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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美国的拉丁美洲贸易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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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伴随着经济 实力 的增长以及综合 国力 的提升 ，
美 国获得 了 强 大的经济权力并产 生 了扩大 贸 易规模的政治经济需§

求 ，
因此 美 国更加重视与其地缘经济联系 紧密的拉丁美洲 国 家开展贸 易 外交 ，

试 图 以 此真正 实践 门 罗 主义 ， 最大限度地排真

除欧洲 列 强对拉美 国 家的政治与经济影响 。 在此背景 下 ，
美 国尝试与 巴 西 、 古 巴等拉 美 国 家签订双边互惠 贸 易 协定 ， 并且石

进行了 建立泛美关税同盟的 尝试 ，
依托私人跨国公司推行贸 易 外 交并且逐步形 成 了

“

组合主义
”

模式 。 １ 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ｇ
初美 国 贸 易外交的 目 标并未完全实现 ，

呈现出试验性以及渐进性的复杂特质 ， 但为其后美 国 贸 易 外交奠定 了 坚实 的 实践基

础
，
有效地拓展 了 美 国对拉美地区的政治经 济影响 。＿

关 键 词 美国 拉丁美洲 贸 易外 交 跨国公司 经济权力明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美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以及税同盟 ， 力求打造辐射拉美地区的贸易结构性权｜
对外贸易需求的增长使其积极地以贸易外交扩大对力 。 虽然美国的尝试并未完全成功 ，

但还是取得了｜

拉美国家的政治影响 ， 力求排除英国等欧洲列强对 一定成效 。｜

拉美经济体的影响 。 为此 ， 美国尝试构建互惠贸易 （

一

） 互惠贸易协定的长期努力｜

体系 以及泛美关税同盟 ， 体现出渐进性以及试验性 在拉美地区各经济体中 ， 美国最早与 巴西展开Ｓ

的复杂特质。 本文力求阐明该时段内美国对拉丁美了双边互惠贸易谈判 。 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前 ， 美国ｇ

洲贸易外交的实践状况及历史脉络 ， 探讨其特质以对巴西贸易额不仅远低于英国和法国 ，
也低于德｜

及对其后美国贸易外交发展的影响 ， 进而为 中国对国 ，
甚至低于西班牙 。

？
巴西对产 自美国 的农产品ｆ

周边国家贸易外交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及工业制成品征收较高的关税 。 另外 由于英国垄断｜

着 巴西航运业 ， 导致美国航运企业无力与之竞争 ，ｆ ？

一 美国的拉丁美洲贸易外交的政策实践因而美国公司开展
“

三角贸易
”

的成本非常高 。

④交

与 巴西贸易 的长期低迷和被动迫使美国尝试推进互

１ ９ 世纪末 ，
经济权力迅速崛起的美国开始尝惠贸易

，
１８７２ 年美国试图通过减免巴西咖啡的进

试以贸易权力捍卫门罗主义。 英国 、 法国 以及德国口关税以鼓励美国与巴西开展贸易 ， 但这
一尝试因

等欧洲列强的势力盘跟在拉美地区 ， 长期影响甚至为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反对而失败 。

？
１ ８８ ０ 年巴

垄断其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 ， 因而美国并未真正实

践门罗主义 ， 也没有排除欧洲列强对拉美经济体的舰…姑曰 “怒偷…雜
＾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 目 经济权力视角下我国对外

影响 。

？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 美国力图以贸易外交战略调整研究

”

（ １２ＣＧＪ００２ ） 的阶段性成果 。

实现排除英国等欧洲国家干预拉美地区事务的战略 ＂０ＲｉｃｈａｒｄＧｒａｈ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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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 ， 希望最终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拉美国家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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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 ， 美国与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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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制糖工业的萧条导致英国对巴西的影响不断下国与多米尼加签署互惠 贸易协定的谈判更为顺利 。

降 ， 力求降低损失的巴西开始与美国谈判 ，
使得美多米尼加因与美国签署互惠贸易协定而与传统的欧

国逐渐打开了 巴西的制糖工业市场 ， 乃至整个巴西洲 贸易伙伴产生 了较大分歧 ， 德国等国甚至
一

度扬

的市场 。

？ 此后 ， 美 国 同 巴西不断谋求更大范 围言通过提高关税 以报复多米尼加 。 在美 国 的支持

的贸易互惠 ， 最终两 国 于 １８ ９ １ 年正式签署 了 双下 ， 多米尼加并未向欧洲 国家屈服并且在之后的贸

边互惠 贸易协定 。 美 国对产 自 巴西 的粗糖 、 糖易中进
一

步倒向 了美国 。
？

浆 、 咖啡 以及皮革征收零关税 ，
巴西也对产 自美此外 ，

美国还与英属西印度群岛签署 了互惠贸

国的谷物 、 奶酪 、 钢铁及纺织品等 １ ５ 种产品减易协定 。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 以来 ， 糖的市场价格大幅

