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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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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被视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本营，然而次贷危机后，美国贸易政策却明显地
转向保护主义。回溯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美国学派的经济思想，保护主义一直是美国早期所惯用的政策

选择，自由贸易只是其确定经济霸权地位后的选择。因此，美国在危机后的贸易保护主义有着其历史渊源，

不能说是其贸易政策从自由贸易向保护贸易的根本性转向，而是其经济政策又回归了保护主义的传统。

关键词：贸易保护主义；自由贸易主义；关税保护；工业化；幼稚产业扶持；禁运；美国体系

中图分类号：Ｆ１１９４；Ｆ７４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８１３１（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８００８

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ＪＩＡＮＧＤａｙ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ｉａｎｊ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ｉａｎｊｉｎ３００１３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ｓａｌｗａｙｓ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ａｓｔｈｅｂ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ｆｏｒａｌｏｎｇｔｉｍｅ，ｂｕｔｈｅｒ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ｈａｓｔｕｒｎｅｄ

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ｕｂｐｒｉｍｅｍｏｒｔｇａｇｅｃｒｉｓｉｓ．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ｒｅｖｉｅｗｓ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ｃｈｏｏｌ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ｔｔｈａ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ｗａｓｔｈｅｕｓｕａｌ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ａｔｔｈｅｅａｒｌｙ

ｔｉｍｅａｆｔｅｒｈｅｒ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ａｔ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ｉｓ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ａｆｔｅｒｈ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ｗａｓｂｕｉｌｔ．Ｔｈｕ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ｈａｓｉｔ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ｃａｕｓ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ｅｖｉｅｗｅｄａｓ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ｈｅｒ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ｆｒｏｍ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ｔｒａｄ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ｔｕｒｎｅｄｔｏ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ｉｔ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ｔａｒｉｆ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ａｎ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ｍｂａｒｇ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ｙｓｔｅｍ

一、引言

２０１１年，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２０１１年货币
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对所谓的“汇率

被低估”的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这是美国政

府为消除对华贸易的长期逆差而选择深化其贸易

保护主义的突出表现。中国外交部、商务部都在第

一时间作出强烈的表态，指责美国此举是“发出了

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的错误信号”，将会“损人而不利

己，有百害而无一益”。尽管该法案还需要众议院

表决通过，并由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才能最终通

过，在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下，该法案最终很可能将

无疾而终，但其已经鲜明地表明了美国在贸易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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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远。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美国学者在

很长时期内都是坚定的自由市场主义倡导者，在现

代国际贸易实践中，美国也始终扮演着自由贸易卫

士的角色，一直在利用世界贸易组织消除现代国际

贸易中的保护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美国新自由主义学者所提出的“华盛顿
共识”更是在拉美、东亚、东欧等发展中国家推动了

持续的经济自由主义改革。在美国学者的指导下，

拉美和东欧国家纷纷放弃对国民经济施加严密管

制的传统，走向“市场化、自由化、稳定化”。

２００７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伴随着危机对美国
经济影响的不断深化，美国似乎骤然从倡导自由贸

易转向了坚决的贸易保护，持续加强对于中国等贸

易伙伴的双反申诉，而奥巴马政府的“购买美国货”

条款与“雇佣美国人”条款，更是表现了美国政府利

用贸易保护政策刺激本国经济发展的企图。

从表面上来看，次贷危机似乎促使了美国的贸

易政策从自由贸易向保护贸易的根本性转向。然

而，如此一个突发性的经济危机，怎么可能使得一

个国家从根本上放弃长期以来的政策选择，而突然

转向截然相反的政策？如果没有思想上的积淀和

政策上的经验，如此的根本性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逆

转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回溯美国经济发展历史以及美国经济理

论的演进历史，我们会发现，当前美国经济发展中

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其实并不是其经济发展战略

思想的根本性转向，而是反映了美国经济理论思想

的某种复古，是美国建国初期的联邦党与辉格党经

济思想在危急关头的复活。回溯美国早期的发展

历史，各种经济思想的发展及其在美国经济发展政

策选择中的应用，将能够更清晰地理解当前美国新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思想根源。

二、贸易保护主义催生了现代美国

１４９２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出于对美洲
黄金的追求以及对新生活的渴求，大批欧洲居民开

