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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而优则当总统，特朗普坚信一切皆可交易。
为了实践“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诺言，特朗普
提出减税、贸易保护、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等一系列经济政策，这些主张也不可避免地被
打上了商人的烙印。

以商人当国，特朗普却一不像陶朱公，二不像吕不韦，比

起来与刘邦更有几分相似。

不像范蠡，因为他功成而不身退，反而激流勇进，以七十

岁高龄的“政治素人”身份参选；不像吕氏，因为他并不为“立

国家之主赢利无数”，而是富而优则介入政治，相信“我本人

就是体制”；而论起性格特质，汉高祖的口无遮拦、颐指气使、

勇于尝试、成功得有些出人意料，在特朗普身上倒有不少印证。

既然当上了总统，三把火总是要烧的，他上任之前向选民

承诺的一套经济政策必定会被拿出来推行。简单来说，就是对

内的新自由主义，包括强调减少国家管制、激发市场活力、削

弱福利国家，以及对外的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也就是强调美

国的本土经济利益而不是美国的全球经济利益。这种混合的经

济政策，被称为“特朗普新政”。

美国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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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总统毕竟不是皇帝，既做不到一言

九鼎，更不是万能的。从理想到现实总有差距，

这些经济政策有的违背基本经济规律，有的逆时

代潮流而动，有的则以伤害别国利益为代价，所

以要想推行难免受阻。例如，特朗普移民新政不

得人心 , 科技巨头纷纷反对；特朗普的政策要成

为现实还面临国会的“恶斗”。参议院民主党领

袖最近放话，要“拼尽全力”阻止特朗普废除金

融监管法“多德 - 弗兰克法案”和奥巴马医改

法案。

那么，特朗普为什么要这样特立独行呢？ 

投桃报李
可以说，特朗普是被美国中产白人的“愤怒”

抬进白宫的。

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映的 1% 和 99%

人群的对立，看得出贫富收入的鸿沟不仅没有

弥合，近些年分配的天平更加倾斜，不少美国

人甚至开始担心下一代不会比自己过得更好，

换句话说，普通美国白人的“美国梦”有点儿做

不下去了。

正如 IMF 前副总裁朱民指出的，和很多国

家一样，在全球经济还没能摆脱经济危机阴影的

背景下，美国也面临着深刻的经济结构性变化。

美国服务业占 GDP 比重为 78%，经济结构很轻，

制造业空心化，工业产能利用率继续下降，出现

了产能过剩，以致投资出现急剧下降。经济活力

下降，新成立公司比重持续下降，企业结构老化，

劳动生产率急剧下降，中产阶级的收入在急剧地

紧缩。同时，美国还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

题，导致上述问题显得更加严峻，经济前景也更

为堪忧。

出于不满和担心，集中了美国传统制造业

的五大湖及东北工业区，也就是所谓的“铁锈地

带”，集体倒向了特朗普，成了特朗普胜选的关

键因素。特朗普成功地抓住数以百万计工薪阶层

的心理，用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政策主张，

在“锈带州”掀起了一场有美国特色的“革命”。

作为商人，特朗普拥有大约 150 家公司，这

些公司和至少 25 个国家有生意往来，是全球化

绝对的受益者；可作为总统，他声明自己要为美

国普通大众服务。就像在就职典礼演讲中说的， 

“美国优先”，目标是重振美国就业和增长，可

以看成美国版本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上任的 1 月 20 日当天，特朗普就在白宫网

站公布了未来经济政策目标，包括未来 10 年内

新增 2500 万个就业岗位、推动经济实现 4% 的

年增长、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就北美自贸协定重新谈判等。

不出所料，这些经济政策和他竞选期间的

承诺基本一致。看得出，特朗普正在意志坚定地

贯彻自己的想法和主张，开始改变美国、改变世

界，也以此回报支持他的选民。

特朗普要做准备“打仗”了。

围绕赤字的内战
如果用一个公式来概括特朗普经济学的主

要措施，可以写成“减税 + 增加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 + 贸易保护”。

首先，特朗普要减税。他要把居民个人的

所得税由 7 档减少到 3 档，对富人减税，对穷

人增加税率抵扣；要把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从 35%

降到 15%，同 OECD 国家中公司税最低的英国

和加拿大持平。

很显然，降低个人所得税，是为了激励私

人消费，而降低公司税，可以把全球的资本引入

投资和建厂。就在不久前，福特公司取消了在墨

西哥投资 16 亿美元建设小型车新工厂的计划，

承诺在密歇根州的福拉特洛克创造 700 个生产电

动车及混合动力车的新职位，同时还称赞特朗普

改善了美国的商业环境。其他多家生产商，例如

开利（Carrier），也都已改变了计划。当然这和

特朗普在推特上的言辞威逼大概不无关系，但减

税的利诱想必也发挥了作用。

“美国优先”，
目标是重振美国
就业和增长，可
以看成美国版本
的“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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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特朗普要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在竞选纲领中，特朗普称这一数字将在 5500 亿