免 ２５％ 的关税 。

② 该协定签署后 ， 美国 国 内 对此下跌 ， 严重打击了 以制糖业为支柱产业的牙买加等

反应积极 ， 视其为美 国贸易外交的
一

次重要尝试英属西印度群岛 国家 。 然而英 国并未提供任何帮

并且寄予厚望 ， 然而英国 、 法 国 以及德 国先后 向助 ， 只在 １８８４ 年与美国签订了互惠贸易协定 ， 希

Ｉ巴西施加压力 ， 要求 巴西与其签署类似的互惠 贸望借助美国的力量缓解英属西印度群岛 的危机 。
⑨

＋易协定 。
③
但这并没有阻止美国商品以互惠贸易协１ ８９２ 年

，
为了促使美国 消除 《麦金利关税法案 》

卷定进入巴西市场 ， 并逐渐瓦解欧洲 国家对巴西的贸对英属西印度群岛的报复性关税 ， 英国不得不与美

ｍ易垄断 。国再次签署了涵盖更多产业及商品的互惠 贸易协

＾泛美会议之后 ， 美国与中美 及加勒比地区诸 定 。
⑩ 虽然英属西印度群岛 的经济危机得到解决 ，

合
经济体为签署互惠贸易协定而进行了

一

系列卓有成 麵美英互惠贸易协定的签署则意味着英国在加勒
￣效的尝试。 自 １ ８９ １ 年起 ， 美国分别与古 巴 、 鮮

比地区的贸易体系彻底瓦解 ，
以難为核心的加勒

｜黎各 、 多米尼加 、 危地马拉 、 萨尔 瓦多 、 洪都拉

公斯 、 哥斯达黎加 、 尼加拉瓜以及英属西印度群岛谈。 ｕ，ｈ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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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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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ａ

ｙ
ｓｏｎａｎｄＣｌ ａｒｋｅ

，

Ｉ９２８
，ｐｐ

＊ ４７８ 
＿

４９６－

奴饮站 田场 ⑥⑨Ｃａ ｒｌ ｊｏｈａｎｎｅ ｓＦｕｃｈｓ
’
７ＶＴＶａｃｆｅＰｏ ｉｉｃ

ｙｑ
ｆＢｒｉｔａｉｎ

〇

丑ｅｒＣｏ／ｏｍ
’

ｅｓｉｎｃｅ １８６０
，

Ｌｏｎｄｏｎ
，
ＮａｂｕＰｒｅｓｓ

，
１９０５ ，

ｐｐ
．

 ８８
－

８９ ；

与此同时 ， 美国也积极与海地和多米尼加谈判Ｄａｖ ｉ
ｄＭ ．Ｐｌｅ ｔｃｈｅｒ

，
ＴｈｅＡｗｋｗａｒｄＹｅａｒ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ｕｎ
̄

以谋求达成类似的协定 。 海地最初并不情愿加入美ｄｅｒＣ ｏｌｕｍｂ ｉａ
，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

ｙ
ｏｆＭｉ ｓｓｏｕｒｉＰｒｅｓｓ

，

Ｉ９６２
，

＾■ 国的互惠贸易体系 ， 但考虑到在与美国的贸易中并 ？

ｎ
．．

Ａ
．

ｍ⑩Ｄａｖｉ ｄＭ ．

Ｐｌｅｔ ｃｈｅｒ
，Ｒｅｃ ｉ

ｐ
ｒｏｃ ｉ

ｔｙ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 ｉｃａｍ ｔ ｈｅｈａｒｌ

ｙ

５２未受损 以及两国签订互惠贸易协定的互利性 ，
于是

１ ８９０ｓ ：ＡＦ ｏｒｅｔａｓｔ
ｅｏｆＤｏ ｌｌａｒＤ ｉｐｌ

ｏｍａｃ ｙ

＞
，

，
 ｉｎＰａｃ ｉｆ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ｔ

很快与美国签署了互惠贸易协定 。
⑦ 相 比之下 ， 美Ｖｏ ｌ＿ ４７

，
Ｎｏ． ｌ

，
Ｉ９７８

，
ＰＰ ． ７２

＿

７ ３ ．



比贸易体系得以初步建立 。阿根廷的影响下 ， 与会的其他拉美国家对美国的战

相比之下 ， 美国在中美洲大陆推行互惠贸易协略意图感到怀疑 ， 对美国倡议的泛美关税同盟深感

定较困难 ， 但其构建互惠贸易协定的 目的最终得以不安 。

实现 。 １ ８９ １ 年
，
美国 曾 与中美洲大陆 国家就互惠拉美国家的猜疑以及国会通过的 《麦金利关

贸易进行磋商 ， 然而后者拒绝与美国签署互惠贸易税法案》 使得美国建立泛美关税 同盟的尝试 以失

协定并指出美国在 已有互惠贸易框架中获得了巨大败告终 ， 但美国在此次泛美会议上也有一定的收

收益 ， 而互惠贸易却降低了中美洲大陆国家政府的获 。 由于共和党控制的 国会通过 了 《麦金利关税

关税收人。 此后 ， 萨尔瓦多同危地马拉 、 尼加拉瓜法案》 ， 拉美国家担心美国关税不仅不会下降反而

同洪都拉斯签署了双边贸易协议 ， 四国希望以此减有上升的风险 ， 因而对建立关税同盟的主张完全失自

少美国报复性关税的影响 。 但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去了兴趣 。 美 国建立泛美关税同盟的倡议未能实ｇ
四 国先后妥协 ，

