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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民眾昨天在首爾市的憲法裁判所
附近，舉標語支持正被停職等候彈劾
案判決的總統尹錫悅，相信他可以「讓
韓國再次偉大」。� （法新社）

美國總統特朗普即將公布「對等關
稅」詳情，引起各國關注。圖為特
朗普（左）2月13日在白宮展示他
簽署要求對美國貿易伙伴徵收「對
等關稅」的行政命令。� （路透社）

 

尹錫悅彈劾案4．4宣判  韓警提高警戒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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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前貿易高官：「對等關稅」概念難執行

美財長預告周四凌晨公布方案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周
一發表每年一次的「針對外國貿易
壁壘之全國貿易評估報告」，檢視美
國眼中在59個貿易伙伴的市場中所
面對的貿易壁壘政策和法規，包括
平均適用關稅稅率、糧食安全法、
再生能源要求和公共採購規則等非
關稅壁壘。（見附表）

中國（大陸）是這份報告的焦點，
在合共397頁的報告文本，中國的部
分佔多達48頁。報告首段即提及在
「特朗普 1.0」達成的中美首階段貿
易協議，指北京只履行部分協議條
文，卻迄今仍未履行部分「更重要
的承諾」。以農業為例，中方在農產
品進口確有重要改革，但在農業生
物科技和就飼養豬牛使用瘦肉精進
行風險評估等「更重要承諾」則未
有落實。

報告還指官方貿易數據顯示，中
方購買美國貨物和服務的金額遠低
於在貿易協議上的承諾。美國智庫
彼得森國際經濟學研究所在 2022年
統計指，中方原承諾在 2020 年和
2021年合共購買 5024億美元的美國
貨物和服務，但實際金額只有 2888
億美元，即承諾的57%。當時《紐約
時報》引述中美官員的說法，指購
買不足是由於新冠疫情的特殊情况，
包括工廠停工、運輸中斷和消費者
需求波動等，而且有美國製造業勞
資代表指出，購買大宗商品從來無
法真正解決美中貿易關係不平衡。

中方未即時回應  歐盟澳洲拒讓步

報告其後將矛頭指向中國的「國
家引領、非市場貿易體系」，點名指
控中方「不公平和反競爭」的本土
創新政策方式，指其首要目標是在
中國市場透過任何可用手段以中國
的科技、產品和服務取代外國的競
爭對手，建立中企在中國市場的主

導優勢，其後利用這點作為跳板，
再主導全球市場。報告點名提到中
方「2025計劃」中的10個戰略行業，
包括先進資訊科技、自動化機械工
具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設備和新能
源汽車等。

北京暫未回應報告指控，惟部分
美國貿易伙伴迅速回應。歐盟委員
會主席馮德萊恩昨表示願繼續跟美
國談判，但如有必要，歐盟「有強
力反擊計劃」。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
針對報告批評的澳洲新聞媒體議價
法、製藥、生物安全等範疇，表示
在其任內「沒有商議餘地」。韓國產
業通商資源部表示，在密切分析報
告以便制定應對措施及將就關稅繼
續跟美方協調溝通。

美媒指基本徵20%  按行業國家加碼

外界如今關注特朗普最終會採取
怎樣的方式落實其念茲在茲的「對
等關稅」，其中白宮發言人萊維特周
一表明新關稅將「以國家為基礎」。
《華爾街日報》周日指白宮幕僚建議
方案包括對幾乎全部進口貨物統一
徵收 20%關稅，另對特定行業或國
家徵收更高關稅，作為迫使貿易伙
伴下調關稅或修訂貿易政策，或打
擊偷渡販毒等其他問題的談判籌碼。
 （紐約時報/
� 環球時報/路透社/衛報）

美國總統特朗
普已預告今日（2

日）正式公布「對等關稅」的
政策內容。在奧巴馬時代曾任
美國代理副貿易代表、現任
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ASPI）
副 所 長 的 卡 特 勒 （ Wendy 
Cutler，圖），周一先在亞洲
協會香港中心的活動上分析「特朗普
2.0」的貿易和關稅政策。她認為特朗
普的關稅戰本身有多重的政策目標，但
「對等關稅」在概念上很難實行，或促
使特朗普用更一刀切的方式應對。談到
中美次階段貿易談判的可能性，卡特勒
認為雙方都會有不低的叫價，要真正達
成協議殊非易事。

特團隊修正方向  傾向統一關稅

卡特勒表示，「對等關稅」的背後思
維可用現實生活例子解釋——以汽車
關稅為例，美國關稅率只有 2.5%，歐
洲卻是10%，這是為何特朗普質疑不公
平，「對等關稅」就是主張美國與貿易
伙伴之類的關稅率持平。然而，在實際
操作和執行上這非常複雜，卡特勒指
出，美方關稅清單涵蓋超過1萬條產品
線（product line），然後再乘以國家（和
地區）數量——例如說是200個吧（按：