~10000 亿美元。而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

估计，基础设施支出方面存在两万亿美元的亏空，

可见空间巨大。这类支出将改善美国年久失修的

基础设施，并且为工人阶级创造大量工作岗位，

发挥经济刺激作用。

接着，问题来了。减税会导致联邦政府收

入下降，在现有开支难以压缩的情况下，基础设

施又要增加开支，这一进一出，钱从哪来？没有

别的办法，只能扩大财政赤字。

据美国税收政策中心的估算，特朗普的税

收计划将降低所有所得阶层的税收负担，受益最

高的是最高收入家庭。美国联邦税收收入就将在

第一个十年后减少 6.2 万亿美元。美国联邦债务

将在第一个十年增加至少 7 万亿美元，在 2036

年的时候增加 20.7 万亿美元。

而美国所有的政府债务都要通过国会的批

准，并且受债务上限的约束。2010 年，就是因

为国会不肯批准奥巴马提出的债务上限，此后的

两个礼拜，华盛顿所有的地铁停运，公园、政府

关门。这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美国政府可

能会因为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全美国甚至世界停

摆。

所以说，政府能否运作是件重要的事情。

特朗普将面临比奥巴马更加严峻的“财政悬崖”

问题。按照特朗普的计划，钱很快就会花光，目

前的债务上限就会达到，他要在即将到来的 3 月

份，去求国会提高债务上限。

而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一直是民主党

的经济政策，有一定凯恩斯经济学味道。历史上，

共和党比较反感这项经济政策，因为这意味着增

加政府财政开支，同时推高通胀水平。所以目前，

美国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对此似乎很不很感冒。

加上特朗普又是以“反建制派”的身份胜出，与

党内众多大佬不和，因此，快速理顺诸多关系，

经贸
政策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限制性移民政策
迎合中下层白人

恐惧心理

遣返非法移民

修筑美墨边境长城

贸易政策
保护国内市场、

扩大出口

退出 TPP

征收高关税或边境税

产业政策
促进就业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实现能源独立

强化制造业复兴

财政金融政策
振兴实体经济

大规模减税

改革金融监管政策

倾向于采取弱势美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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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得上一场需要硬着头皮向前冲的战斗。

全球贸易战一触即发？
因为对外所持的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

看上去特朗普已经和不少国家拉开了贸易战的

架势。

特朗普的经济顾问纳瓦罗认为，只要消除

美国年复一年的贸易逆差，实现贸易平衡甚至贸

易顺差，就可以使每年的 GDP 增长加快１个百

分点，创造更多就业。

可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也最令主流经

济学家担忧。问题在于，根据宏观经济学基本原

理，在赤字财政扩张、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况下，

用贸易保护来实现贸易和经常项目平衡，终归是

舍本逐末，难以奏效。因为财政赤字攀升意味着

国债增加、推高长期利率，必然吸引资本流入来

填补国内资金缺口，使美元升值，从而鼓励进口

减少出口，增大贸易赤字，导致财政和贸易出现

“双赤字”。

美国的经常项目正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里

根经济扩张时期出现庞大逆差，美国从此成为世

界最大的债务国。从供给侧来看，以贸易保护主

义的手段实现贸易平衡，必然会搞乱美国产业的

国际供应链，提高生产经营成本，哪怕没有招致

贸易对手的报复导致两败俱伤的贸易战，也会得

不偿失，阻碍生产力的提升。

事实上，特朗普已经频频放出狠话。不仅

正式宣布美国退出 TPP，而且宣称要就北美自

贸协定重新谈判，对进行“不公平倾销和补贴”

的国家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甚至威胁退出世贸

组织。

美国无党派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

研究显示，如果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引

发美国贸易伙伴的报复行为和触发贸易战，

将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和损失数百万个就业

岗位。

以特朗普多次提到的征收惩罚性关税为例。

如果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征收 45% 的关税，对其

他国家增加 30%~40% 不等，是否可行呢？中国

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

判断，短期来看这样做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

长期来看对美国也是非常不利的。

2009 年奥巴马对中国轮胎征收 45% 的双反

税，结果怎么样呢？美国在保住了 1200 个美国

就业岗位的同时，美国的消费者在第二年多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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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 11 亿美元。1200 个岗位、11 亿美元，平均

每保住一个就业岗位花了 90 万美元。同时，作

为报复，中国限制了美国家禽产品的出口，少

买了美国 10 亿美元的家禽产品，使得这个行业

又有很多人失业。由此可见，特朗普如果真的

要打贸易战，必将带来“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的惨烈局面。

的确，谈钱不止伤感情，利益更是生存的

机会。各国原本在美国一手打造的全球经济体制

中各司其职，这下都要打破重来，混乱和抵制可

想而知。

就像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所说的：“一

直以来，一个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系的正常运转，

依靠的都是美国的霸权。如果美国开始单方面采

取行动修改这一契约的条款，全世界范围内有很

多强大的参与者都将乐于展开报复，并引发一场

20 世纪 30 年代那样的经济螺旋式下行。”

