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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法新社 

川普藉徵高關稅施壓習近平反致臺灣降低對中經濟依賴 

楊志恆 

臺北醫學大學兼任副教授 

一、習近平出訪越、馬、柬拉攏三國共同反制川普課徵高關稅 

    4 月 14 至 18 日習近平國是訪問越南、馬來西亞與柬埔寨 3 個對

美國有巨額貿易順差國家，拉攏他們以對付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課徵高關稅的報復。4 月 12 日，川普宣布對全球的貿易對手

國家課徵「對等關稅」時間延遲 90天，但對中國沒有延遲。中國每年

從美國賺進巨額出超利益，還很強硬地回應美國高關稅施壓，「不畏懼

任何無理打壓」、「奉陪到底」等，而且，也疊加稅率到 125: 245(4月

18 日)。著實言，中國是年年賺進美國巨額貿易順差，川普此時的憤

怒雖然引起世界大多數國家驚訝，但都心裡有數，開始與美國談判。

中國光 2024 年對美國出口 5,246 億美元，從美國進口僅 1,636 億美

元，貿易順差高達 3,610 億美元；習近平用從美國賺進大筆之順差來

推動「一帶一路」收買經濟發展落後國家，炫耀中國經濟強大，是世

界經濟發展的「領頭雁」；同時，也用來發展軍隊建設，在南海、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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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臺海威脅區域安全及美國利益，以及用在黨的建設，控制人民的自

由權利，讓中國人民無法確實享受到中國憲法所載明的人民權利保障。

著實言，從宏觀的角度，川普這次對中國的貿易關稅戰，為年年美中

貿易不平衡，而大幅提高對中國關稅，是有深遠的意義，且對印太地

區國家受中國威脅也有貢獻。對照習近平這次訪問東南亞三國對川普

的課徵高關稅政策，並不像習近平的抱怨那麼大；反而是習近平像是

在自掘真相，有反效果。 

 二、中國宣稱「奉陪到底」但籌碼有限且「虛」多於「實」 

    對川普總統課徵高關稅，習近平在去(2024)年美國選舉前就已經

在籌謀對策，從去年年中中共政治局會議他的講話可以看出，主要對

策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擴大內需。包括發行中、長期政府債劵解決

地方政府嚴重欠債、救房地產業危機、鼓勵人民消費刺激需求，包括

更換新的家電、汽車和鼓勵旅遊、促進青年人就業等，以活化經濟發

展；二是擴大中國市場開放，創新市場服務外商的機能。包括舉辦多

場次大型招商會，習近平和李強親自邀請各國企業家投資中國；三是

提出因地制宜「新質生產力」創新經濟發展，多元化發展各地方特色

的經濟。習近平提出的政策，儘管中國媒體天天報導宣傳，實際上中

國官員都還在摸索中，效果相當有限。習近平雖然下令不准經濟專家

對政策提出負面性評析，但從中國較為客觀的經濟性媒體報導可以看

出，許多專家對於習近平提出的政策貶意甚高，認為虛多於實，對未

來中國經濟發展前景不樂觀。其實，習近平如果能繼續實施 3、40 年

前的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經濟發展可能會更好；迄今，外國經濟

專家還是認為，中國應該繼續走 1980 年代鄧小平推動的經濟改革開

放政策。但是，習近平硬是不願意繼續鄧小平路線，以至於現今經濟

問題不斷出現且更嚴峻。 

三、川普對中國課重關稅使得臺商自然疏離中國經濟依賴 

（一）川普政府已經把中國視為印太地區主要敵人 

    4月 2日，川普總統在白宮公布各國「對等稅率」，將臺灣列為課

徵高關稅的國家，中國當時對美國課徵最高的關稅已經很不高興，又

看到將臺灣獨立列為報復關稅的國家，非常不悅。臺灣對美國貿易順

差是相當高，特別是資訊科技，筆記型電腦、伺服器、網路通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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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這點臺灣政府相當清楚，已經在向美國盡力溝通，並鼓勵被點名