始向美洲迁移。拉美国家的黄金源源不断流入欧

洲，对于当时欧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起到了

极为重要的作用。富饶的美洲大陆为欧洲国家提

供了经济早期发展所必须需的各种初级产品，来自

新大陆的棉花、蔗糖、烟草很快成为欧洲国家的环

球贸易与早期工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特别是巴巴

多斯的蔗糖、北美殖民地的棉花都成为英国、西班

牙等早期殖民国家开展全球贸易的主要内容，在当

时的世界贸易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欧洲移民源源不断涌到新大陆拓荒，不但推动

了美洲经济的早期发展，也为欧洲产品出口到美洲

创造了条件。到了十七、十八世纪，在新旧世界之

间已经形成了从美洲出口咖啡、棉花、蔗糖、烟草到

欧洲，而从欧洲出口制造品到美洲贸易格局。

伴随着新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北美殖民地

的持续发展，对于炼铁、纺织、工具制造等制造业产

品的需求持续上升，一些欧洲移民开始尝试在新世

界发展制造业，希望摆脱对欧洲制成品的依赖。这

一选择极大地危及当时由欧洲人主导的全球贸易

格局，严重地激化了新旧世界之间的矛盾。为了防

止北美居民发展制造业威胁到欧洲国家的领导地

位，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开始通过立法限制北美

的制造业发展。１６５１年颁布的《航海条例》明令禁
止在北美发展制造业，并要求外来商品必须由英国

控制的港口运输，并向英国交纳税收。１７７０年，查
塔姆伯爵大威廉·皮特就曾经“被新英格兰人最初

发展制造业的企图搞的惶惶不安，于是宣布禁止殖

民地从事制造业，甚至连一个马掌都不行。”①即使

这样，在行贿与走私的支持下，北美殖民地的制造

业仍然逐渐地发展了起来。

斯密在《国富论》中曾经对当时北美殖民地的

贸易政策展开了论述，指出：“假如美洲人联合起

来，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欧洲制造品输入，使能

够制造同种物品的本地人有独占的机会，因而使本

地大部分资本转投到制造业上来，结果将不但不能

加速他们年产物价值的增进，恐怕还会加以阻碍，

不但不能使其国家渐臻富强，恐怕还会加以妨

害。”②并由此指出英属北美殖民地应该集中主要的

生产资本投入农业生产，发展与欧洲的自由贸易，

而不必涉足工业制造活动。这充分反映了当时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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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人对于发展美洲贸易、培育欧美之间的国际分工

体系的想法，也揭示了斯密等古典经济思想家维护

本国经济利益的思想本质。

１７７３年，英国政府为了倾销东印度公司的积压
茶叶，通过了《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即著名的《茶

叶法案》，给予东印度公司到北美殖民地销售积压

茶叶的专利权，允许东印度公司直接从亚洲进口茶

叶到北美，免交高额的进口关税，只征收低微的茶

税。而在此之前，北美人民基本都是消费由本地走

私者和零售商供应的私茶，其价格比东印度公司免

交进口关税的茶叶高出百分之五十以上。《茶叶法

案》在降低茶叶在北美市场的价格的同时，极大地

损害了北美茶叶中间商、走私者和零售商原有的垄

断利益，激起了他们激烈的反对，最终引发了著名

的波士顿倾荼事件。

波士顿倾荼事件被联邦党人以“没有代表权就

没有征税权”的口号包装成北美人民反抗英国殖民

统治的表现，而事实上，它更多反映出新旧世界对

于全球贸易格局战略选择的差异而产生的矛盾冲

突。在一些学者的眼中，波士顿倾荼事件是“美国

人第一次反对全球化的斗争”①，它只是北美的贸易

保护主义对抗全球贸易的一次暴力行为而已。如

果把“波士顿倾荼事件”看作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

索，那么点燃这一导火索的恰恰是当时北美人民实

施贸易保护的策略选择。

三、美国建国初期的早期贸易保护思想

通过艰苦的独立战争，赢得民族独立后，新兴

的美国不仅必须从政治制度上建立起能够促进资

本主义新兴经济发展的各种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

也需要寻求美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引领早期美国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是被称为联邦党的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和詹姆斯·麦迪逊等人，

