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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解社会联盟理论及相关联盟 
一国的对外政策总是与其国内状况紧密相连，贸易政策也不例外。当国家间就某一特殊问题进行协商
谈判时，其结果不仅取决于谈判时双方所使用的策略和努力，也取决于国内的相关态度；某一国际协
议的最终达成，既是国际上各国间的利益博弈结果，同时也是国内各利益集团的博弈成果。“双层次
博弈”理论表明，国内意志与国际谈判所取得的暂时结果相一致时，协议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而这
种一致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社会的权力分布、偏好以及可能的联盟，国内政治制度，以及谈判者
所采用的策略。 
美国向来以其自由的民主共和制为豪，社会对政治的影响极大。同时社会权力较为分散，偏好不一，
国内博弈过程尤为复杂。在分析美国关税政策变化时，不妨将制度、权力分布状况、谈判者策略等视
为常量，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没有太大变化，重点考察社会联盟理论所关注的国内各利益集团对贸
易政策的影响。 
社会联盟理论表明，与国家相对优势联系较为紧密的生产者较倾向于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反之，处
于劣势的生产者则倾向于要求更多的国家保护。那么这些生产者的联盟总是一成不变的吗？他们又如
何影响了贸易政策呢？ 
分析贸易理论、联盟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我们可以找到合适的答案。这里将使用两种主要的模型。 
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的主要内容表达出这样的信息：自由贸易会使得一国较为充裕的生产要素的
实际收入提高，进而该要素的所有者实际报酬提高；而与此同时，稀缺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其实际报
酬由于稀缺要素实际收入的降低而降低。这对关系有这样一个结社前提，即生产要素虽然在国际上难
以自由流通，但在该国国内处于自由流动的状态。在生产要素可自由流动的国家内，政治联盟的组合
以要素为基础，且以阶级分化和对抗为主要特征。 
但生产要素并不都是能自由流动的。当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时，李嘉图-维纳模型提供给我们一种解
释范式。该模型提出，要素无法在国内自由流动，因此要素收益与它们所处的行业密切相关。自由贸
易使出口行业的特定要素的实际收益上升，而进口竞争行业的特定要素的实际收益下降。同一要素所
有者会根据所在行业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政治偏好，从而构成基于行业的不同政治联盟。 
综合上述两种模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不严格的结论，即在生产要素流动较为活跃的阶段，广泛的、
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联盟较容易出现；而当生产要素流动较微僵化时，相对较狭隘的基于行业分化的
联盟则比较容易登上舞台。若要素整体流动存在明显差异，则贸易问题便会引发不同的社会分化。 
贸易问题不仅会吸引政府的注意力，更由于切身利益而引来社会各种政治联盟的关注。关注贸易问题
并对贸易政策产生影响的社会政治联盟大体可以分为三类：政党、工会、商业组织、农业组织等相关
社会组织，各种游说集团。 
政党的产生并不由贸易问题而来，但关于贸易问题的态度和政策极大地影响着一个政党的发展。不同
阶级在贸易问题上的偏好与政党态度及行为联系密切。若生产要素流动性高，基于第一种模型，此时
同一阶级较容易取得政治态度的一致性，故代表不同阶级的政党之间竞争较为激烈，而党派内部则相
当团结，一致支持自由贸易（当该阶级掌握了富裕要素时）或保护政策（当该阶级代表稀缺要素所有
者时）。而若生产要素流动性低，则依据第二种模型，同一行业内较容易达成政策取向的一致性，此
时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在贸易政策上分歧大，党内政见不一。 
工会、商业农业组织等具有比较明显的阶级特征，贸易理论中的阶级偏好基本能概括这类社会组织的
政治意见和影响方向。要素流动程度越高，阶级就越团结，其政治偏向性与政党类似。 
与社会组织相反，游说集团则较多地与行业直接挂钩，代表行业利益。故当生产要素流动性低时，以
行业为单位的偏好分化比较明显，此时正是游说集团大显身手之时，游说活动也会相当活跃丰富。 
因此，生产要素流动程度极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政治联盟是以阶级或是行业为基础，而不同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联盟，则会有截然不同的政治偏好的影响方向。美国不同发展时期，其生产要素的流动的程
