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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贸易保护政策实施时间

1、贸易保护主义自古就有，如清朝的闭关锁国等等。

2、现代贸易保护主义大概从15至17世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开始产生。重商
主义（Mercantilism）是欧洲各国普遍采取的经济政策，也是贸易保护主义的起点
。重商主义就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之上：一国的国力基于贸易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
口额。在资本稀缺、物质财富较为匮乏的时代，贸易顺差意味着资本以贵金属的形
式不断积累，而资本的积累使得工业化国家可以不断地投资建立更多的工厂来提高
生产力，从而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获取更多的金银流入。因此重商主义利润倡导运
用保护关税政策以及行政手段，增加出口、限制进口，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贸易顺
差。

3、然而重商主义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很显然，不可能所有国家都同时产生贸
易顺差。而世界上贵金属的总量在一段时间内也是相对固定的，因此一国的顺差总
是基于其他国家的逆差。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史密斯在《富国论》中便对重商
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提出了强烈抨击。亚当·史密斯指出，重商主义提出的实现贸易
顺差最大化的目标，需要通过鼓励输入和限制输出两种手段实现，而对于特定的商
品所采取的手段完全相反。在工业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往往通过限制工业原
料和设备输出，而鼓励输出工业制成品，使得本国制造业在贸易中处于有利地位，
能够以比其他国家更低的价格出售他们所生产的货物；同时又鼓励工业原料的输入
，将较廉价的原料转换成制成品以获取高额利润。生产者的利益得到了最大化，而
消费者的利益被完全忽略了。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结果就是，虽然最初可以
通过最有利的贸易顺差发展制造业，但一国的富裕则至少需要另一国的贫穷作为代
价。随着世界经济逐渐进入生产力较为发达的时代，世界的人口将缺乏足够的购买
力来消费这些产品，全球制造业必然会陷入利润下滑、有效需求疲软、生产力过剩
的陷阱。

4、19世纪美国农业和制造业的发展迅速加深了这一矛盾。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
英国实行重商主义，为了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美国本土产业受到英国政府的严格
控制。英国限制北美殖民地与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也限制北美殖民地内部制造业
的发展，即便美国独立以后，制造业依然极为依赖英国。但随着美国的北方工业集
团推动贸易保护措施，尤其是在南北战争之后，极大促进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南
北战争之前美国还是个农业国，但内战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美国工业产值就大幅
超过农业产值；到了190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约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0%，一跃成
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但到了20世纪初，生产能力严重过剩问题就开始浮现：虽然
产能得到了极大的增长，但事实上生产者的收益和消费者的支出却没有相应的增长
。尤其是在一战后欧洲经济体开始复苏，美国产品在欧洲的市场份额开始下降，美
国本土产能过剩的问题持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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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了迎合本土政治和农场主的需求，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本土逐渐抬头。1921
年美国通过了《紧急关税法》；1922年9月《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的通过则进一
步迎合了加强贸易保护的需求。最终最恶劣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于1929年在
众议院获得通过：该法案将约上千种的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引
发了全球范围内对美国的报复行为。各国政府纷纷提高了针对美国产品的关税，严
重危害了当时的世界贸易，也成为了1929年压倒美国股市的最后一根稻草。《斯穆
特·霍利关税法》导致美欧之间贸易规模从1929年的历史高位急遽衰退到1932年的
历史低位。据统计，1929－1934年间，世界贸易规模萎缩了大约三分之二。而当
时的胡佛政府并未采取有意义的补救措施，反而采取放任政策，这更加加剧了经济
危机，使美国经济跌入谷底。

6、大萧条迫使当时的经济学家反思了贸易保护主义，从而进一步产生了凯恩斯主
义，也就是所谓的超贸易保护理论。凯恩斯主义强调国家干预以扩大消费需求、降
低失业，以根治生产过剩的问题。同时在推崇重商主义贸易顺差思想的基础上，凯
恩斯主张通过贸易保护加强对本国和外国市场的垄断，改变限制进口的保护贸易方
式，以积极地、进攻性地扩张方式占领国外市场；同时强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
作用，运用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干预对外贸易，采取出口退税、“奖出限入”等措施
来避免对全球贸易造成恶劣影响，同时实现保护贸易目标；最终利用政府力量组织
排他性贸易集团，保护本国垄断资本的利益。

7、罗斯福政府则理所当然地拥抱了凯恩斯主义。罗斯福总统采取的“新政”实质
上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典型范例，通过大规模给农场主发放经济补贴、建立社会保障
体系、大力兴建公共工程和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发放救济金等财政激励措施，起到
创造就业机会、扩大内需、减少贫困的作用。而大规模的政府支出则是由宽松的货
币政策（通过美元放弃金本位和大幅贬值），以及大幅提高税率、增加如遗产税的
新税种来支付的。从结果而言，“新政”确实起到了扩大联邦政府权力、稳定社会
的作用，而遗产税等税种的推进大幅增加了政府收入、减少了贫富差距，对广大人
民特别是农场主和工资劳动者是甚有好处的。

