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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刊專欄 

 

 

 

 

上週討論美國內部撕裂問題。今週討論貿易問題。 

 

強徵關稅是美方常用的殺手鐧。 年開始美國從未間斷地對華商品加徵關稅，但 早在 年

表示，提升關稅將轉嫁給美國消費者。雖然對通脹的直接影響較小，但進口價格上漲對美國本土對手

的競爭力造成更廣泛的影響。去年 月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指出，美國進口商「幾乎全部」承擔額外

的關稅。簡單而言，強徵關稅相當於對美國企業和消費者額外加稅，無疑是美國核心通脹居高不下的

重要原因之一。 

 

近月美國落實向中國總值 億美元貨品再加徵關稅，尤其電動車，鋰電池及電池部件。批評中國大

幅補貼出口，對美國造成損害，強調加徵關稅是要保護美國工人。但數據顯示 年美國汽車製造

商向中國出口 輛汽車，價值 億美元。同年中國僅向美國出口 輛汽車，價值

億。更大的問題在於美國汽車製造商如無法取得中國製造的低價電池和材料，反而推升美國生產的電

動車價格，對其競爭力及消費者而言實在「開倒車」。 

 

「國家安全」為由直接介入商業領域是另一套路。多年前通訊設備供應商到美國商務部警告，稱美國

可能採取極端行動以禁止或限制中國電動車。再到總統拜登簽署法案，強制社交平台的中國母企在最

長一年內出售美國市場或與之剝離，否則將禁止應用程式商店提供該平台。操作上「國家安全」可以

無限延伸至商業及生活上每個層面，但後果是釀世界感知與美國經商的政治風險，對美國經濟實是得

不償失。 

 

歐美愈採取貿易箝制，本土生產效益便愈低，最終只會畫地自牢。科技領域上歐美仍冠絕全球，但較

中國的優勢差距不再，「卡脖子」技倆逐一被中國攻破： 通訊、再生能源，甚至航天領域，足已

證明科技上中國「超英趕美」差不多行到最後一哩。再者，投資者並非吳下阿蒙，資本自然會流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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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的市場。雖然透過高利率可短暫地留住芳心，但換來手刃本土商業活動，美國首季 細項數

據便可知一二。 

 

歐美經濟核心問題未解，但黔驢技窮，執意地「去中國化」只會加重歐美經濟的硬傷。更不幸的是，

合作與對抗往往是領導個人榮辱，而非民生考量的一念之差。 

共勉之。 

 

以上資訊由東亞銀行首席投資策略師李振豪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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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決定是由閣下自行作出的，但閣下不應投資任何產品，除非中介人於銷售該產品時已向閣下解釋經考慮閣下的財務情況、  投資經驗及

目標後，該產品是適合閣下的。 

 

本文件是東亞銀行的財產，受適用的相關知識產權法保護。未經東亞銀行事先書面同意，本文件內的資料之任何部分不允許以任何方式

（包括電子、印刷或者現在已知或以後開發的其他媒介）進行複製、傳輸、出售、散佈、出版、廣播、傳閱、修改、傳播或商業開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