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search Note 
  

                                2016.11. 7. (Y-Research RN16-238)                                        

作者：黄慧红/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huanghuihong@yicai.com                                 

                                                                         

                                                                        

                                                                            www.cbnri.org                                    

1 

研究简报 热点 

 
 

聚焦美国大选—— 

贸易政策：激进 VS 温和 

 

贸易政策历来都是美国大选中的关注焦点之一。尤其是当前全球化出现逆转

势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WTO、TPP、TTIP 等全球及区域贸易协定推进遇

阻，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下一任领导人对贸易政策的观点就变得尤

为重要。希拉里和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观点有部分重合，两人都对以 TPP 为代

表的自由贸易协定持否定态度；但特朗普表现更为激进，他反对全球化，声

称要退出 WTO，还要对中国和墨西哥征收高额关税；相比之下，希拉里对贸

易政策的态度是保守偏温和的，她的表现更适合以一个政客的标准来评判。 

美国新总统人选到底会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什么变化？我们从两位候选人的

表态出发，分析这背后的含义，揣测未来可能采取的方案，并探讨对中国和

全球可能造成的影响。 

 

从 TPP看两人的贸易政策主张 

备受关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历经多轮谈判于今年 2月正式签署，

但离生效还差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关——

各国立法部门（国会、议会）的批准通过。

TPP 在奥巴马任内通过已经无望，希拉里和

特朗普对其也是态度鲜明，那就是坚决反对，

这让 TPP 的未来阴云密布。 

希拉里在任美国国务卿期间曾是 TPP

最重要的“鼓吹者”之一，并称其为“贸易

的‘黄金标准’”。但最终她还是选择倒戈。

去年 10月她首次就 TPP表明立场，“美国确

实需要一个能够促进就业、增加工资以及保

护国家安全的贸易协定。但从目前公开的信

息看，TPP 并没有达到此前所预想的高标准，

因而不支持这一协定。”随后在希拉里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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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政策演讲中，她的态度进一步强化，“我

将阻止任何阻碍就业或是压低工资的贸易

协议——包括 TPP。我现在反对，选后反对，

当选总统还会反对。”希拉里认为达成的

TPP 不完整，该协定中尚无有关操纵汇率的

内容，一些亚洲国家可能会凭借这一漏洞抢

走美国人的工作。 

相比希拉里的“出尔反尔”，特朗普在

TPP 协议达成时就表示，“现任政府的无能

已经无可理喻。TPP 是一个糟糕的协定。”

特朗普认为 ，TPP 降低了各国关税，将影

响美国商品的海外销售，因此对 TPP 是一如

既往的狂轰滥炸。 

从 TPP 可以看出，自由贸易协定是两人

抨击的主要对象，但特朗普更为激进，他曾

表示，如当选会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

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而

希拉里虽然反对 TPP，但曾表示会重新谈判，

直至符合对美国有利的标准。此外，两人也

大打“中国牌”。特朗普认为中国偷窃了美

国人民的工作机会，要对中国征收高达 45%

的关税。希拉里则认为中国滥用了国际贸易

规则，会加强贸易执法。 

特朗普 VS希拉里的贸易政策主张 

 

 

激进 VS温和 

美国智库彼得森研究所（PIIE）最新发

布研究报告《美国总统竞选选战中的贸易议

程评估》指出，如果希拉里当选，其贸易政

策对美国将可能“有害”，但特朗普的贸易

政策显然更具“可怕的破坏力”。如果特朗

普当选，他将彻底否决批准 TPP；如果民主

党候选人希拉里胜选，那么 TPP 还有一线生

机。 

特朗普一早就摆出姿态，为迎合底层群

众对经济低迷、就业不足的愤懑情绪，把精

英主导的市场主义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当

成主要抨击对象，并和美国主张自由贸易的

传统立场决裂。特朗普对 TPP 的废除意志较

强，他曾指出，“TPP 是会对美国制造业造

成致命伤的危险协定，无法进行修正”，认

为应与各国缔结双边协定取代 TPP。加之他

有意退出 WTO，并对中国、墨西哥发动贸

易战，也是令人错愕不已。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执行总裁拉加德对此罕见地警告，

特朗普推崇的反自由贸易政策可能掀起危

险的贸易保护主义运动，更将严重伤害全球

经济。 

反观希拉里，虽然其表态强硬，但如果

她当选美国总统，她支持 TPP 或寻求重新谈

判的可能性仍存。同样，由美欧主导的跨大

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

也正式搁浅，各方寄希望于希拉里当选后改

变立场，重新支持自由贸易协定。2015年她

对 TPP 的态度转变已经损害了她的声誉，为

政治形象考虑，在大选时不如坚持这条对

TPP“黑到底”的路线，但如果当选总统则

不一样，往往需要兼顾外交、经济等不同的

目标，进行比大选时更复杂的权衡。在众人

眼里，希拉里正这样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资深

政客。别忘了，当年她的丈夫比尔.克林顿在

竞选期间曾经反对与加拿大、墨西哥签署

NAFTA，当选后却成为其主要推动者。 

中国如何应对？ 

WTO 发布的《世界贸易统计数据》显

示，2015年全球贸易呈现疲弱态势，全球贸

易总量缓慢增长 2.7%，与全球 GDP 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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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基本持平。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

前，全球贸易数十年来一直以两倍于全球经

济增速的速度增长，而 2011 年以来，全球

贸易增速已放缓至与全球经济增速持平，甚

至更低。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逆全球

化”浪潮此起彼伏，地方保护色彩频频抬头。

前有 6月英国公投决定脱欧，后有希拉里在

TPP 问题上倒戈，特朗普更是以“将来要搞

的是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作为其核心

宣传口号，这为全球贸易的未来增加了巨大

的不确定性。 

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也是积极

的推动者。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低迷、逆全球

化势头频现，不可避免会对中国带来诸多挑

战。其一，对中国贸易的冲击，在我国有效

需求不足、人口红利渐失的背景下对经济增

长形成压力。其三，各地保护主义兴起对中

国产品的反倾销加剧，对企业造成不小的打

击。其三，WTO 日渐式微，西方发达国家

的贸易规则融合逐步加强，中国要面对由美

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规则压

力。(马鑫，2015) 如 TPP 一直被认为是美

国主导的针对中国的一项自由贸易协定。

2014年初，奥巴马演讲时说，“应该是美国，

而不是中国来谱写世界经济规则”。 

如果特朗普上台，且不论他是否真的会

对中国实行贸易战及国会通过对华贸易战

的可行性有多大，至少其奉行的反全球化主

义和孤立主义会助长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中美贸易摩擦不可避免会增多，两国贸易和

经济关系可能会面临转折，进而对中国经济

造成下行压力。如果是希拉里，我们有理由

相信她不会也无法完全否定全球化，更不可

能将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带来的互惠互利抛

之脑后，因此她有很大可能会延续当前中美

在经贸合作上的关系。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谁当选，全球贸易

的颓势并不会逆转。如果 TPP 夭折，中国或

许会有一丝喘息的机会，但没有了 TPP，还

会有 TPP 们崛起。对中国而言，对内坚持结

构性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外积极推

动自由贸易协定、参与全球治理、承担大国

责任才是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