并分别与其签署了互惠贸易协定
，

现 ， 表面上源于阿根廷的抵制和拉美国家的猜疑 ，

加人了以美国为核心的互惠贸易体系 。
①实际上则在于其方案过于超前 ， 难以实现 。 虽然泛瑟

虽然美国与墨西哥及阿根廷签署互惠贸易协定 美关税同盟的倡议未能实现 ，
但是与会各国就开展＿

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 但美国与 巴西 、 古 巴 、 海地、 互惠贸易协定谈判以及在华盛顿建立商业信息局等｜
多米尼加 、 英属西印度群岛 、 萨尔瓦多 、 危地马诸多方面达成了共识 。

⑧ｍ

拉 、 尼加拉瓜 、 洪都拉斯等中美洲及加勒比经济体此次泛美会议和关税同盟的倡议是美国排除欧ｓ

签订了双边互惠贸易协定 ， 初步构建了以 自身为核洲商业利益 ， 拓展其在拉美地区影响力的有益尝｜
心的双边互惠贸易体系 ， 极大地提升了美国在中美试 。 在会议进程中美国虽然面临拉美多国 以及国内ｇ

洲以及加勒比地区的影响力 ， 为之后的
“

美元外政治的阻力 ， 但其较好地把握了会议进程 ， 深刻地｜
交

”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 同时
，
欧洲 国家对拉美影响了会议 日程与讨论内容 ，

而且各国广泛讨论的ｆ
地区的贸易垄断被逐步打破 ， 取而代之的则是逐渐议题也大多源于美国 的利益诉求 。 虽然部分议程最Ｉ

崛起 的 以美 国 为核心 、 辐射 拉美 地 区 的 贸 易终没有按照美国 的意志转化为政策 ， 但仍体现了美｜

帝权 。
？国对于美洲经贸事务强大的影响力 ， 预示着美国 贸ｆ

（

二
）
泛美关税同盟的倡议｜

１９ 世纪 ７ ０ 年代末周期性经济萧条迫使美国寻
＇

Ｉ

求拓展拉美地区出 口市场的新方式 。 受亨利 ． 克莱
Ｄａｖｉ＜ｍ Ｈｅｔｃｈｅ ｒ

’
“

Ｒｅｃｉ
ｐ
ｒｏｃ ｉ

ｔｙ
ａｎｄ Ｕ

ｔ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 ｎ

ｔ
ｈｅｆ

— 一 ，？ ？
Ｅａｒｌｙ １ ８９０ｓ

：ＡＦｏｒｅｔａｓｔｅｏ ｆＤｏ ｌｌａｒ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 ＊

，
ｉｎＰａｃ ｉｆｉｃＨｉｓ

ｔ
ｏ ｒｉｃａｌ

（ ＨｅｎｒｙＣｌａｙ ） 及泛美主义思潮的影响 ， 美国在探Ｖ （）Ｌ ４７
，
Ｎ。 ． 丨

，

１９７８
，ｐｐ． ７／＿７４ ．

７’＞交

索互惠贸易协定的基础上 ， 充分借鉴了德国建立关③ 帝权 （
Ｉｍ

ｐ
ｅｒｉｕｍ

）
是指包括领土和非领土两种要素 的综合

税同盟的经验 ， 力求以召开泛美会议的方式探讨并权力 ， 贸易帝权则是帝权在贸易领域的具体体现 。 对于帝权概念

Ｓ ｇ ④以及帝权对地区秩序的塑造 ，
可参见 ［美 ］ 卡赞斯坦 ： 《地区构成

的世界 ： 美国帝权中 的亚洲 和欧洲 》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 版社 ，

在泛美会议期间 ， 与会各国在美国的领导下探２００７ 年
，
第 ２

￣ ８０ 页 。

讨了关税同盟倡议和涉及各国利益的诸多问题 ， 既④ ｌｏｓｅｐ
ｈＳｍ ｉｔｈ

，

７７？ ｔ／ｒｅｉｔｅｒｆ Ｓ＿ａｍ ｉｉｏｔ 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４ ／ｆｏＪｏ／ｙ

包括航运 、 铁路运输、 通信 、 海关等基础性问题
，

１ ７７６
￣

２０００
＾
Ｎ ｅｗ Ｙ〇ｒｋ

－
２〇〇５

＞

也包括泛美 税问盟的条款 、 将银币作为共问货币⑤ Ｊｏｓｅｐ
ｈＳｍｉｔｈ

，
Ｚ／ｒｔｉ ｉ Ｃｅｄ ＳｔｏｔｅｓａｒａｒｆＡｍｅｒ ｉｃａ

：４ ／ｆｃｔｏｒ
ｙ

以及仲裁解决拉丁美洲争端等较为敏感 、 争议较大ｑＭｍｅｒｉａｍＮｅｗＹｗｋ
，

Ｉｌｏｕｔｌｅｄ
ｇ
ｅ

，
２ 〇〇５

，

的问翩 ⑤ 苴由 羔围 摁 屮 的荇羔羊葙 同 阴倡议ＷＰ
－ ４９

；Ｄａｖ ｉ
ｄＭ． Ｐｌｅｔ ｃｈｅｒ

，
Ｈ

Ｒｅ ｃｉ
ｐ
ｒｏｃｉ ｔｙ

ａｎｄ Ｌａｔ 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ｉｎｔｈ ｅＥａｒｉｙ

的 ＩＪ题 。 ＾ ■甲 ， ＆柷 Ｉ Ｊ ｊＳ１昌 

１乂Ｗ１ ８９０ ｓ
：Ａ Ｆｏｒｅｔａｓ

ｔ
ｅｏｆ Ｄｏｌ ｌａ ｒＤｉ

ｐ
ｌｏｍａｃ

ｙ

’ ’

