此类关税还存在另一重大缺陷：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与受影响进口品直接竞争的行

业和工人的压力，但施加关税一般会带来紧缩性影响，减少整个经济的产出、投资和就业。

即便贸易伙伴不开展报复，这些负面影响也会出现；倘若贸易伙伴实施报复，结果会变得

更糟。 

这一预测也许看起来出人意料：毕竟，关税使需求转向国内生产的产品并提高了竞争性进

口品的价格，难道这不能同时提高产出和就业，并带来合意的通胀上行压力么？答案是否

定的，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199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便给出了这一答

案（碰巧的是，上世纪 60 年代初基金组织研究部的一位工作人员也得出了这一结论）。蒙

代尔认识到，关税之所以带来这种总体的负效应，关键原因在于：关税承诺改善进口国的

潜在国际收支头寸，这会造成外汇市场上本币升值，从而可能减少 GDP 和就业（在这种情

况下，最终会使贸易逆差恶化）。当本国央行的政策利率达到或接近零时（蒙代尔没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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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这一情况），上述效应会更加严峻。这种情况下，央行在使用货币政策来抵消关税的紧

缩效应方面将受到更多限制。 

两张图展示关税的效果 

基金组织的全球综合货币与财政模型阐释了这一观点，该模型比蒙代尔框架更为复杂，且

具有覆盖多个区域、包含政策动态效果的优势。为显示潜在的影响，我们在下图中选择了

一个情景设定，展示了美国对东亚新兴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 20%关税之后美国四个变量的

反应。实验假设美联储的政策利率为零，而东亚新兴国家政策利率并非为零（这一假设并

未改变结果的性质，但比起美联储下调利率来缓解冲击的情况而言，这一做法确实使 GDP

遭受的负面影响更加剧烈）。 

下文图 1 展示了两种情景，一是东亚新兴国家不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图中绿

线），另一情景反之（红线）。两种情景中，实际 GDP 均有所下降，且正如蒙代尔预测，

美元出现升值。不出意料，东亚新兴经济体的产出（未展示）也有所下降。在实施报复的

情景下，美元升值幅度较小，但美国 GDP 下降幅度大大增加。此外（未展示），实际投资

也会下降，原因是美国经济活动放缓，且用于制造投资品的东亚进口中间品价格上升。 

 

GDP 下降背后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出口初始时的降幅实际上高于进口（见图 2）。对东亚

增加关税，使进口者转向其他国家购买商品，而美元升值使全部其他进口品变得更便宜，

进一步推动了这种转变。同时，美元升值也对美国的全部出口造成影响。因此，选择性征

收关税的主要效果是对大多数进口实施补贴，对全部出口征税。这损害了贸易差额、产出

和就业。此外，与其他许多国家类似，美国在出口部门失去的工作的工资往往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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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对东亚新兴国家的进口征收20%关税之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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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时，美国宏观经济受到的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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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从关税中受益？由于美国是一个大国，关税（若不引发报复）会提高美国出口相对于

进口的价格，使实际消费上升。但这些消费者的获益分散，获益可能很少，且必须与就业

损失进行权衡。直接与东亚新兴国家竞争的国内市场生产商也很可能获益，但其他所有与

进口商品开展竞争的行业和出口商都会受损。当存在报复时，情况会变得更糟，因为这种

情况下任何一方均会受损。 

三思而后行 

以人为制造出口优势为目的的经济政策是国际磋商及国家之间施压的正当理由。在某些情

况下，单边报复行为也得到世贸组织规则的认可。但鼓动通过惩罚性关税对贸易伙伴“采

取强硬措施”的人们应该三思。其可能使人感到很满意；也可能支持特定的行业；威胁甚

至能使贸易伙伴恐慌进而改变政策；但这种关税政策一旦最终实施，将使国内经济受到更

广泛的损害。 

***** 

莫里斯·奥伯斯费尔德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此前，他曾就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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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IMF模拟。
1/ 美国对东亚新兴国家的进口征收20%关税之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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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时，美国贸易受到的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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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7 月到 2015 年 8 月，奥伯斯费尔德博士成为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在

此之前曾担任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名誉顾问（2002-2014 年）。他还是计量经济学会和美

国艺术和科学院成员。奥伯斯费尔德博士获得的荣誉包括蒂尔堡大学特亚林·科普曼斯资

产奖、Rajk Laszlo 高等研究学院（布达佩斯）约翰·冯·诺伊曼奖和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

所的伯恩哈德·哈姆斯奖。他曾发表许多著名演说，包括美国经济协会的年度理查·伊利演

讲、印度储备银行的 L.K.Jha 纪念演讲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弗兰克·格雷厄姆纪念演讲。他还

曾在美国经济协会执行委员会工作，并担任该协会副主席。此外他还在基金组织和全球多

家中央银行从事咨询和教学工作。 

奥伯斯费尔德博士是两本主要国际经济学教科书的联合作者—《国际经济学》（第 10 版，

2014 年与 Paul Krugman 和 Marc Melitz 合著）和《国际宏观经济学基础》（1996 年与

Kenneth Rogoff 合著）。他还著有 100 多篇关于汇率、国际金融危机、全球资本市场和货

币政策的研究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