的「台積電」赴美投資設廠。該公司董事長魏哲家 4 月 3 日和川普會

面，已經宣布在美國至少再投資 1,000億美元，建造 3座晶片廠、2座

晶片封裝廠和 1 個研發中心。川普相當滿意臺灣的作法；反而是中國

的反應最急躁，對於川普將臺灣列為國家，中國還沒回應關稅問題時，

就先跳腳地說：不允許「臺獨」發展！其實在美國政府心中，臺灣本

來就是一個獨立國家。美國民主黨執政時，會擔心中國外交上反彈，

而模糊對臺灣地位的說法；但是，共和黨並不在意中國的反彈。1992

年美國總統老布希（George H.W.Bush）軍售給臺灣「F-16AB」型戰機

時，根本不理會中國的抗議。所以，在未來四年川普任期內，臺灣再

提出軍購美國武器的話，將會一樣不會理會中國的抗議。美中關係現

在已經跌到谷底，光是關稅貿易戰，就不是 4 年的時間可以澈底解決

的，更何況，川普國安團隊已經將中國視為挑戰美國在印太地區利益

的主要敵人。 

（二）臺商在中國經濟利益變少將無心留在中國 

    臺商是遊走在兩岸之間的生意人，以獲取經濟利益為主。現在習

近平已經將臺灣主張獨立者視為臺獨勢力，文攻武嚇打擊；但所謂「臺

獨勢力」是抽象的名詞，除非公開批評習近平政策的人，臺商是不會

公開表態他們的主張，所以中國每次在臺灣周邊軍事演習時，都宣稱

要打擊「臺獨勢力」，臺灣人民根本不知道是在打擊誰？也沒有被威脅

感。除了美國重要政治人物訪問臺灣，或是軍售臺灣外，否則演習恐

嚇臺灣，通常是要掩飾中國軍隊內部發生醜聞事件而舉行，例如最近

的演習是要掩飾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被捕。其實，這次美中經貿關

稅戰，讓臺商很自然地看到中國市場已經沒有經濟利益而自然疏離中

國。這種自然分割的現象，是臺灣「意外的收穫」。川普幫了臺灣大忙，

恐怕他自己不知道。 

四、習近平想藉美中貿易戰拉攏東協國家但難實現改變區域

安全秩序 

    習近平對抗川普關稅施壓的策略，還是用他最得意的戰略，即「一

帶一路」、「金磚集團」加盟國家的拉攏，形成對抗美國的國際勢力。

4 月 15 日，習近平訪問越南，即傳聞越南想要加入「金磚集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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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川普已經延遲 90 天對東南亞美國貿易夥伴實施「對等關稅」課

徵，留有充裕時間和各別國家談判互惠的稅率。越、馬、柬是大量出

口商品到美國出超國家，根本沒有要對抗西方國家念頭。現在，美國

已經介入南海問題，越、馬不擔心在南海主權受中國的威脅。但是，

習近平帶有引導他們對抗美國的訪問，意義大不同。越南前領導人阮

富仲在 2016 年創造「竹子外交」政策，不但深深地指引越南外交方

向，而且符合東協「不結盟」外交原則。習近平在川普壓力下臨時抱

佛腳出訪拉攏三國，難道，這樣中國就不會再提南海主權屬於他的嗎？

恐怕習近平的訪問只是權宜之計，未來他還可能會再拉攏歐盟國家。

不過，從媒體報導習近平這次出訪內容看，他幫被課徵高關稅國家討

公道，真正目的是要提高中國和美國將來貿易談判籌碼，為的是自己

的利益，這樣的心機是很難改變周邊國家對中國近年來在軍事武力擴

張威脅他們的安全之印象；另方面，川普對臺商在中國製造的產品輸

美，課徵關稅比臺灣高很多，臺商在中國製造生產出口到美國，成本

將會大幅提高、無利可圖，不如留在臺灣反而利益較高。川普的課徵

關稅是以貿易體和國家一體為對象，他根本不理會世界貿易組織(WTO)

把臺灣視為貿易體，臺灣和中國是分開的，將來臺美關稅稅率談判定

下來，就成為稅率執行國家，這已經不是中國強調的「一個中國」模

糊界線所能改變。中國想要改變區域的安全秩序，經過川普的貿易關

稅改變後，是和原來一樣。中國在安全秩序影響力是無法有任何進展。 

 

編按：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遠景基金會之政策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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