，
ｉ ｎ

及仲裁机制被认为是将欧洲列强的商业影响消除出Ｍ ４７
，
Ｎ。」

，

１ ９７８
，ｐｐ

． ５６
－

５７ ．＾９
美洲的尝试 。 美国国会议员理查德

？

汤森德甚至直⑥ Ｃ ｏｎ
ｇ
ｒｅｓｓｏｆＶ． Ｓ ．

，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ｉｏｎａｌＲｅｃｏｒｄ

：５０
ｔｈ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

１

ｓ
ｔ

接指出 ：

“

（在与拉丁美洲国家的贸易中 ） ， 我们不
Ｗａｓｈｉｎ

ｇ
ｔｏｎＤ ＿ ｅ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 ｎｔＰｒｉｎｔｉｎ

ｇＯｆｆｉｃｅ
，

１ ８９０
’

ｐ
．１６５６

，ｐ
．
３０８ ．

仅要比其他任何国家占有的份额都要大 ， 更要实现 ⑦ＨｉｏｍａｓＦ． ＭｃＧａｎｎ
，

Ａｒ
ｇ

ｒ邮 ｉｎａ
，

Ｓ
ｔ
ａｔｅｓ如／ｎ ｔｅｒ 

－

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有效控制 。

” ⑥ 此番表态以及布 ■Ａｍｅ ｒｉｃａｎＳ
ｙ
ｓｔｅｍ ，

／腳 ＿

７９仏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 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

莱恩建立泛美关税同盟的宏大设想引起了雖国家
１９５７

， ｐｐ
‘

１３６
＿

１ ３Ｔ

 ，ＭＢ
、． ＿、 一 ．⑧ＪｏｓｅｐｈＳｍｉ ｔｈ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 Ｌａｔ 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Ｈｉｓｔｏｒｙ

对美国意图的担忧 。 阿根廷代表甚至直接质疑美国ｏ／ ｙｌｍｅｒｉｃａ／ｉＺＪｉ
ｐ

ｉｏｍｏｑｓ
－

２０００
，ＮｅｗＹ ｏｒｋ

，Ｈｏｕｔ
ｌｅｄ

ｇ
ｅ

，２００５ ，５３

召开此次会议的意图和泛美关税同盟的倡议 。
？ 在ＰＰ

． ５２
－

５４．



易帝权以及地区贸易主导时代的到来 。

①２０． ５％ 。
⑦

《威尔逊
一戈尔曼关税法案》 虽然在

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关税税率 ，
但其从法律层面终止了美国与

二 美国的拉丁美洲贸易外交的特质与模式拉美国家所签署的双边互惠贸易协定。
？ 实际上 ， 两

党 国经济的周斯隨条、 国产品出口以

美国的拉丁美洲贸易外交的发展是长期的 、 不及将关税作为重要的贸易政策工具等问题上的立场基本

断变化 的 ， 体现出 了反复性 、 渐进性及试验性 、
一致 ， 而在关税政策的使用方法 、 关税水平以及 自 由贸

“

组合主义
”

的复杂特质 。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 ， 易或贸易Ｗ政策的推行方面具有明显的分歧 。

？

美国贸易扩张主义者就贸易扩张的范 围 、 目标 国然而 ， 《威尔逊
一戈尔曼关税法案》 的 出 台 、

家 、 具体方案及行动草案进行了长期的探讨与争美国 出 口总额的下跌以及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提高

论 ， 然而却并未确定美国贸易外交的基本思路和根 关税的呼声愈发强烈 ， 随后 出 台 的 《丁利关税法

本政策 。
② 缺乏经验的美国贸易外交决策者更多地 案 》 更将贸易保护推向了顶峰 。 该法案恢复并提

１以试探性方式探索着贸易外交的宏观方向及具体操 高了对羊毛 、 纺织品 、 瓷器以及粗糖的关税 ， 铅的

ｔ作 。

一

方面 ， 美国 民主党或共和党控制下的 国会分 关税甚至比 １８９０ 年还要高 ， 总体关税税率恢复到

｜别通过了许多关税法案
，
体现了 自 由贸易与贸易保

《麦金 利 关税 法 案 》 的 水平 ， 平 均 税 率 高 达

四护两种偏好的反复尝试 。 另一方面 ， 美国政府与公
５７％ 。

⑩ 进入 ２０ 世纪之后 ， 倾 向于 自 由贸 易的塔
期司探索出了

“

组合主义
”

模式 ， 使得私人跨 国公
二司在贸易外交中 日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０

丨 入丁干 」 虫３Ｃ Ｗ Ｊ Ｉ卜 ／ＴＪ Ｏ

①Ｊｏｓｅｐ
ｈＳｍｉｔｈ

，

瓜ａ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４胸ｏ／ｙ ｏ／

一（

一

） 美国的拉丁美洲贸易外交的试验性ＡｍｅｒｉｃｔｍＤｉｐｌｏｍａｃ
ｙ＾
１７７６

－

２０００
，
ＮｅｗＹｏｒｋ

，
Ｒｏｕｔｌｅｄ

ｇ
ｅ

， ２００５ ，ｐ
． ５３．

专受到国内利益集团及其国会立法的阻烧 ，
上述② ＤａｖｉｄＭ． Ｐｌｅｔ ｃｈｅｒ

，

。／ ａｎｄ

Ａ双边互惠贸易协定也仅仅持续到 １ ８９２ 年美国总统
Ａ—ａｎ Ｅ纖ｏｍｋ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ｍｉｓ