特别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建立美国

的经济制度、确立美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面起到了

极为重要的作用。

１７８９年９月，汉密尔顿被提名为财政部长，使
得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作为华盛顿政府中少数精通经济问题的专家，汉密

尔顿激烈地抨击流行的古典经济理论，并从理论上

和实践上提出了一种类似于英国早期的发展经验

的经济思想，这也就是美国保护主义理论的起源。

在就任财政部长后的一年多的时间内，他根据当时

美国经济中表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先后向国会提交

了四份报告，也就是《关于公共信用的第一份报

告》、《关于公共信用的第二份报告》、《关于建立银

行的报告》以及《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在这四份报

告中，他确立了“通过发展工商业，促进美国经济发

展”的经济纲领，不仅从政治上巩固上美国的联邦

体制，提升了美国的国际影响，还亲手建立了美国

的财政金融体制，促进了美国的工业化发展，为美

国后来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汉密尔顿指出制造

业在美国经济以及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他驳斥了当时的重农主义学者所提出的“只有农业

才是生产性行业”的提法，认为制造业也同样可以

增加社会的就业，从而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而且

制造业的发展还可以为农业的发展创造出更为巨

大的需求，因此如果要发展农业，首先就必须促进

制造业的发展。

他指出，美国也并非像当时的古典经济思想所

说的那样，生产优势仅在于农业之中，只可以通过

出口农产品来换取工业制成品。北美大陆资源丰

富，拥有充足的可以用来发展制造业的工业原料，

而且从欧洲来到美国的移民中有不少具有较为高

超的制造业技艺的工匠，这也为美国发展制造业提

供了充足的机会和条件。而且“一旦制造业建立起

来，并在我国中间生根，就会给美国伟大、光荣的未

来开辟道路，并能对付任何暴君的干涉”。②

然而，当时的美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着人手缺

乏、劳动力昂贵和资金短缺等困难，如果美国政府

不对这些新兴的制造业产业提供支持的话，国外竞

争和“习惯势力”将会使美国无法建立起本来可以

很快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产业。③ 针对这一现

状，汉密尔顿提出了包括保护关税、出口限制、对于

目标产业的直接政府补贴、对于制造业投入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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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免、提供公共设施等十一个基本政策原则，而这

也为以后的保护主义政策的发展设计出主要的政

策框架。汉密尔顿把这些政策手段所实施的主要

的目标产业确定在铁、铜、煤炭、小麦、棉花、火药和

书籍等当时美国的主要的农业和制造业产业上，并

进行了有效的推行。在他看来，保护幼稚产业 “不

仅是出于更为有效利用公共经费的目的，还是为了

获得产业发展的新的、有用的分支，不仅考虑更大

的价值，还要追求生产劳动的一般存量的永恒的增

长”。①

我们现在研究美国早期经济政治思想时，更多

关注联邦党关于建立美国政治制度的探索②以及富

兰克林的关于货币、贸易、人口等方面的经济理论。

但事实上，真正决定了美国建国以来的政策选择的

经济思想是来源于汉密尔顿，他的幼稚产业扶持思

想为后来的产业政策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然而，《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却是汉密尔顿的四

