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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衰退及其后续影响是滋生贸易

保护主义压力的源泉。当经济产出下

降、失业率上升时，人们通常会认为对

外贸易在某种程度上难辞其咎。通过限

制进口和补贴国内产业将失业转移到国外

的做法变得越来越有引诱力，尽管有证据

表明，这种政策的效果适得其反。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引发了诸多

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而这些行为

加剧了世界各国经济与社会的混乱。

人们普遍认为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

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

灾难。金融市场陷入停滞，产出大幅下

降，而发达经济体的情形尤为严重。2008
年最后几个月内，世界贸易急剧萎缩。

虽然各国领导人坚称其已经吸取了大萧

条时期的教训，并保证将抵制贸易保护

主义的压力。但他们是否获得了成功？

再者，即使就目前而言全球顶住了这种

压力，但我们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贸易大崩溃

一般而言，经济衰退期内贸易比整

体经济活动下跌更为迅速。然而，2008
年10月至2009年1月间，世界贸易量骤

降17%，与全球经通胀调整后的GDP相
对较低的下滑率（主要发达经济体下滑

2%，见图1）相比，这看起来太过剧烈

了。贸易大幅下挫的起因似乎并不是过

多的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而是全球总需

求的同步下跌。总需求的这种下跌对国

际贸易的影响尤其巨大，原因在于近年

来的贸易流动存在以下三个重要特征：

首先，耐用品的交易量与其他可延

期采购量下降最为严重，而这在贸易中

占据相当大的比重。金融风暴导致信贷

市场失灵。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达到顶

峰，这使得消费者推迟购买诸如电子产

品与汽车等耐用品(受影响规模之大前

所未有)，因为他们在衰退的房地产与

股票市场中已经损失了大量财富。为应

对消费者需求下降以及资金成本上升的

 避免
        贸易保护主义

图1

不正常的情形

与产出和工业产值的下降相比，2008年
最后几个月世界贸易的下跌比以往的经
济衰退期更为急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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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CPB)，
IMF《世界经济展望》。
注：实际GDP为美国、欧洲地区和日本的
GDP的简单平均值，经季节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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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公司搁置了投资计划，这便降低了对生产资料

的需求。而生产资料与耐用消费品占全球商品贸易的

比重最大（见图2），但占全球GDP的比重则小得多，

其中后者主要由服务业与非耐用品构成。贸易崩溃有

一半或者更多的原因都可以由这种不对称的情形来解

释（Levchenko、Lewis、Tesar，2009年； Baldwin，
2009年）。

其次，因为存在着大规模的全球供应链，在制成

品生产出来之前，产品的各个组件已经经过多次贸

易。经济衰退放大了这些供应链效应：可延期采购货

物的供应链的范围更广，且在经济低潮期，公司会削

减中间投入品的订单，这样既降低了产出，也缩减了

库存（Freund，2009年）。“适时生产”技术可以使

公司的库存维持在较低水平，但这种技术对需求冲击

的传导也更为迅速。这种库存调整所产生的影响可以

解释2008年底和2009年初发生的贸易骤降，而在此之

后，贸易便迅速企稳。全球供应链一体化程度最高的

国家遭受了最为严重的贸易下降，例如日本的出口量

在此期间缩减了1/3。
再次，对贸易金融的依赖性不断增加也是贸易缩

减的一个原因。由于采用全球供应链的方式，产品需

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到达终端消费者，这意味着公司需

要对运营资本进行长期融资。此外，因为存在这些更

长的供应链，银行作为中间人的贸易融资可以为进口

商与出口商提供担保，所以这种贸易融资也变得越来

越重要。至少在危机前期，贸易融资的成本上升和难

度增大造成了负面影响，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影响尤

甚（Dorsey，2009）。
贸易已经开始复苏，但目前还不能保证复苏的持

久性。2009年5月至11月期间，世界出口量增长了10%
左右（见图3）。全球供应链似乎在恢复过程中发挥了

重大作用：在东亚等供应链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贸易的恢复最为强劲。然而，发达经济体的进口自

2009年9月份以来步伐放缓（见图4）。维护开放市场将

在巩固贸易以及支持经济的广泛复苏过程中发挥极其

重要的作用。

贸易保护主义似乎动静不大

2008年至2009年间，在货物与服务贸易急剧下滑

的形势下，并未出现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几乎

从所有角度来看，自危机爆发以来，贸易保护主义行

为都少之又少。据世界贸易组织（WTO）估计，自危

机爆发后，受到新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影响的全

球贸易额不高于1%（WTO，2009年）。虽然有些国家

提高了部分（数量通常较为有限）产品类别的关税，

但广泛提高关税的国家非常少。尽管根据WTO的关税

图2

可延期采购

耐用消费品与生产资料在世界贸易额中占很大比重。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统计》。
注：本图数据为2007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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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

