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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点名“日本”

特朗普 2月 13日在白宫强调，该
措施的意义在于“关税将变得公平”，
世界各国都有可能成为对象。白宫高
级官员当日对记者表示:“将从与美国
存在最大贸易逆差的国家以及存在严
重问题的国家开始调查”。日本是美
国的第七大贸易顺差国。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同时表
示，“将对每个国家逐一做出应对”，主
要对象为德国、印度等比美国征收更
高关税的国家，以及日本等存在监管
等非关税壁垒的国家。他透露，调查
将于4月1日结束，之后由特朗普决定
征税对象和具体措施。

据报道，“对等关税”的主要目的
是使美国与贸易伙伴的关税负担对
等，按照特朗普的说法，“这意味着无
论其他国家向美国征收多少关税，我
们也将向他们征收相同的关税，不多
不少”。以汽车关税为例，美国为
2.5％，而欧盟为 10％。特朗普认为，
这种税率差异和监管存在“不公平”。

特朗普还下达指示，要求美国商
务部等部门除了对贸易伙伴的关税采
取行动，还将对补贴、限制等非关税壁
垒展开调查并汇报改善措施，这些都
将成为判断是否启动“对等关税”的依
据。白宫高级官员特别提到日本，称
日本“虽然关税较低，但结构性(非关
税)壁垒较高”。

日媒认为，由于日本大部分关税
已取消，调查将主要集中在以汽车领
域为中心的非关税壁垒的情况，日本
工业产品的“规格”和安全标准等有可
能成为美国的验证对象。在汽车安全
标准方面，日本不承认美国的安全标
准，美方认为“日本通过自主的标准和
测试程序等，阻碍了美国汽车的流通
和服务网络的发展”。

特朗普说，在贸易方面，美国盟友
往往“更坏”。日方猜测，日本极可能
在实施“对等关税”的对象之列。据共
同社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
14日表示，“将充分详查(美国)今后公
布的具体措施以及对我国(日本)的影
响”。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江藤拓表示，
日本政府现阶段是等待的状态，将“密
切关注对方(美国)是什么想法”。日本
经济产业大臣武藤容治 14日透露，已

开始与美国政府展开沟通“为了以有
利于日本国家利益的形式发展日美经
济关系，将采取妥善的应对”。

汽车行业最担心

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15日在德国
慕尼黑借参加“慕安会”的机会，与美
国国务卿鲁比奥进行了短暂交谈。岩
屋毅希望美方对日本钢铁和铝免征
25%的关税，并向鲁比奥提出了有关
汽车加征关税的问题。

特朗普 18日说，美国将对进口汽
车征收 25%左右的关税，并将于 4月 2
日正式宣布相关措施。日方认为，如
果日本被列为加税对象，将不可避免
地对汽车出口造成影响，打击日本汽
车行业。美国之前对从日本等国进口
的乘用车征收的基本关税税率(皮卡除
外)为2.5%。

石破茂17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
上表示，将向美方说明日企对美投资
和对美国就业的贡献。他说:“不能将
日本与其他国家混为一谈。我们会证
明日本的主张有多大的正当性。”根据
日本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美国是日
本汽车最大的出口目的地。2023年，
日本向美国出口汽车约148万辆，同比
增长 16%，约占日本汽车出口总量的
三分之一。

野村证券 2024年 11月对美国上
调关税对日本的影响进行了估算。结
果显示，2025财年合并业绩方面受影
响最大的是斯巴鲁，营业利润将下降
35%。按 2025年的营业利润计算，马
自达将下滑 33%，三菱汽车公司将下
滑 21%，日产汽车公司将下滑 13%。
丰田汽车公司在美国的生产比例相对
较高，营业利润受影响小，仅下降
5%。日媒称，由于投资余力有限，中
型车企难以推进向美国转移生产，它
们更担心受到关税上调带来的影响。

日本车企还通过位于加拿大和墨
西哥的生产基地向美国出口整车，如
果这两个国家也被加征关税，对日本
车企的影响会更加严重。本田在墨西
哥每年生产约 20万辆汽车，其中八成
出口至美国。本田副总裁青山真二认
为，关税“影响很大”。

据日产总裁内田诚介绍，日产每
年从墨西哥向美国出口约 30万辆汽

车。丰田去年11月刚发布了向墨西哥
生产基地投资14.5亿美元的计划。丰
田2024年1月至10月从墨西哥出口汽
车的数量为 19.8万辆，其中多数出口
到了北美。特朗普首次当选总统时，
就曾对丰田决定在墨西哥新建工厂表
示强烈反对。