份报告中唯一没有在当时就得到广泛应用的报告。

这与和其意见相悖的杰斐逊当选美国总统有重要

的关系，当然也是由于当时美国的工业发展的基础

仍然相对薄弱，因此更关注发展商业资本，通过国

际贸易来实现资本的积累与经济的发展。直到数

十年后，当工业革命在美国兴起后，汉密尔顿在《关

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所提出的种种思想才真正得到

美国政府的关注，他的种种政策建议也开始全面得

到政府的采纳，进而对美国经济的兴起产出了极为

重要的作用。

四、美国建国初期的对外贸易政策

尽管汉密尔顿为早期的美国发展制订了严密

的保护主义政策，为美国扶持本国产业提供了强有

力的理论支持，但是建国初期，美国仍然积极开展

对外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英国之外贸易伙伴的贸

易。因为废除了殖民地时期的“列举商品法”，美国

与法国、荷兰等欧洲大陆国家的贸易得到了极大的

促进。仅１７８７年至１７８９年间，美国与荷兰的贸易
就比与英国的贸易还高于５０％。③ 同时还开拓了抵
达巴尔干半岛、远东和近东的航路。自１７８４年“中
国皇后号”首航广州后，到１７８６年，驶入广州的４６
艘外国商船中就有１８艘是来自美国的。④ 对外贸
易的迅速发展，为美国早期制造业开拓了巨大的市

场，新泽西、马萨诸塞等地很快涌现多家工业作坊，

为美国此后的工业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与此同时，英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设置了种种

限制，甚至禁止美国商品进入西印度群岛，美国出

口英国的货物总价值持续下降，仅１７８６年美国的贸
易逆差就高达５１０万英镑⑤。贸易逆差的持续增加
造成了新兴的美国货币的大量外流，出口数量的下

滑又造成美国出口产品，特别是农产品的价格普遍

下滑，美国的农业面临严峻的挑战。

１７８７年，制宪会议召开，制订并签署了宪法草
案，基本确立了新生的美国的政策方针。在这次会

议上，参会代表也对当时美国的贸易政策展开了激

烈的争吵。北方工商资产阶级出于保护自身发展

的考虑，主张对进出口商品征收保护性关税；而南

方经济却依赖于农产品出口，因此坚持自由贸易，

竭力反对对出口商品征收关税。经过激烈的争吵，

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国会不得对出口商品征税，但

是两院三分之二的成员同意对进口商品征税。⑥

１７８９年，经过国会的激烈争吵，《关税和吨位法
令》终于通过，由美国中央政府制订并保证执行，出

于“鼓励、发展和保护制造业”⑦目的的第一部贸易

保护法令在美国出现。然而，由于在主张自由贸易

的南方代表的影响，法案规定对大部分进口商品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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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现存的联邦党政治思想文献超过半数恰恰也是来源于汉密尔顿。详见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

馆１９９５年版。
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版第１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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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旭东，《“汉密尔顿模式”在美国经济中的建立》，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２００５年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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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征收５％的关税，对于少数商品如布匹、烟草、靛
蓝、食盐等加征５０％的关税，征税商品８１种，平均
税率仅为８．５％①，对于美国本国制造业的保护力度
极为有限。

根据１７９１年的《权利法案》，中央政府没有征
税权，而是由各州根据自身的需要针对外国商品加

征关税。这样的分散的税制导致各州的税制、税率

极不统一，有些州甚至出于恶意竞争的目的对外

国，特别是来源英国的商品免征关税。这就使得大

量的欧洲大陆商品经由一些关税税率较低的州大

量进入美国，给处于发展初期的美国制造业造成了

巨大的冲击，大批美国企业破产。

１７９４年，当英美关系日趋紧张时，为了缓解两
国关系，华盛顿总统授权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