全球供应链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的经济复苏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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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市场再现疲态

在2009年初的反弹后，发达经济体的进口增长从
2009年9月起开始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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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议程的首要事项

政治领袖对贸易保护主义风险认知的提高在本次

危机初期表现得十分明显。由发达与新兴经济体组成的

二十国集团（G20）的领导人于2008年11月保证：“避免

对货物和服务贸易以及投资设置新的壁垒、实施新的出

口限制，或采取与WTO规则不一致的出口刺激措施”。

2009年4月，G20领导人将该保证的期限延至2010
年，并请求WTO及其他组织监管成员国对该保证的遵守

情况。该要求进一步推动WTO继续实施其自2008年10月
开始采取的行动。WTO的监管报告不断深入调查各经济

体为应对危机所采取的贸易政策的性质及程度。与G20的
做法相呼应，其他国际性机构、各国政府以及诸如独立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这样的全球贸易预警组织等非官方机

构也采取了类似行动。

上限，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充足的空间去提高本国所

实行的关税税率，但这些国家均未采取这种做法，这

种现象可能表明了各国都已意识到，开放的市场对于其

本身的经济绩效以及全球经济复苏都具有重要意义。

即便如此，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贸易措施可能已

经使某些市场出现了不公平竞争。政府的救助以及增

加的补贴可能使其免于采取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但此

类政策却向本国企业（特别是金融与制造业的本国企

业）倾斜。政府针对本国企业进行优先采购的范围不

断扩大，使竞争者陷入不利境地，并削弱了激励措施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作用。其他针对危机制定的一些更

为隐性的措施包括非关税贸易壁垒（如限制性进口许

可、更为繁琐的海关流程）以及明显提高的产品标准

和更为严格的法规。结果是，自2009年下半年起，随

着贸易复苏，各行业提出实施反倾销措施申请的频率

大为增加(Bown, 2009年)。

20世纪30年代的经验

决策者很好地汲取了大萧条时期的经验。1929
年，美国国会甚至在股票市场崩溃之前就开始大规模

地提高关税。尽管当时的众多经济学家强烈反对，美

国仍然在1930年6月实行《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

此举引发了全球强烈的愤慨以及某些报复性行动。国

际联盟于1930年召开大会，以防止爆发一系列的保护

主义行为。1931年全球贸易急剧恶化，并出现“争相

保护国内市场以及保障国际收支平衡”的混乱局面

（Eichengreen、Irwin，2009年）。主要国家都开始大

规模的货币贬值并实行外汇管制，或大幅收紧进口关

税，并实施进口配额。本币与黄金挂钩的国家由于缺

乏独立的货币政策而更倾向于限制贸易，尤其是在过

去的贸易伙伴国都对本国货币进行了贬值的情形下。

1929年至1933年间，全球贸易量下降了25%，近

一半的降幅是由提高贸易关税造成的。在美国，新实

施的关税税率将应税进口品的平均税率从已经处于高

位的40%升高至47%。然而更大的影响来自通货紧缩

与“特别”关税的相互作用。根据Irwin（1998年）

的结论，有效关税的上升（在《斯姆特—霍利关税法

案》及通货紧缩的双重作用下）使美国在1930年至

1932年间的进口量下降了12至20个百分点。

虽然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是造成大萧条的起因，但

贸易壁垒的提高使危机进一步恶化，而且最关键的

是，贸易壁垒的提高还遏制了经济的复苏。全球产出

至1938年才恢复至危机前水平，但贸易与GDP的比率

仍比1929年低20%左右。尽管自1934年之后就取消了

层层的限制措施，但某些经济体在几十年之后才扭转

了1930－1932年的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迄今为止并未重蹈覆辙

就其严重程度而言，最近这次危机本来足以引发一

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但事实并非如此，原因如下：
  经济学家与决策者在危机早期就强调指出，依