相乘後即不止200萬項關稅），
「你可以想像『對等關稅』政
策是要如何鉅細無遺，顯然我
們無辦法實施這樣的措施」。

在這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團
隊原開始修正方向，研究關稅
分級制，卡特勒形容這就是挑
選美國處於最大貿易逆差或關

稅差異的國家，給了相應的關稅，「舉
例說，就是X國或許被賦10%關稅，Y
國則可能是20%」。然而，特朗普周日
的最新說法顯示他認為團隊提出的政策
仍是過於複雜，故傾向統一關稅，也就
是每個國家承受相同的關稅稅率，令政
策落實和公眾理解更容易。

卡特勒認為，綜合特朗普的不同說
法，關稅本身有多重的政策目標：一是
作為談判籌碼，即以關稅威脅迫使其他
國家讓步，像印度便主動減關稅、歐盟
和英國正討論放棄數碼服務稅；二是增
加收入，尤其是填補大幅減稅而流失的
政府資金；三是取締不公平貿易行徑
和收窄貿易逆差；四是達成「非貿易」
（non-trade）目標，例如特朗普周日突
指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烏戰停火上不配
合，威脅向俄羅斯出口石油實施次級關
稅——這點顯然跟地緣政治而非貿易的
因素有關。

在「特朗普1.0」，中美達成首階段貿
易協議，但有美國智庫統計質疑中方未
有履行大部分貨物購買承諾，「特朗普
2.0」會否有次階段貿易協議呢？卡特勒
認為，這會是極為困難的談判，從美方
角度看，將不止要求中方兌現首階段承
諾，並建基於此進一步推至知識產權、
科技轉移和農業限制等議題，尤其是如
何處理其眼中的中國產能過剩問題。她
指美方另一關切是中企利用在第三國
（例如越南）生產和出口逃避關稅。

中美叫價不低  難達2次階段貿易協議

「另一方面，中國也會有自己的要求
清單。」卡特勒舉例說，中方希望美方
對出口管制作某些寬減，並讓此前關稅
回落，並盼取得某種不會再有額外關稅
的保證，而且她認為北京對中企在美國
投資的機會深感興趣，以上都是美方難
以回應的要求。

因此，卡特勒相信，即使中美最終
能展開次階段貿易談判，但如果想要成
果有意義和真正解決一些確實艱難的挑
戰，就不大可能迅速完成。她認為特朗
普政府不大可能接受一項不會得到廣泛
支持的協議，即使如此，之後仍有許多
挑戰，且對中方會否履行承諾有懷疑。

 明報記者  周宏量

韓國憲法裁判所（憲法法院）昨宣
布定於周五（4日），就總統尹錫悅去
年12‧3緊急戒嚴風波觸發的彈劾案宣
判。由於判決關乎尹錫悅會否被罷免，
並隨時可能擴大該國的政治矛盾甚至
爆發衝突，韓國警方將於宣判前夕提
高警戒級別，中國駐韓國大使館昨亦
呼籲在韓的中國公民或遊客當天避免
到光化門、汝矣島等示威集會熱點。

韓國憲法裁判所將於當地周五上午
11時（香港上午10時）就彈劾案宣判，
屆時容許電視直播和公眾旁聽。憲法
裁判所原該有9名裁判官（法官），但

現時只有8名，因一名獲國會提名的人
選仍未獲代總統任命。通過彈劾案須
最少6名裁判官贊成，屆時尹錫悅將被
免去總統職務，韓國須於60天內提前
舉行大選。若不足6名裁判官贊成，彈
劾案不成立，尹錫悅將獲復職，而兼
任代理總統職務的韓悳洙將回歸單純
處理總理職務。不過無論彈劾案判決
如何，尹錫悅另外涉及的內亂刑事審
訊仍將繼續。

今次為憲法裁判所處理該國總統彈
劾案最久的一次。判決距去年12月14
日國會通過彈劾案令尹錫悅停職接受

彈劾審訊有111天，另距結束庭審逾一
個月。外界猜測可能因為裁判官內部
存在嚴重分歧所致。韓聯社昨還引述
法律界消息表示，裁決書有可能遲至
宣判當天早上才敲定。

宣判日首爾地區部署1.4萬警力

尹錫悅12‧3戒嚴事件已造成韓國社
會分裂。該國每個周末在首爾市等地
均有支持和反對彈劾的兩方人士集會，
不僅部分集會出現衝突，還曾發生尹
錫悅支持者衝擊破壞首爾西部地方法
院事件。

警方昨天下午已在憲法裁判所附近
部署 3200多名警力，並將加強至宣判
正日全首爾地區約1.4萬警力，及於判
決前封鎖憲法裁判所方圓100米。韓國
中央警察廳將於周五零時向全國警察
廳發布最高級別的「甲級緊急令」，表
示警察廳可以動用100%警力應付緊急
情况。