·杰伊赴英签署了《杰伊条约》，重新规范了两国的

商业关系，美国不再歧视英国贸易或没收英国臣民

的财产，美国船只也可以到英属东印度群岛，甚至

在一定限制之内到英属西印度群岛开展贸易。② 这

也进一步开放了美国市场，使得美国早期贸易保护

主义更难以推行。

汉密尔顿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无法得到推行

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共和党的崛起。在美国建

国初期，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代表着北部商

业、制造业的利益，主张通过严密的贸易保护为美

国仍然幼小的制造业创造更为优越的发展环境。

与他们相反，以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为代表的共

和党则代表了南部种植园主、农民、南部拓荒者和

其他下层人民的利益，倡导开展自由贸易。

杰斐逊更深地受到斯密理论的影响，推崇当时

盛行的古典贸易理论所倡导的自由贸易。他认为

与英国相比，美国的劳动力成本更高，而且农业生

产也占用了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在美国发展制造业

是不可能成功的③。因此，主张农业立国，应该大力

发展农业，而任由英国等西欧国家为其生产制造

品，通过出口农产品来交换制造品。杰斐逊的思想

有着明显的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痕迹，也代表着当

时处于主流地位的经济思想。

尽管杰斐逊在任期选择了相对自由的贸易政

策，然而，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他也逐渐从纯粹

的重农发展转向工商业协调，进而强调制造业的发

展。早在１７９３年１２月，在其担任华盛顿总统的国
务卿期间，就曾经向国会提交《关于美国商业优惠

和限制的报告》，指出英美贸易的不平等，提出与英

国重新谈判缔约，以保护美国的商业发展，并适当

对英国进行报复。在杰斐逊当任总统后，１８０１年１２
月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更是明确指出：“我们

繁荣的四大支柱———农业、制造业、商业和航运业，

只有在允许各个企业最自由地发展时，才能达到最

繁荣兴旺。”④这表明其已经把制造业与其一贯关注

的农业纳入到相同的重要程度。

五、１８０３年战争与禁运法
尽管杰斐逊推崇相对自由的贸易思想，然而，

１８０３年战争的爆发却使美国意外地被迫推行贸易
保护主义。１８０３年英法战争期间，两国为了实现对
对方经济封锁，对法属西印度群岛实行了严密的封

锁。１８０３年至１８０７年间，美国有５００多艘船被英
国捕获，２００多艘被法国捕获，⑤更是激化了英美两
国之间的矛盾，使得美国与西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

无法维系。这也使得杰斐逊为维护美国的利益，被

迫放弃其一贯的自由贸易政策，转而对英国实施贸

易报复。

１８０６年４月１８日，美国颁布《禁止输入法》，宣
布除非两国达成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从１１月１日
起将禁止某些英国商品的进口。１８０７年，英国做出
反应，宣布美国除非得到英国许可，不得与欧洲大

陆通商，两国贸易争端持续加深。

１８０７年１２月，美国国会以杰斐逊咨文为基础，
颁布《禁运法》，规定：一切美国船只和在美的外国

船只不得起航，美国所有陆路和海路对外出口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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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使用，某些特定规定的英国货币禁止入口。

１８０９年１月，美国国会又通过《强制执行法》，进一
步推行禁运，授权不带搜查令的联邦官员对怀疑运

往国外的货物予以没收，使得美国进一步隔绝了与

国外的贸易。

在１９世纪初期，禁运成为美国对外经济策略的
主要选择。尽管１８０９年，杰斐逊针对除英、法两国
之外的其他国家签署了撤销禁运的法令，美国国会

继续针对英、法两国制订了《停止通商法》，继续与

它们断绝贸易往来，并宣布，如果英法之中任何一

国首先废除其损害美国商业的法令，美国即与之恢

复通商关系。① １８１０年，麦迪逊总统力主通过《第二
号梅肯法案》，宣布废除《停止通商法》，率先对英法

恢复贸易。但由于英国始终无视美国的一再警告，

仍然继续抓捕美国商船，１８１１年美国又再次宣布与
英国停止通商。

长期的禁运使得美国棉花、烟草、麻类等传统

出口商品价格暴跌，农民、种植园主破产，码头工人

失业，船只废弃，而进口商品的价格却一路飞涨。

美国的出口额从１８０７年的１．０８亿美元降为１８０８
年的２２００万美元，进口额从１．３８亿美元降到５７００
万美元。② 美国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挫伤。