ｐ
ｈｅｒｅ

，
Ｊ８６５ 

－

１９００
，

Ｃｏ ｌｕｍ
－

月
＊

ｂ
ｉａ 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

，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ｓｓｏｕｒｉＰｒｅｓ ｓ
，
１９９８

，ｐｐ． ３
－ ４ ．

＾选举中克利夫兰获胜之时 。 在最后
一

项互惠贸易协③Ｊｕｄ ｉｔｈ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

／ｃｆｅｏｓ
，
加從枕这ａｎｃ？ ｚｌｍｃｒｉｃｏｎ ７Ｖａｄｃ／Ｗ ｉｃｙ ，

各定签署不到 ２年半的时间 ，

１ ８９４年８月１ ３日 当时Ｉ
ｔ
ｈａｃａ

，

Ｃｏｒｎｅｌ ｌ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
ｙ 
Ｐｒｅｓｓ

，
 Ｉ＂３

， ｐｐ
．１〇２

－

１０４ ．

Ｓ由 民主党控制 的美国 国会批准了 《威尔逊
一戈尔④ Ｐ＿ Ｗ ＿ ＴａＵＳＳｉ

ｇ ’Ｉ Ｍｄｄ ｎｌｅ
ｙ
Ｔａｒｉｆｆ Ａｅｔ

’ ’

’ ｉｎ ＴＴ＾ａｍ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 ｌ
，
Ｖｏｌ ．１

，
Ｎ ｏ．

２
，
１８９ １

，ｐｐ
．
３３ １

－

３４７ ．

Ｉ曼关税法案》 ， 单方面终止了所有双边互惠条约 ，

⑤Ｊｏ ｓｅ
ｐ
ｈＳｍ ｉｔｈ

，

Ｃ／ｎ ｉｔｅｄＳｔｏｉ ｃｓ ｏｗｆ Ｌａ ｆｉｔｔＡｍｅｒｉｃａ
：
４ 册ｔｏ／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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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

ｌｅｄ
ｇ
ｅ

，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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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外 策摇摆不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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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间 ， 美国先后出台 了５项重要的ｐ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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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法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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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共和党控制下的 国会所通过的 《麦金利关税法１ ９９ ８
，

案》 在两党对关税税率的激烈争论中出台 ， 完全代表⑦ Ｃ ｏｎ
ｇ
ｒｅｓｓ 。￡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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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妙４改 Ｐａｓｓｅｄ

了贸易 主义者的关税主张 。
③ 虽然其降低了大部１７８９ｔｏ １８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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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金属制品的进 口税率并且首次在关税法案中 引人 ＝＝ ｉ
ｇ

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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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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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１９３ １

， Ｐ
．
３０９

；Ｄａｖｉｄ Ａ．Ｌａｋｅ
，ｆＷｅｒ

，

ｉＶｏｔｅ ｃｔ
ｉ
ｏｎ 咖 ／故／ｎ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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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采取报复性关税的权力并最终导致布莱恩泛美关税⑧ Ｄ ａｖ
ｉ
ｄＭ．Ｐｌｅ ｔｃｈｅ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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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的倡议未获通过 。
？４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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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夫兰总统在亨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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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 《威尔通广戈尔曼关税法案＞ ， 对 自 由贸易 以及ｃａｎ Ｆｏｒｅ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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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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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关税进行了有限的尝试。

？ 该法案取消了羊毛进Ｎａ ４
，１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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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关税 ， 降低了毛纺织品 、 丝织品 、 煤炭 、 铁矿石 、⑩ Ｇｍｇｒｅｗｆ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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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生铁、 陶瓷以及粗糖等商品的进 口关税 ， 平均从价税／Ｗ＿ ｉｉ〇ｒｗ 編秘＾ｗＯａ ／ｉｇ— ７７？脱 ４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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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也由 ４９％ 降低为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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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脱总统在其就任之后便酝酿修改 《丁利关税法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
私人公司通过兼并 、 收购 以及

案》 ， 并颁布 了 《佩恩
一

奥利奇关税法案 》 ， 调整对铁路 、 公路等大型工程的投资迅速发展壮大 ， 其

了棉花 、 羊毛 、 盐 、 原木 、 纸浆 、 金属 、 烟草 、 糖拓展海外利益的诉求也随之增加并逐渐成为美国贸

以及农产品的关税
，
取消了咖啡 、 石油及高档艺术易外交的支撑性力量 。

？ 成立于 １ ８４６ 年的塞利格

品的关税 ， 将商品平均关税大幅 削减了近 ２０％
，曼公司通过对美国铁路的投资 ， 拥有突出 的资金实

实现了对高关税政策的尝试性调整 。

？ 在此之后 ，
力 ， 不仅对尼加拉瓜

“

美元外交
”