本质还是商人
从这一系列政策看得出来，特朗普骨子里

仍然是个精明的商人。

在竞选美国总统之前，特朗普被叫作“地

产之王”，还是一位成功的畅销书作家以及娱乐

明星，在美国享有超高知名度，真人秀节目《学

徒》里的一句台词“You are fired”堪称经典。

可是驰骋商海多年，特朗普一直是一个不折不扣

的政坛局外人，他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在当选之

前没有任何从政经历的总统。

尽管由于在商业领域的成功，他对自己极

其自信，认为“一切皆有可能”，但他对政治和

政策的理解还是会受到商人身份的影响，所提出

的政策主张也不可避免地被打上商人的烙印。至

于“美国优先”的口号，可以理解成“在政言商”，

他希望美国少管世界上的闲事，多做些对自己国

家有利的实事，甚至一定意义上表现为“重商主

义”。

所以，特朗普认为一切皆可交易。特朗普

三十年前就出版过畅销书《做生意的艺术》，商

业技巧可谓炉火纯青，谋取尽可能多的利益，成

了深入骨髓的观念。

同时，作为政坛“新人”，他很可能利用各

方观望和判断的时间，左冲右突、试探搅局，从

而寻求占据主动。例如发布“禁穆令”，提前挂

断澳大利亚总理电话，甚至此前和台湾当局领导

人蔡英文通话，都透着浓浓的博弈意味。包括中

国在内的不少国家，应对特朗普政府，大概都要

2009 年奥巴马对中国轮
胎征收 45% 的双反税，
保 住 1200 个 美 国 就 业
岗位的同时，美国的消
费者在第二年多付出了
11 亿美元，平均每个岗
位花了 90 万美元。

90万

120.0

160.0 20.0
18.0

8.0

2.0
4.0
6.0

0

14.0
16.0

12.0
10.0

110.0

150.0

100.0
90.0
80.0
70.0

140.0
130.0

数据来源：wind

1971.1

1972.4

1973.7

1974.10

1979.10

1984.10

1989.10

1994.10

1999.10

2004.10

2009.10

2014.10

2016.1

1976.1

1981.1

1986.1

1991.1

1996.1

2001.1

2006.1

2011.1

2002.4

2012.4

2003.7

2008.7

2013.7

1987.4

1997.4

1988.7

1982.4

1992.4

1983.7

1993.7

1998.7

1977.4

1978.7

美元指数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月均，％）美元指数保持大体强势



封面策划28 COVER  ARTICLES

到处有规有矩、布满地雷，从而不得不修正其

政策选项和政策执行的力度，所以张宇燕认为，

特朗普政策实施的强度是个非常不确定的因素，

能够兑现 50% 就很不错了。

正如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在 2016 年 12

月 15 日凌晨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之后的发布

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说：“所有公开市场委员

会的参与者都认识到，其实经济政策变化未来充

满不确定性，对美国经济会产生多大程度的改变

也充满不确定性，这些政策和其他的要素结果在

一起，包括全球经济的展望和其他国家的经济水

平都会对我们国家产生影响，因此我们会持续地

监测并作出适当的反应。”

其中连续使用的“不确定”让人感觉前景

就像一道方程式，里面几乎全是变量，解出来的

答案自然也就在不停地变。

究竟会怎么变？如果把多方“交战”与博弈

当作现实版的“总统培训班”，很大程度上就要

看特朗普总统在里面学习的速度和质量了。

（本文由本刊记者苏慧婷执笔）

做到既灵活，又现实，而且必须坚守原则和底线。

除了特朗普本人之外，他的内阁经贸团队

也是别具一格。因为出身商界，又是以“造反

派”的身份脱颖而出，特朗普并没得到美国主流

政治精英的多少帮衬，于是所选的经贸团队成员

也多来自自己从商的朋友圈。就这样，“高管”

推开旋转门任职 “高官”，成为未来几年内美

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他们具有天然的忠诚度，

以及强悍的执行力，和特朗普一样注重现实利益，

而不那么在乎原则和逻辑。

这样的团队构成一方面反映出特朗普兑现

竞选承诺“抽干沼泽”，改变华盛顿的政治生态，

另一方面也极大地考验着他的整合和领导能力，

毕竟 CEO 云集，个个都是决策力和领导力一流，

组成了一支“孙悟空团队”，怎样凝心聚力推进

核心政策是关键。

当然，众多核心政策需要经过国会审议，

并不是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就能实施。知易行难。

因为特朗普之前是体制外的精英，对体制内的约

束条件认识和感受不深，进入之后他会慢慢发现，

特朗普内阁经济贸易团队
财政部长
斯蒂芬·姆钦
高盛合伙人

商务部长
威尔伯·罗斯
私募股权公司董事长

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
彼得·纳瓦罗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经济学教授

企业顾问委员会主席
苏世民

黑石集团 CEO

美国贸易代表
罗伯特·莱特希泽

世达律师事务所华盛顿特区办公室合伙人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加里·柯恩
高盛集团二把手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