然而，禁运也给新兴的美国制造业创造了前所

未有的机遇，当以往依赖英国进口的工业制成品由

于禁运而无法进入美国市场后，本国的纺织、制帽、

造纸、印刷、火药、冶铁等工业开始起步，并为美国

的工业化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到１８０９年，杰斐逊撤
销禁运法令时，美国很多工业品都已经达到自给。

在很多学者看来，如果没有１８０３年战争所引起的禁
运，美国也许会像亚洲的印度、中国一样，在经济上

长期处于对英法等欧洲国家的依附之中。

就连杰斐逊本人也承认禁运对美国的工业化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指出：“我们的禁运产生

了一个值得庆幸的持久的结果，它已经使我们大家

从事国内的各种制造业……以后我们对英国的需

求可以实足缩减一半”。③ 事实上，１９世纪初的禁运

更是帮助美国制造业的发展扫清了竞争障碍，为美

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美国

的保护主义也至此达到顶峰。

美国赢得１８１２年战争之后，为了避免来自欧洲

大陆的工业制成品对战争期间蓬勃发展的美国制

造业造成冲击，在麦迪逊与门罗主政时期，进一步

提高纺织品和铁制品的进口关税，这也带动了新英

格兰地区的纺织业和匹兹堡的冶炼业的进一步发

展，推动了美国工业革命的进程。

六、美国体系的发展

美国建国初期的保护性政策，主要是伴随着美

国与英法等国的国际关系的发展而由当时的国家

领导者适时进行调整和发展的。从总体上来说，尽

管建国初期美国政府对于本国制造业的关税保护

的力度并不强，然而，随着美英关系的持续恶化，美

国逐渐选择隔绝于世界的孤立主义政策，至“门罗

主义”诞生，这种孤立主义已经成为美国早期经济、

政治发展的主要选择。也正是得益于孤立主义在

美国影响的上升，美国对于西欧制成品的关税保护

力度持续增加，根据《１８１６关税法案》④，几乎所有

制成品的进口关税都达到了３５％左右，１８２０年大约

为３５％ ～４０％。尽管在南部种植园主的反对下，

１８２０、１８２１、１８２３三年的关税提高法案都没有通过，

１８２８年的《厌恶关税法案》仍然得以通过，原材料和

亚麻、羊毛、大麻、毛皮和酒等低附加值制成品的关

税得到大幅的提升。⑤ 尽管在南部各州的压力下，

１８３３年的折中法案和１８４６年的关税法案两次逐步

下调进口制成品关税水平，但是这段时期美国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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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张友伦，《美国通史２：独立和初步繁荣１７７５—１８６０》，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０９页。
约翰 Ａ加拉蒂，《马伯里控诉麦迪逊案》，载加拉蒂主编《史学观点》，纽约１９７１年版第１１７页。
菲利浦·方纳，《杰斐逊文选》，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版第２６页。
由于《根特条约》结束了此前推动美国制造业高速发展的孤立主义，进口从１８１４年的１３００万美元陡增至１８１６年的１．

４７亿美元，在众多低廉的英国制成品的冲击下，美国工业资本面临生存的危机，因此在卡尔霍恩和亨利·克莱的推动下，提高
保护性关税的呼声强烈，从而催生了《１８１６年关税法案》。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自１７８９年以来，保护主义原则首次明确得
到法律的认可，“保护首次从从属地位转变为关税的直接目标。”（Ｕ．Ｓ．Ｔａｒｉｆｆ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７、２９、３０页。



成品进口关税仍然在２５％以上。①

在建国初期，贸易保护主义思想主要源于汉密

尔顿与杰斐逊等政府官员，并在联邦党②与民主共

和党③的论战中逐渐发展起来。伴随着美国资本主

义制造业的发展，特别是１８１４年《根特条约》后，英
美贸易自由化使美国经济发展缓慢，促使更多社会

民众也开始针对美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发表意

见，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到

１９世纪中期南北战争爆发后，美国已经形成了相对
完整的保护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美国体系。