本田和日产计划加强对特朗普政
府的游说活动。此前，本田和日产曾
计划进行历史性重组，有望使其销量
跻身世界前列。但这一构想不到两个
月就受挫搁浅。去年 12月，本田、日
产、三菱汽车签署谅解备忘录，本田与
日产开启合并谈判，三菱汽车就参与
合并事宜进行探讨。

本田与日产原计划今年 6月前达
成最终合并协议，2026年 8月设立控
股公司。但 2月 13日双方正式宣布，
撤回合并磋商协议。据日媒报道，本
田与日产在各自持股比例等问题上未
能达成一致，最终导致谈判停止。

农产品也承压

《日本经济新闻》分析，从美国的
角度看，日本按国家单位计算也是第
四大农产品出口市场。在大米和小麦
等部分农产品方面，日本政府实际上
对进口实施管控。美国可能会进一步
施压，迫使日本做出改变。

目前日本正在闹“米荒”和“蛋
荒”。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江藤拓 14日
宣布，将最多投放21万吨政府储备米，

“不惜一切代价改善大米流通‘梗阻
’”。这是日本首次以保障大米流通为
目的而动用储备米。此前，日本规定
政府储备米只能在发生灾害、大规模
歉收等情况下投放。1月底，日本修改
了相关政策，允许在可回购前提下将
储备米用于缓解流通紧张。

同时，继去年夏天热浪导致鸡蛋
减产后，日本近期的禽流感疫情将鸡
蛋价格推至历史高位。日本农协鸡蛋
公司 2月 12日宣布，东京地区中号蛋
的批发价为每公斤315日元(约合15元
人民币)。相比1月6日上涨了四成，逼
近历史最高价350日元。

事实上，日本大米经济在很大程
度上与世界市场隔绝。农民是日本政
坛选举的重要“票仓”，一直是自民党
可靠的选票来源之一。由农业从业者

及出资赞助者共同组成的日本农协，
成为有能量左右日本农业政策的

“操盘手”。
根据日本农协官网公布的信息，

农协不仅负责共同采购农业生产所需
的物资、共同销售农畜产品，旗下还有
如“农林中央金库”的金融机构负责储
蓄和贷款等信贷服务，以及“全国农业
者农政运动组织联盟”这样的政治团
体负责参与选举活动。因此，政府为
选票考虑，会尽力避免让农民面对高
关税的压力。

上世纪 90年代末，日本对进口稻
米征收的关税一度高达 778%。日本
政府每年在世贸组织框架下承诺零关
税进口 77万吨大米，但这些进口米不
会进入日本国内粮食流通市场，而是
主要用于加工和饲料。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2020年签署后，日本仍保留对
其五个敏感农产品类别(大米、牛猪肉、
小麦、乳制品、糖)的关税，以保护国内
农民免受进口商品影响。另一方面，
从 2014年到2022年，日本的大米出口
量却增长了6倍，达到近3万吨。

在很多农产品方面，美国都是全
球出口大户，2024年美国农业出口量
增长了 22％。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
2019年 10月，日美两国曾签署贸易协
议，降低日本对美国农产品的关税。
日本承诺为价值约70亿美元的美国商
品打开市场，降低牛肉、猪肉、奶酪、葡
萄酒等美国产品的关税，取消杏仁、蓝
莓和甜玉米等产品的关税。

日本首相石破茂日前访美与特朗
普会晤，通过主动增加对美投资和扩
大进口示好，以避免美方对日本输美
产品加征关税，但特朗普对削减美日
贸易逆差的态度依然坚决。

日本笹川和平财团高级研究员渡
部恒雄表示，石破茂强调将对美投资
额提高到1万亿美元，以及共同开发阿
拉斯加的液化天然气等项目，这一对
策或许暂时能奏效，但不能乐观地认
为未来“关税大棒”就不会挥过来。日
本上智大学综合全球学部教授前岛和
弘也认为，扩大液化天然气进口、共同
开发阿拉斯加天然气以及丰田、软银
和五十铃等企业增加对美投资，能否
帮助日本破除美国对关税的执念，仍
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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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13日祭出关税最新举措——“对等关税”，即其他国家向美国征收

多少关税，美国也向对方征收多少关税。这一关税大棒不仅针对非盟友，也同时挥向欧盟、

日韩等盟友。《纽约时报》报道称，几乎每个国家都会受到影响，但此举对印度、日本和欧盟的

影响可能尤为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