靠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将恶化并延长危机。特别是20国集

团领导人对此给予的高度重视以及WTO广泛的监管活

动使各国决策者对这些风险（见专栏）一直保持警觉。
  WTO和IMF等多边机构提供了贸易措施的透明

度，并确保各国认识到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对他国产生

的负面影响。同时，其在多边规则中明确了作为负责

任的政府所应该采取的政策回应。
  各国政府在危机初期就采取了有力的应对措

施，以拉动消费、放宽货币政策并支持金融业，这些

措施有助于缓解危机并缩短其持续时间。对企业给予

直接或间接的扶持可能有助于降低直接实施贸易保护

主义的诉求。
  如今，约99%的进口关税被规定为从价税，即

按商品价值的百分比征收关税，这意味着进口商品价

格下降，关税也随之降低（WTO，2008年）。而对比20
世纪30年代，那时许多关税都采取从量税，即进口商

品价格下跌，关税占进口额的百分比反而上升。
  广泛的全球供应网络与外国直接投资影响了贸

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对于在国外设有工厂或要素投入

大量依赖进口的国内公司来说，保持开放的贸易政策

事关重大，这有助于与贸易保护主义的观点相抗衡。

未来将会如何？

虽然迄今为止，各国并没有像起初担忧的那样大

规模诉诸贸易保护主义，但其带来的压力仍然存在。

实际上，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仍处于数年来的最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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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所以这种压力在2010年甚至会有所增加。陷入贸

易保护主义的泥沼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一方面会

对经济复苏带来风险，另一方面会在今后数年内阻碍

全球经济增长—所以有必要呼吁制止贸易保护主义

这种固步自封的做法。然而，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存

在，仍有其他几个需要加以关注的原因。

“由于贸易的增长速度开始超过了总

体经济活动，进口渐渐恢复到危机前

的市场份额，这可能会激发实施贸易

保护主义的要求。”

2008—2009年间，失业与进口下降同时发生，该

时期贸易的萎缩也比总体经济活动的严重得多。由于

进口商品市场份额下降，外国商品不再如通常那样成

为失业问题的归咎原因。关注于减少失业的人也没有

兴趣对进口加以指责。但是，由于贸易的增长速度开

始超过总体经济活动，进口渐渐恢复到危机前的市场

份额，这可能激发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要求，特别是

在失业率仍居高不下的地区及复苏步伐缓慢的行业。

还存在其他可能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情绪抬头原

因。过去，多边或双边的经常账户赤字通常被用作限

制贸易的理由。尽管近期的贸易萎缩导致外部失衡缩

小，但这种失衡再度出现的可能性仍不明确。一旦财

政、货币和金融部门的刺激措施取消，受到影响的企业

和行业可能会开始寻求贸易保护。商品价格上涨带来

的风险是某些国家将对其商品出口征税或进行限制，

这种风险在2007—2008年的粮食价格危机中得到过印

证。最后，在一些新兴市场，资本流入的剧增已经导致

货币大幅升值。不论新的汇率是否合理，货币升值将

伤害出口商以及与进口产品竞争的国内产业的竞争地

位，从而形成要求进口保护和出口扶持的压力。

贸易保护主义的愚蠢之处

面对全球当前的形势，进一步限制贸易是一个下

策。而且，一旦实施了限制措施，撤除这些措施将十

分困难，这意味着现在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将会

在今后数年之内阻碍经济增长。幸运的是，决策者已

经意识到了贸易政策对经济复苏可能产生的影响。尽

管各国目前可能已经采取了大量的限制措施，但其应

用范围一直相对有限。然而在2010年，由于失业率仍

可能维持在高位，同时进口将迅速反弹，来自贸易保

护主义者的压力有可能会增强。

近期，以下三个重大方面将对国际贸易发展产生

影响：

对贸易政策措施的监控得到了加强，从而影响到

各国针对经济向好形势出台的政策。对歧视性政策进

行明确（不夸大其频率和效果）已经成为有效的威慑

手段。这一方面还有更多的施展空间。

出现秘密或“隐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可能性仍

然存在。此种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不表现为海关税率，

而是以政府采购政策、产品标准、海关程序或其他形式

出现，这使得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变得比较隐蔽。

达成WTO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协议将有助于确
保市场开放，使贸易在经济复苏中发挥作用，并在未

来数年中支持强劲的经济增长。确保关税保持较低水

平、减少有可能造成贸易扭曲的农产品补贴、增加贸

易政策的透明度，以及强化贸易相关领域（如粮食援

助、渔业补贴）的多边规则等措施将降低未来发生贸

易冲突的风险，并增进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Christian Henn是IMF战略、政策与检查部经济学家，Brad 
McDonald是该部门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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