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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心妄想

美媒引述知情人士
16日透露，美國總統特
朗普圖謀利用關稅談判

向美國的貿易夥伴施壓，要求他們在貿
易領域 「孤立」 中國。但美媒表示，在
特朗普的單邊關稅威脅令全球蒙受損失
之際，其他國家並沒有跟隨美國與中國
作對的動機。《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
馬斯．弗里德曼指出，特朗普政府反覆
無常的政策正在損害美國的國際信譽，
使全球對美國失去信任，美國才是日益
陷入孤立的一方。

美擬組全球關稅同盟 陰謀難以得逞
特朗普反覆無常 盟友不再信任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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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路透社報道：美國
總統特朗普15日再次動用《1962年貿
易擴展法》第232條款，指示商務部長
盧特尼克對所有美國關鍵礦產進口進行
所謂 「國家安全貿易調查」（即「232調
查」），被視為加徵關稅的前奏。此舉將
加劇美國與全球貿易夥伴的爭端，標誌
着特朗普挑起的關稅戰進一步升級。

特朗普15日簽署行政令，要求盧
特尼克對包括鈷、鎳、17種稀土元素
和鈾在內的所有關鍵礦產及其下游產品
進行 「232調查」 。下游產品包括芯
片、電動汽車、智能手機等。盧特尼克
須在180天內提交調查結果，包括關於
是否加徵關稅的建議。路透社稱，特朗
普此舉主要針對在全球關鍵礦產供應鏈

中居於主導地位的中國。為反制特朗普
關稅，中方此前已對關鍵礦產實施出口
限制。

白宮表示，若特朗普決定對關鍵礦
產徵收關稅，該稅率將取代特朗普本月
早些時候宣布的 「對等關稅」 稅率。特
朗普上月還簽署了一項行政令，指示聯
邦機構列出礦山和可用於礦產加工的聯
邦土地清單。然而，開發新礦和建造加
工設施需要數年時間。美國目前僅能開
採和加工少量鋰礦；僅有一座鎳礦但無
冶煉廠；鈷礦及精煉設施完全空缺。

特朗普今年1月上任以來已根據
「232調查」 對進口汽車和鋼鋁產品加
徵關稅，日前宣布對半導體和藥品進行
「232調查」 。

大公報整理

▲亞洲各國與中國經濟聯繫緊密，不願站
隊美國。圖為印度尼西亞工人在紡織廠工
作。 法新社

【大公報訊】特朗普近日先是威脅對全球
徵收所謂 「對等關稅」 ，又宣布暫緩對大多數
貿易夥伴徵收這項關稅90天，令各國無所適
從。《華爾街日報》16日援引知情人士稱，特
朗普政府計劃與70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關稅談
判，要求他們聽從美國的命令，在貿易領域
「孤立」 中國，以換取白宮減少貿易和關稅壁
壘。美方對這些貿易夥伴的具體要求包括禁止
中國通過其領域運輸產品、禁止中國公司在其
境內設址以規避美國關稅、不吸收中國的廉價
工業產品等。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是這項策略的幕後推
手之一。他於本月6日在海湖莊園舉行的一次會
議上向特朗普提出了這個想法，並在特朗普政
府官員中獲得支持。特朗普9日宣布暫緩徵收部
分 「對等關稅」 後，貝森特主導了相關談判，
並列出一份他認為可能很快與美國達成協議的
國家名單，包括日本、英國、澳洲、韓國和印
度。

美學者：美國越來越孤立
彭博社指出，特朗普的新關稅政策是一次

「不加掩飾地試圖改寫全球貿易規則、使其更
有利於美國的努力」 ，其影響是扭曲供應鏈、
推翻投資計劃、推高進口價格。弗里德曼15日
直言，特朗普根本不了解全球經濟生態系統有
多複雜，並且在 「沒有盟友支持，也沒有認真
準備」 的情況下發動了一場貿易戰， 「這就是
為什麼他幾乎每天都在改變關稅」 。

弗里德曼指出，特朗普不僅在攻擊競爭對
手中國，也在攻擊美國的盟友加拿大、墨西
哥、日本、韓國和歐盟。他表示，特朗普正在
令全球喪失對美國的信任。 「隨着時間的推
移，你最終會看到一個不那麼繁榮、不那麼受
尊重、越來越孤立的美國。」

前美國副貿易代表比安奇表示，其他國家
沒有與中國對抗的動機，尤其是在美國的單邊
關稅威脅令全球蒙受損失的情況下。她補充
說： 「很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與中國的經
濟聯繫非常緊密。他們並不打算與美國聯手對
抗中國。」

美關稅政策傷及盟友
弗里德曼批評貝森特對中國的看法

「愚蠢」 。貝森特認為將很快與美國達成
協議的國家，實際上也各有想法。日本經
濟再生擔當相赤澤亮正16日率領日本代表團
從東京羽田機場啟程，前往美國首都華盛頓與
貝森特談判。赤澤出發前表示，他將 「徹底想
清楚」 什麼最符合國家利益、什麼才是最有效
的做法。日媒援引日本政府相關人士分析稱，
特朗普關稅政策一變再變，形勢撲朔迷離，談
判將成為 「持久戰」 。日本首相石破茂日前表
示，日方不打算作出重大讓步，也不會急於與
美國達成協議。