度不一，根据以上理论提供的研究视野，能清晰地理解美国社会联盟与关税政策的关系。 
二、美国关税政策中的社会联盟及运作 
回顾美国的关税政策，大体可以作出这样的阶段划分：在19世纪初，地方性行业集团基本上主导着美
国的贸易政策，党派内部对关税问题的态度基本由党员所属的地区不同而出现极大分歧。大量游说集
团在政策制定中施加了压力。 
南北战争后的一段时间，美国国内生产要素的流动逐渐活跃，贸易在国内斗争中成为党派斗争的有力
武器。由商界和劳工支持的共和党主张实行高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代表农村选民利益的民主
党则主张自由贸易。各党内日趋团结。 
20世纪20年代开始，要素流动逐渐僵化。50年代以后，两党内部分歧再次明显化，社会组织内部的分
化也较为明显，行业而非阶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较大。 
由于分析范式基本一致，故只截取中间一战至二战的一段时间来分析美国关税问题。 
一战与二战之间，美国国内生产要素的流动自由程度呈下降趋势，政党集团内部间关于关税问题的分
歧越来越大，而行业内部的一致性则逐渐加强，也出现了较多代表行业利益的游说集团对决策的制定
施加压力。 
这一时期，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美国国内出现对糖、肉类等施加新的农产品关税提议。这一
提议是较为主张保护政策的共和党所支持，而民主党则普遍因支持自由贸易立场而反对。 
根据不同社会联盟在上述两个模型范式内的反应状况，可以假设此时两党之内很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
反叛意见。而事实也证明如此。来自路易斯安那州以及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党员转而支持共和党的保
护主义策略，共和党在中西部和东部金融业、出口行业的党员则脱离本党阵营，发出反对呼声。党内
的分化随着国内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而不断恶化。 
1922年，共和党通过了《福德尼－麦坎伯法案》，提出对小麦、玉米、肉类、糖类等农产品的新增关
税永久化，甚至连带提高制造业关税。当时针对这一议案的民意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传统党员表现
出对本党意见的背离，党派团结出现明显下降。1928年共和党大选获胜，颁布的新贸易法规不仅进一
步提高农业高关税，还提高了制造业关税，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美国在二战之前资本
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里所受的国内外困境，使得大批农民特别是与糖肉类行业密切相关的民主党党员转



向共和党的保护主义政策，而共和党中金融业、出口业等行业党员则投奔民主党旗下，新的政治结盟
逐渐变化形成。但经济危机对国内经济的打击还是压倒性的，民主党流失的支持远比不上新得的补
充，整个社会的政治偏好明显倒向共和党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一边，希望借此遏制经济危机的危害。
特别当《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通过之时，出现了史无前例之多的行业游说集团，更加说明了当时
社会联盟的行业划分倾向，也进一步助长了美国的保护主义之风。 
然而，随着该法案恶化经济危机的后果逐步明朗，越来越多的工人们开始退出共和党，新的政治结盟
又开始。1933年大选民主党人获得了胜利，其中不仅有传统南部、西部农村选民的选票，更得力于新
兴的来自大城市支持。而民主党的关税政策上则采取了模糊不清的态度，这一态度用社会联盟理论也
能清楚地得到说明：民主党当选后，一方面要解决农村选民对贸易政策造成经济危机恶化的不满，一
方面又要迎合保持大城市新获得的工人选民的支持。这使得民主党不得不采取模糊折中的政策，既要
增加出口又必须降低进口竞争威胁。 
回归理论，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生产要素的流动性递减，导致了新的社会联盟的产生，各党派难以统
一政见、保持其传统支持源。而严重的经济危机要求政府能够出台保护国内经济、在初期特别是农业
经济的关税政策，使得新的社会联盟一边倒地偏向了保护主义的关税政策。尽管后期显示出高关税对
缓解经济危机的无力，后上任的政党也无法无视其内部的分裂而采取完全的自由贸易或保护主义。 
总的来说，美国的经验表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很大程度地决定了社会联盟的结盟方式，并由此进一
步深刻影响了各党派的政见、政策过程，以至最终的政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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