中國駐韓國大使館昨在微信公眾號
表示，宣判日可能有大型集會和示威
遊行，「不排除發生極端事件」，提醒
中國公民遠離那些敏感地帶。

 （韓聯社/中新網/中央社）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4月2日「對等關稅」死線迫在眉睫，他周一（3
月31日）表明已就其口中所謂「解放日」方案拍板，但未透露更多

細節。美國財長貝森特同日確認，特朗普會在美東時間當日下午3時

（香港時間周四凌晨3時）公布「對等關稅」內容。白宮昨表示「對

等關稅」措施一經宣布將即時生效，而汽車關稅則將按原定計劃周

四（3日）實施。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周一還向特朗普和國會提交年

度外國貿易壁壘評估報告，被視為特朗普關稅打擊對象風向標。報

告羅列59個貿易伙伴損害美出口或公平競爭的關稅或相關法律和政

策，以中國篇幅最大，且被指控未履行購物美國產品的承諾和其他

涉及制度改革的「更重要承諾」，以及以中國市場為助力，在特定行

業優待中企搶攻全球領導地位。

「對等關稅」死線近  美報告矛頭指北京
談貿易壁壘  控華未履協議承諾扶植中企搶攻戰略產業

特稿

美加關稅對中國潛在影響 資料來源：惠譽

著名評級機構惠譽（Fitch）上月24日發表
評估報告，指倘若特朗普政府全面實施
大幅增加關稅，國內外不同行業的收益
增長和盈利能力將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
可以肯定的是，汽車業將面臨最大挑

戰——惠譽報告顯示，無論美國和加拿
大、歐洲、拉美以至中國的業界，都會
受到高程度影響。按不同區域分類的
話，歐洲企業面臨高（high）關稅影響的
非汽車行業料主要為化學業和科技硬件

業，美加企業是房屋建造業，拉美是多
元化工業（指涉足多個子行業的工業公
司）和航空業，中國（見下表）則是科技
硬件業。中國還有一系列子行業面臨中
等程度（medium）的關稅影響。

直接因素 非直接因素

行業 子行業 整體影響 對美出口 轉往非美國市場
遇上更大競爭

擴張計劃的
實質影響 經濟增長放慢

天然資源
化學 中 中 中 中 高

石油和天然氣 中 低 低 低 中
金屬與採礦 中 低 中 低 中

消費品
必需品 低 低 低 低 中

蛋白質（指蛋類和肉類） 低 低 低 低 低

賭博、住宿和休閒
酒店 中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高
餐廳 中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高

零售業 非食物或非必需性 中 低 低 低 高
房地產 房屋建造商 高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高

工業
汽車 中 低 高 高 高

建築材料 低 低 低 低 中
多元化工業 中 低 低 高 中

科技、傳媒、通訊（TMT） 科技（硬件） 高 高 高 高 高
公共事業 公共事業 低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低 資料來源：紐約時報/共同社

加拿大：報告關注用於規範乳製
品、雞、火雞和蛋類產業的「供
應管理系統」。該系統用於制定
生產配額、定價、供應，並控制
進口量，但報告質疑該系統嚴重
限制美國生產商增加對加拿大
出口的能力。美國還批評加拿大
數碼服務稅的設計方式歧視美
國企業。

印度：報告批評印度對外國產品
徵收的關稅是全球主要經濟體
中最高，包括對蘋果、粟米和
電單車徵收50%關稅，對咖啡、
葡萄乾和核桃徵收100%關稅。
報告也批評印度對美國在當地
業務設置其他障礙，包括要求
特定許可證或其他批准、實施
配額、對乳製品制定繁瑣要求、
對醫療設施設價格上限等。

歐盟：美國批評歐盟實施多項法規導致
一些美國出口受阻，包括禁止使用部分
殺死授粉媒介的化學物質或殺蟲劑的要
求。報告又指歐盟對食品的多重限制
造成不必要貿易壁壘，包括歐盟禁止基
因改造作物或美國常用激素等促進動物
生長的化合物生產的肉類進口。美國也
批評歐盟一項擬議法規，該法規要求可
可、牛肉、棕櫚油等產品生產商追蹤其
產品來源，以打擊伐林。美國也抨擊歐
盟的有害科技政策，包括規範網上內容
共享、限制個人資料轉移到歐盟以外地
區、規範大型科企等。

日本：報告批評日本對進口汽車的認證
和測試等要求，阻礙美國製汽車進入日
本市場，又對鯡魚、三文魚和鱈魚等海
產徵收最高 10% 關稅，以及對青花魚
和沙甸魚實施進口配額，阻礙美國出
口。

美國貿易壁壘報告提及的部分貿易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