提供了 巨额资

《安德伍德关税法案 》 把关税的 目的从单纯的产业金 ， 还曾大力 支持巴拿马运河 的修建 。

？ 摩根银

保护调整为提高政府财政收人 ， 将免税商品的范围行 、 坤洛银行 （ ＫｕｈｎＬｅｕｂ ） 以及花旗银行还曾在

进
一

步扩大 ， 使得美国关税水平降至内战后的最低１ 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大量购买墨西哥及阿根廷国债 ， 帮自

点 ， 对低关税进行了一次最大胆的尝试 助两国缓解财政危机 ， 拓展了美国政府及私人公司｜

处在探索期的美国贸易政策经历了 自 由贸易和的影响力 。

？ 布朗兄弟公司在尼加拉瓜总统何塞
？

贸易保护的多次变化 ， 并最终实现了 由不稳定向稳桑托斯 ？ 塞拉亚辞职之后提供了乔治 ？ 埃默里公司ｆ

定的转变 。 总体来看 ，
内战结束之后 ，

美国奉行孤对尼加拉瓜的索赔款 ， 与塞利格曼公司
一道成为美＃

立主义战略 ， 实施了 比较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政国贸易外交的建设性力量 。

？

｜

策 ；
到 １ ８８７ 年美国为了避免周期性的经济萧条和私人跨国公司对于美国贸易外交的影响逐渐凸Ｗ

扩大商品出 口
， 实行了 自 由贸易政策并对原材料免

Ｓ

征关税 ；
１９ １ ３ 年之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 ，

＾〇ＫｖＬ｜
①Ｓ ｉｄｎｅ

ｙ
Ｒａｔｎ ｅｒ

，
ｍ ／４ｍｍｃａｎＮｅｗＹ ｏｒｋ

，５Ｇ

更为强调 自 由贸易和降低关税 ； 然而大萧条时期美ａＶａｎ Ｉ＾ｔｒａｎｄｅ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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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如―咖^

续到富兰克林 ？ 罗斯福实施新政。
③ 直到 １ ９３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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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９６３

，ｐｐ
＿ ４２４－ ４２６

；Ｇｅｗｇ
ｅ

纪

， ，
Ｍ ．Ｆ

ｉｓ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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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事实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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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同时 ， 两党政治的特殊内部因素 以⑥ 江振鹏 ： 《公共政策 、 私人资本和金融专家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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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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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载 《拉丁美洲研

新执政后住住会对原有贸易政策进打调整并颁布新载 ｛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
１９９ １ 年 ５ 月

， 第 ２２ 页 。

的关税法案 ， 因而美国贸易外交政策缺乏连续性 ，⑦ ＳｅａｎＤ ｅｎｎｉ ｓＣａｓｈ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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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Ｍ ｉｅ

ｙ ，５５

“

组合主义
”

模式进行贸易外交的新路径 ｏ
⑥ 伴随Ｃ ． １ ８８０

－

１９１０
”

，

ｉｎ ＴＴ＾ｍｅｒｉｃｏｓ
，Ｖｏｌ ＿ ６５ ，Ｎ。． ３

，２〇０９ ，ｐ
． ３９７ ．



显
， 在美国的拉丁美洲 贸易外交中 的作用愈发重现出反复性 、 渐进性以及实验性的特点 ，

确立了贸

要 。
①

１９１ １ 年 ６ 月
，
美国与尼加拉瓜签订了不平等易外交的

“

组合主义
”

模式
， 对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

的 《美国 与尼加拉瓜贷款协议》 ， 但由于塔夫脱领代的双边 、 多边贸易外交产生 了广泛的历史性影

导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 ， 响 。 时至今 日
， 墨西哥 、 智利 、 萨尔瓦多 、 洪都拉

该协议被美国国会否决 。 公共政策的失败迫使美国斯 、 尼加拉瓜 、 危地马拉 、 多米尼加 、 哥斯达黎

政府转而倚重私人公司和银行的力量实施
“

美元外加 、 秘鲁 、 哥伦比亚与巴拿马 １ １ 国仍是美国双边

交
”？

。 此后 ， 塞利格曼及布朗兄弟公司等在美国自 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国 。 由此可见 ， 美国侧重双边

政府的授权下 ， 与尼加拉瓜政府签订条约和协定 ， 互惠贸易协定以及多边贸易倡议 ， 借助跨国公司的

形成了复杂且利益交织的
“

贷款网络
”

。

③
商业公力量开展贸易外交 ， 在外交手段组合 、 具体操作模

司通过资金支持 ， 以其独特的方式支持着政府的对式以及渐进式发展等方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

外贸易政策 ， 有效地弥补了纯粹政治外交的缺失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美国经济崛起过程中其贸

｜美国政府与私人跨国公司构建共同体 ，
以

“

组合 易权力的战略性使用是 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 、

“
一

Ｊ主义
”

的形式支撑着美国贸易外交 。 这种共同体以 带
一

路
’ ’

战略可借鉴和 吸取教训 的案例 。 正如布

｜
“

组合主义
”

为模式 ，
在 ２０ 世纪初贸易外交的实践中 赞 （ ＢａｒｒｙＢｕｚ

ａｎ
） 等所探讨 的 ， 研究者需要 比较

ｍ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并长期影响着美国贸易外交 。 在尼当今中 国与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的美国 ， 而不仅仅
＾加拉瓜的贸易外交实践中 ，