8、然而罗斯福的“新政”充其量也只是大萧条时期救济经济的产物，是一种在常
规经济政策无法奏效的情况下采用的实验性疗法。现在来看，“新政”实施的随后
十数年，美国经济实际上都并未恢复大萧条前的水平；有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
真正振兴了美国经济的反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重建世界秩序、对欧洲乃至全
球经济采取的复兴计划。而战后广泛流行的凯恩斯主义思潮，造成了世界范围内广
泛的政府和央行对经济的强势干预。当政府和央行对将外部性、体制性、趋势性的
经济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将其单纯当作周期性问题处理、简单依靠货币政策和财政
政策的激励是难以奏效的，而且很容易陷入债务危机和流动性陷阱。

9、因此所谓的“特朗普经济学”，实际上不过是重商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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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通过重商主义实现经济上的复兴在将近100年前就被历史证伪。不论是传统的贸
易保护主义还是凯恩斯的超贸易保护主义，应当注意的是无论采取何种限制方法亦
或是激励措施，并不会引导全部产业走向最有利的发展方向，而只能使本来不投资
于特定行业的资本转而投向这个行业，其所考虑的仅仅是行业的利益，而并非消费
者或是国家的利益。虽然特定的制造业可能通过保护措施快速、有效的建立起来，
但对于美国的现状而言，恐怕只是将国家的财富从更有利的行业转换到较不利的行
业，若非是对于国防等必不可少的行业，其结果必然就是减少了社会整体的财富。
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即便一定程度上带来制造业的复苏，而后如果无法扶植起具
有竞争力的产业，也难免造成长期国家利益的损失，这结论应当是显而易见的。

二、如何理解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

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是中央银行调控的常规手段，他主要是调节货币供应总量、信
用量和一般利率水平。因此，又称为数量工具。

三、财政政策的工具有哪些货币政策的工具有哪些

1、财政政策的主要工具有：财政收支、国债、政府投资等。货币政策主要工具有
：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

2、一、财政政策主要工具财政政策工具是国家为实现一定财政政策目标而采取的
各种财政手段和措施，分为收入政策工具和支出政策工具。收入政策工具主要是税
收。支出政策工具分为购买性支出政策和转移性支出政策，购买性支出政策又有公
共工程支出政策和消费性支出政策之分。

3、二、货币政策主要工具货币政策常规工具又称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是中央
银行所采用的、对整个金融系统的货币信用扩张与紧缩产生全面性或一般性影响的
手段，是最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
。被称为中央银行的“三大法宝”。主要是从总量上对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进行
调节。

四、一般性货币政策有哪些

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是中央银行调控的常规手段，他主要是调节货币供应总量、信
用量和一般利率水平。因此，又称为数量工具。

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存款准备金制度、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三大工
具，即所谓的“三大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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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准备金制度开始于19世纪20年代波士顿的苏弗克银行的改革。以解决乡村银
行劣币驱逐城市银行良币，要求乡村银行在城市银行存入足额存款，城市银行则按
面值收兑乡村银行的银行券，维持其面额十足流通，保持了银行券流通的稳定。这
项制度成为1913年美国实行《联邦储备法》中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基础。

存款准备金制度是指中央银行在法律所赋予的权力范围内，通过规定或调整商业银
行交存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控制其信用规模，并借以间接地对社会货币供
应量进行控制的制度。自1998年4月起，中国人民银行有过大幅度降低了商业银行
的存款准备金和备付金比率。

再贴现是随着中央银行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英格兰银行曾在19世纪上半叶利用
再贴现业务向票据经纪人进行短期资金的融通，并利用再贴现业务逐渐完成了其作
为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完成了其向中央银行的自然演化过程。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成
立前的国民银行体系，主要问题之一是在紧急的时候没有“后备力量”没有“弹性
”，此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将再贴现业务作为其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再贴现政策是中央银行通过制定或调整再贴现利率来干预和影响市场利率及货币市
场的供应和需求，通过规定贴现票据的资格来控制资金投向的一种金融政策。当市
场银根偏松时，中央银行则提高再贴现率，由于再贴现率提高，贴现成本增加，贴
现金额减少；同时市场利率会相应的升高，社会对货币的需求会受到抑制，从而使
市场货币供应量减少。相反，降低再贴现利率，会增加货币供应。

利用买卖政府债券来调控经济则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偶然发现。
当时的再贴现效果因为危机而遭削弱，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开始用政府债券的购买，
降低利率扩张信用，这样一个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产生了。

公开市场业务是中央银行在市场上买卖有价证券，借以回笼货币或投放货币，调节
货币供应量的活动。买卖对象一般为政府债券、国债、外汇。中央银行可以经常地
，连续地买卖有价证券。中央银行运作公开市场业务的目的在于：

公开市场业务对货币供求关系和货币供应量有微调作用，一般在经济运行比较正常
时使用得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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