今年2月，印度與美國達成共識，啟動第
一階段貿易協議談判。但特朗普的 「對等關
稅」 鬧劇令談判變得更複雜，美國可能對藥品
加徵關稅的消息亦令印度憂心忡忡。印度商工
部部長高耶爾上周說： 「我們不會在被槍指着
的情況下談判。」 德國之聲15日報道稱，印度
紡織品、電子產品和珠寶出口商紛紛利用美國
暫緩徵收 「對等關稅」 的時機開拓新興市場，
以減少對美國依賴。印度一家IT公司高管說，
該公司正在加強與阿聯酋、沙特、新加坡、德
國和南非等關鍵新興市場客戶的合作。

（綜合報道）

▲貝森特（右二）向特朗普（左一）提議利用
關稅談判 「孤立」 中國。 法新社 ▲特朗普政府正在考慮對關鍵礦產加徵關稅。 資料圖片

加州起訴特朗普政府 要求暫停關稅戰
【大公報訊】據美聯社報道：美國加州州

長紐森周三表示，加州將向聯邦法院提起訴
訟，挑戰總統特朗普根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
法》對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商品徵收關稅行
為的合法性。

紐森政府表示，訴訟狀將遞交加州北區聯
邦地區法院，指出特朗普未經國會批准而單方
面採取徵稅措施，違反了憲法賦予國會的權
力。加州還將要求法院立即叫停這些關稅。特
朗普曾多次為提高關稅辯護，稱此舉旨在促進

美國製造業發展，並阻止非法芬太尼流入美
國。但加州方面認為，這些關稅已經導致商品
價格上漲，嚴重衝擊該州企業與家庭，造成數
十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紐森在聲明中批評特朗普的非法關稅，在
對加州的家庭、企業和經濟造成混亂，包括物
價飛漲，影響就業， 「美國家庭無法再承受這
種混亂，我們必須挺身而出。」 幾天前，紐森
還呼籲外國政府豁免加州出口產品不受報復性
關稅影響，但目前尚未達成任何協議。

此外，歐盟委員會貿易和經濟安全委員謝
夫喬維奇14日與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貿易
代表格里爾，就關稅等議題進行談判，但幾乎
沒有進展，甚至談完之後仍不清楚美方的立場
和意圖。美國官員稱，美國對歐盟徵收的大部
分關稅現階段不會取消，包括在90天 「緩衝
期」 內暫時降為10%的 「對等關稅」 ，以及針
對汽車和鋼鋁產品的關稅。一名歐盟外交官抱
怨說，特朗普政府內部的混亂局面讓人很難分
辨哪些是真正的政策意圖，哪些只是談判策
略。

美半導體巨頭或因新關稅年損78億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彭博社報道：

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在考慮對半導體和相關設備
加徵關稅。消息人士15日披露，此舉將導致美
國主要半導體設備製造商每年損失逾10億美元
（約78億港元）。

路透社15日援引兩名消息人士稱，根據半
導體行業的計算結果，針對該行業的新關稅可
能導致美國最大的三家半導體設備製造商──
應用材料、Lam Research和KLA──每年各
損失約3.5億美元。Onto Innovation等規模較

小的公司也可能損失數千萬美元。
這些損失包括銷售額減少、更換零
部件供應商導致的成本增加、處理
關稅合規問題產生的額外開支等。
業內人士已與特朗普政府官員及國
會議員討論上述計算結果。

美國人工智能（AI）芯片巨頭
英偉達同樣遭到打擊。英偉達15日提交
的一份監管文件顯示，特朗普政府要求
該公司必須先獲得政府許可才能向中國
出口H20芯片。美媒稱，這項新限制可

能導致英偉達損失55億美元。
荷蘭光刻機製造商阿斯麥（ASML）16日

發布今年第一季度財報，其淨銷售額較上一季
度下降近20%。阿斯麥首席財務官達森說，特
朗普的關稅政策帶來新的不確定性。他補充
說，特朗普將如何對半導體行業加徵關稅尚不
確定，運往美國的整機系統、零部件、材料等
都可能受影響。

▲特朗普關稅政策激怒歐洲盟友。圖為德國柏林5日舉行反特朗普示威。 路透社

▲美國預計將維持針對歐盟汽車和鋼鋁等產品
的關稅。 法新社

▲美國半導體設備製造商應用材料或因新關稅
蒙受巨大損失。 資料圖片

美國針對關鍵礦產啟動「國安調查」

各方與美國談判情況

歐盟委員會貿易和經
濟安全委員謝夫喬維奇
14日在華盛頓與美國商
務部長盧特尼克、貿易代

表格里爾舉行約2小時的會談，但談
完之後仍不清楚美方在關稅問題上
的立場和意圖。特朗普政府對歐盟
徵收的大部分關稅預計將維持不
變。

歐盟

日本代表團16日啟
程訪美，準備與美國財政
部長貝森特等進行關稅談
判。特朗普表示他也將參

與其中。日本首相石破茂稱，日方
不會因壓力而倉促達成協議，也不
打算作出重大讓步。考慮到特朗普
關稅政策反覆無常，日本政府相關
人士認為談判將成為 「持久戰」 。

日本

印度今年2月與美國
啟動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談
判，目標是年底前完成，
但特朗普關稅政策一變再

變，令談判變得更加複雜。印度商
工部部長高耶爾上周說： 「我們不
會在被槍指着的情況下談判。」 印
度出口商目前正尋求加強與新興市
場客戶的合作，以減少對美國的依
賴。

印度

大公報製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