一

方面 ， 政府控制尼加拉 是当今美国 。 中美两国
“

都维持与世界其他国家

§瓜海关关税、 实施关税监管 、 保证贷款偿还 ， 甚至在 的经济交往 ， 关注 自 身经济发展 ， 然而政治超脱 、

－局势动荡时出兵干预 ， 以此为美国
ｐ
本的扩张护航 ；

自 我防御 ，
而且不愿参与全球均势

， ，

⑦
。 尽管美国

年另一方面 ， 美国私从国公司和银行以强大的经济力 的拉丁美洲贸易外交试图扩大 自身在拉美地区的政

§量为对外政策的实施提供了 巨额资金。
？ 私人公司与

治与经济影响 ， 排挤欧洲大国 的影响 ， 但是其作为

＜■紗
腦大睡麟雜与相当細麟大国战略环

￡
色

， 对贸易外麵到了
“

组合式支撑
”

的作用 ’ 麵
境非常相似 ， 当然中 国并不会以此寻求建构 自 己主

ｆ
“

ＭＭ
”

气
１９２０＿

导的躯贸易体系与秩序 。 尽管中類酬边贸易

： 外交的 目的各异 ，
但是这并不妨碍中Ｓ 以此为经验

｜私人跨国公司及
“

组合主义
”

模式在美国 贸

ｇ易外交中 同样具有试验性和渐进性的特质 美国
《 、

一 ① ＡＪｂｅｒｔ
０． Ｂ

ｉｉｓｃｈｍａｎ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Ｓｔ ｒｕｃｔｕｒｅ
才 

Ｆｏｒｅ ｉｇｎ

政府最初引人私人跨国公司参与贸易外交的 目 的在
Ｂ ｅＡｅｌｅ ｙ ，Ｕ ｎｉ ｖｅｒｅ ｉｔ

ｙ
。￡ １９＾ 职 ３

／
１２ ＿

于改善政府在贸易夕卜交实践中的被动局面 ， 其动因② 江振鹏 ： 《 国际债务危机与美 国金融霸权之基 ： 塔夫脱

是复杂的 。 通过参与贸易外交而获利的私人跨国公
“

金元
”

外交再考察 》
，
天津 ，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

司扩大了资金及贸易规模 ， 因而寻求与政府更为紧
２〇

：ｆ〇ｔｔ

９３

Ｎ；＾ｔＦｒｅｅ關
，

驗啊醜＾ 没崎

密的合作 ，
逐步形成组合主乂 模式 。 在这—ｉｎ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Ｉｍ
ｐ
ｅｒｉａｌ ｉ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
，
ＧｅｏｒｇｅＡｌｌ ｅｎａｎｄＵｎｗｉｎＬ ｔｄ．

，
１９２７

，

过程中 ， 私人跨国公司 与政府的合作历经 由 浅入Ｐ
． Ｍ ． ２〇 世纪初美国与尼加拉瓜贸易外交可参见 ＭｉｃｈｅｌＧｉｓｍｏｎｄｉ

深 、 由低级向高级的过程 ， 并以渐进性的路径探索

出了
“

公共权力与私人公司合作
”

的新方式 。
？ 这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
Ｖｏ Ｌ ６５

，Ｎ ｏ． ３
，２００９

，ｐｐ ． ３７５ 
－

３９４．

一

方式在之后
“

道威斯计划
”

及
“

马歇尔计划
”

江振鹏 ： 《公共政策 、 私人资本和金融专家的组合——

巾也发挥了重要側 ，
麵发展为时至今 日更誠

？＜＆Ｔ＿

熟的
“

公私伙伴关系
”

。⑥ 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与政治交互作腦结构
，
经

济与政治的关系表现为财富与权力的关系或者市场与 国家的关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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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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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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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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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９７５ ． 参见 ［英 ］ 苏珊 ？ 斯特兰奇著 ， 杨宇光译 ： 《 国家与

随着经济权力 的增强 以及贸易大国地位的建市场 ：
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 ，

上海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

２〇 １２ 年
，

立
，
麵逐渐尝试以双边与多边贸易协定等方式扩

第 １ ７２
￣＿。

⑦Ｂａｎ
ｙ Ｂｕｚａｎ ａｎｄＭｉｃｈ ａｅｌＣｏ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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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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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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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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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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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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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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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一带一路

”

战略指导下积极开展以共同发展外交战略措施 ， 与其相竞争而扩展 自身贸易权力 的

为根本 目标的双边贸易或多边贸易外交 。影响 。 美国在拉美及中美洲地区的贸易外交很大程

无论如何 ， 中 国需要 以 自身利益诉求为 出发度上是对英国 、 德国等欧洲国家在这些地区影响的

点 ， 实施经济与外交平衡 ， 应该在双边 、 区域与多反映 ， 因而欧美 日大国贸易外交战略的手段 、 布局

边 自 由贸易协议方面寻求贸易战略突破 。 在周边地是中 国周边贸易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宏观背景 。 中 国

区
，
中 国 已与东盟 （ ２００４ 年 ） 、 巴基斯坦 （ ２００６既要巩固与 巴基斯坦等传统伙伴国 的经贸联系 ， 又

年 ） 、 新加坡 （
２００９ 年 ） 、 韩国 （

２０ １５ 年 ） 签订了要寻求新的伙伴国 ， 特别是韩国 、 澳大利亚等美国

自贸协议。 除此之外 ， 笔者认为应该启动与马来西盟国 ， 从而实现经济与战略突破。 另
一

方面 ， 美国

亚 、 泰国 、 印尼 、 越南等周边国家的双边 自 由贸易并不是 自 己发明了贸易外交 ， 而是对英国的埃及经自

协议 。 中国不仅应继续推进中国
一东盟 自 由贸易 区贸战略 、 德国关税同盟经验的模仿与学习 ， 因而 ，ｇ

协定 的升级版 以及
“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
”