作为最早的保护主义者的代表，出版商马修·

凯里从一个国家已经部分工业化并超越家庭工业

阶段的立场，论证了英国产品的涌入将会对新兴的

美国制造业资本产生冲击，美国的大部分劳动力将

会因此而失去工作机会，并引起大面积的经济萧

条，进而组织了“费城民族工业促进协会”，在社会

上广泛宣传保护主义。１８２７年，他和赫齐卡亚·奈
尔斯组织的保护主义者与以亨利·李为代表的自

由贸易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在这次论战中，

保护主义者逐渐形成并完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他

们从英国的工业化历史以及英美的贸易收支平衡

等多个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在美国推行保护主义关

税的重要性。尽管１８２８年通过的最终法案并没有
采纳保护主义的观点，但经过这次论战，保护主义

在美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的几届总统都把通

过关税保护推动美国制造业发展纳入自己的执政

纲领。

亨利·克莱是美国保护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

他结合了其他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思想，提出以保护

性关税、内部改善和国民银行为核心要素的美国体

系，并将其与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英国体系”进行

了区分，进而论述了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劳

动生产率发展优质生产劳动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④，他的思想得到包括林肯

在内的众多总统的认可，从而成为主导美国早期经

济理论发展的杰出代表。

七、结束语

至南北战争爆发，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已经在美

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战争期间的

１８６２年和１８６４年两次关税法案，把当时的关税税
率提到了３０年来的最高水平⑤。南北战争后，尽管
取消了其它税收，但是关税却仍然长期保持在战时

水平。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美国确立自

身的工业霸权地位之后，美国才开始推行自由贸

易。事实上，即使如此，美国也从没有选择过零关

税制度，反而在自愿出口限制、农产品补贴、贸易配

额、单边贸易制裁等隐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方面却更

为积极。⑥

尽管到２０世纪末，美国已经成为经济自由主义
的大本营，众多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利用 ＷＴＯ、
世界银行和 ＩＭＦ宣扬并推动经济自由主义和市场
化改革。然而，早期的美国经济发展正是得益于贸

易保护，在美国建国以后的很长的历史时期，美国

恰恰是最为坚定的保护主义国家，这也是美国早期

经济发展的成功秘诀，保护主义其实早已深入了美

国经济思想的骨髓。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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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１８３２年法案规定，在１０年内将制成品关税降到２５％，但１８４２年关税法案又重新把关税提升到１８３２年水平，１８４６年关
税法案将主要商品的进口关税定在２７％左右。

１７９０年后，围绕新宪法的制订，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以“普布利乌斯”的笔名，共同在报刊上宣扬以代议制为基础的联
邦共和国制度，宣传组建拥有强大中央集权的联邦政府，因此他们也被称为“联邦党”。在１８０１年杰斐逊当选总统之前，该党
派始终为美国的执政党，拥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汉密尔顿对于制造业的保护思想也成为这一党派的主要的经济纲领。

美国民主党的前身，由杰斐逊于１７９０年创立，当时主要代表南部经济利益，在经济发展中强调农业的作用，早期更推崇
相对自由的贸易思想，后也转向一定的保护主义。在建国初期，在很多政治、经济问题上，该党派都与联邦党展开激烈的论战，

其代表杰斐逊和麦迪逊分别就任第三届与第四届总统后，该党派思想在美国经济政治发展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１８４０
年，该党派正式更名为民主党。

亨林·克莱是１８２４、１８２８、１８３２、１８３６和１８４４年的总统候选人，担任过多届政府的国务卿，是多起关税法案的起草者，在
当时的美国经济学界和政界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ＣｏｃｈｒａｎＴ和 ＭｉｌｌｅｒＷ，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ＡＳｏｃｉ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ｈ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４２
年版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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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会毅然放弃长期以来的经

济自由主义政策，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次贷危机

后，美国政府的政策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回归

了其经济理论的传统，而非对于理论传统的根本

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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