中国决策者需要关注欧美 日大国贸易等经济工具的

（
ＲＥＣＰ

） ， 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推进亚太自 贸协战略运用 ，
以正确的义利观为指导 ， 不采取有条件｜

定 （ ＦＴＡＡＰ ） ， 拓展上海合作组织框架 内 贸易 协性的贷款 ， 弱化贸易控制 的色彩 ， 避免招致
“

殖胃

定 ， 而且应积极倡议东亚与南亚地区第
一个发展中民主义

” “

帝国主义
”

的指责 。｜
国家之间的多边协议 《亚太贸易协定》 、 中 国与太（ 责任编辑 高 涵 ）ｆ

平洋联盟 自 由贸易协定 。

？

ＣＳ

一

方面 ， 中 国应该关注美国 、 日 本在亚太地区① 白云真 ： 《 奧巴马 政府贸易外交及中 国的应对之策 》 ， 载ｆ

的贸易举措与战略部署从而采取富有针对性的贸易
《 国际关系研究》

，

■ 年扪 期
，
第 页 。１

ｔｏ

（ 上接第 ５０ 页 ）延伸的力度 ， 密切联系广大侨 团 ， 夯实反
“

独
”

｜

石油署长哈罗多 ？ 利马 ， 巴西前总统卢拉的胞弟 ， 促统活动的社会基础 。

一方面 ， 巴西统促会积极聘｜

里约州 、 市政府代表等多名巴西政要出席大会开幕 请广大侨团领导人 、 著名侨领担任统促会会长 、 荣｜

式 ， 并在开幕式上发言 ， 他们
一致表示 ， 非常欣赏誉会长 、 顾问等领导职务 ， 既可 以扩大统促会的社髮

中 国 、 尊重中 国 ， 希望看到 中 国是
一个统一的国会影响 ， 同时又可以 和广大侨团建立紧密联系 。 例§

家 。 此外 ，
巴西华侨华人还积极与当地主流媒体进如 ， 巴西里约中 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聘请中南美洲黄ｇ

行接触 ， 推动巴西主流媒体对中 国统一大业进行正埔军校同学会首任会长 、 中国大西南侨胞同乡 总会＃
面报道和宣传 ， 从而为 中 国和平统

一

大业营造有利首任会长 、 著名侨领罗大诚担任名誉会长 。 另
一

方Ｉ

的舆论氛围 。 例如 ， 出席 ２００７ 年中南美洲统促会面 ， 统促会加强与广大侨团的相互协作 ，
共同开展

委 内瑞拉大会的巴西统促会代表团特别邀请了 巴西反
“

独
”

促统活动 。 例如 ， 位于里约的 巴西中 国

记者茹莉安娜
一起与会 。 返回巴西后

，
茹莉安娜将和平统一促进会 、 巴西里约中 国和平统

一

促进会经

大会盛况和 中南美洲 ５００ 多华侨华人热切呼吁和企常与里约其他三个主要的侨团里约华人联谊会 、 巴

盼两岸实现和平统
一

的新闻发表在巴西最大的报纸 西华人文化交流协会、 巴西中 国浙江商会共同开展

《圣保罗页报》 上 ，
在巴西社会和华侨华人中 间产反

“

独
”

促统活动 ， 联合发表声明 ， 共同举办座

生了重大影响 。

？谈会等 。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２０１ ３ 年这五大

（
五

）
密切联系广大侨团

，
夯实反

“

独
”

促统侨团共同协作 ， 成功主办 了
“

２０ １ ３ 年全球华侨华

活动 的社会基础人促进中 国和平统
一

大会
”

。ｗｍｍ

巴西不仅是拉美地区华侨华人人数最多的 国 （责任编辑 高涵 ）

家 ， 也是拉麵 区华侨华人社团最多的国家 。 目

前 ， 在巴西 ，

一

共生活着 ２０ 多万华侨华人 ， 成立ｇ
Ｈ

了
１〇〇 多个华侨华人社团

？
。 巴西各地统促会女ｎ何① 《巴西华侨华人借驻在国主流媒体宣传和平统

一主张》 ， ｇｇｌ

在反
“

独
”

促统运动 中 团结这些数量众多的侨团 ，

２０〇 ？ ￥ ６
＿＾ ４Ｉｈｔ ｔ

ｐ ：／／ｗｗｗＡｔｏａ
ｑ
ｍ ｃｏｍ／ｈ

ｑ
ｈｒ／ ｈｉｄｔ／ｇＭ

２ＤＪ７ ０６／０４／７４９２１ ．
ｓｈｔ

ｍｌ

获取广大华侨华人的理解和支持 ，
直接关系到反② 国务院侨办干部学校编著 ： 《华侨华人概述》

，

北京
， 九州

“

独
”

促统运动的成效 。 巴西统促会加强工作向下出版社 ， ２００５ 年 ， 第 １４５ 页 。５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