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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電商出口美國原本最有利的條件，就是
800美金以下的小額包裹免稅政策，像

Shein和Temu這兩個平台是最明顯的。」周江行
說，雖然距離取消免稅還有一段時間，但已有不
少貨代、貨運公司開始漲價。「4月3日，我已經
收到了長期合作的三家貨代公司的漲價通知，從4
日開始，漲價幅度在 1-2.5 元人民幣/公斤。另
外，『雙清包稅』模式（由物流商負責出口國和
目的國清關手續，並承擔運輸中的關稅及稅費）
由於存在一定風險，所以之前價格比正常物流價
格要便宜 4-7元人民幣/公斤，但也是從昨天開
始，價格已經超過正常範圍了。」

產能和品質 他國難比中國
對於成本的增加，他表示也只能無奈接受。
「但是虧本的買賣誰都不會做。假設我賣100美金
的貨就要收25美金的稅，那我也只能把稅金成本
加到商品價格上去，讓美國消費者買單了。而且
我相信，短期內，特別是日用生活品類的產品，
中國製造還是美國消費者的最好選擇。越南、泰
國、孟加拉等其他國家的產品，無論是產能還是
品質和中國相比還是有一定差距的。」

「第三國繞行」存「原產國」查稅風險
在他看來，海外倉也會是接下來中國跨境電商
經營者的應對辦法。「通過海外倉再發貨到消費
者手中，這樣不僅效率更高、消費者體驗更好，
也合理合規，能避免不必要的麻煩。甚至可以考
慮在美國以外的海外倉備貨，再從第三國發至美
國，這樣無論是倉儲費用還是關稅上都可能會有
一定優惠。」不過，他也坦言，「第三國繞行」
模式存在「原產國」檢查風險。「像我們現在熱
銷的襪子，根據規定紡織類產品必須標注原產

國，所以即使從第三國繞行，也存在被查稅的可
能性。」
海外倉經營者金英漢在美東、美西都有業務分

布。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這幾天來自中國
商家的諮詢量明顯增加，而且決定速度都很快，
有些客戶打了三四個電話溝通完畢就下單了。大
家都在提前布局準備。」他透露，近期推出了與
中國跨境電商合作的業務，幫助他們更好開拓美
國市場。「除了一件代發送貨上門服務外，我們
還新增加了分銷業務。很多中國跨境電商主要通
過幾個大的平台對美銷售，而對美國本土線上、
線下市場並不熟悉，我們就幫他們做這一部分的
增量。商品都已經運到海外倉了，多賣出一件都
是利潤。」

美海關工作量及成本將大增
對於即將執行的新政，不少跨境電商從業人員
也對其持續性存疑。有經營者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以前不能順利清關的包裹會退回，並沒有
被要求抽檢、交稅。每天從中國發至美國的包裹
是巨量的，所以我不太相信美國海關能應對那麼
多包裹的檢查。」周江行也表示：「我對這一政
策執行的持續性表示懷疑。除非再出台『一刀
切』政策，即每個小額包裹不管貨值大小全部收
25美金關稅，否則美國海關就要去查驗每一個包
裹的貨值，再計算是收貨值的 30%還是 25 美
金，工作量會大大增加。」
根據牛津經濟研究院2024年的研究，取消關稅
優惠後，美國海關需要增加大量工作，包括對包
裹的分類、估價和處理條目，以及評估和徵收關
稅，還要增加律師、進出口專家、審計師和IT人
員等崗位。這會大幅增加美國海關成本，且這一
成本遠高於加徵的關稅收入。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時報》報道，美國所
謂「對等關稅」計劃公布後，股市暴跌，全球悲
觀情緒持續。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師
稱，關稅帶來風險可能摧毀美國自二戰以來所引
領的全球自由貿易秩序。環球時報在社評文章中
指出，經濟霸凌和脅迫解決不了美國的問題，推
高的卻是全球的風險，貿易戰關稅戰不會有贏
家，保護主義也不會有出路。如果美國政府肆意
動用經濟霸凌手段損害他國正當利益，終會發現
自己離世界主流越來越遠。

文章指出，指出，美國「對等關稅」直接違背
了WTO最惠國待遇原則，即成員國不得對貿易
夥伴實施歧視性關稅。美方此舉是對契約精神的
違背，破壞了WTO框架下的公平競爭環境。從
「對等關稅」這一概念最早宣布，到4月2日公
布各國對應稅率，僅不到兩個月，所謂對等關稅
審查數據的質量可想而知。還有人稱，最終的數
據很像是用貿易逆差率推出來的，而不是根據實
際關稅稅率來徵收的。說白了，打着所謂公平對
等的幌子，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美國第一」經

濟霸凌罷了。對此，國際社會反應激烈，許多貿
易夥伴表達強烈不滿和明確反對。接下來，供應
鏈中斷、貿易萎縮、生產成本上升等連鎖效應，
將進一步波及各國企業和人民。

面對施壓 中國底氣充足
文章強調，經濟霸凌損人害己，這是歷史結
論。即便只是回歸美國自己的關稅歷史，也不難
看出，現在美國政府這般對等關稅法，是在搬着
歷史的石頭砸自己的腳。1930年《斯姆特-霍利

關稅法》後的高關稅混亂仍不是很遙遠，而2018
年美國政府單方面對中國挑起的關稅戰，更是未
如華盛頓所願帶來單方面勝利。根據美國商務部
數據，2019年美國對華出口下降11%，進口減少
16%，直接波及美國農業、製造業和科技行業。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估算，美國消費者每年為
關稅多支付約570億美元，生活成本顯著上升。
美國過去的單邊關稅政策並未壓垮中國，如今，
面對美國再度升級的關稅施壓，無論在經濟結構
上還是國際布局上，中國的底氣都更加充足。

《環球時報》：經濟霸凌損人害己 這是歷史結論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報道，中國對美國輸華
商品加徵的最新關稅，將加速北京轉向巴西等農
產品商家作為替代貨源。其實，早在美國總統特
朗普首次執政的貿易戰期間，北京已啟動相關轉
移。
特朗普於美東時間4月2日宣布對全球貿易夥伴
加徵對等關稅，對中國加徵34%關稅，中國在4月
4日採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在3月初對美國約
210億美元農產品加徵10%至15%關稅的基礎上，
對美國輸華商品加徵34%關稅。

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的大豆期貨 4月 3日下跌
3.43%，報每蒲式耳9.7725美元。
一家國際貿易公司駐新加坡的貿易商說：
「（上述反制措施）徹底封殺所有美國農產品進
口。我們不確定任何進口能否承受 34%的關
稅。」該公司向中國出口穀物和油籽。

美農業損失巨大
一家歐洲穀物貿易商也說，歐盟也可能對美國
大豆加徵關稅。
上述貿易商說：「目前的重大關切是，如果美
國新一批大豆收成前還未就關稅問題達成協議，
這場貿易戰會讓美國農產品市場陷入熊市，而其
他地區的農產品市場進入牛市。」
中國對美農產品加徵的關稅，加速了對美國大
豆輸入的轉移，將需求轉向巴西。巴西的農產品
豐收，將讓當地對華第二季出貨量激增達創紀錄
水平。
荷蘭合作銀行農業市場研究主管梅拉說：「巴
西將是至今的主要受益者，成為可取代美國向中
國輸出大豆的最大供應商。」阿根廷和巴拉圭等
也從中獲益。澳大利亞和阿根廷則可向中國出口
小麥。

路透：中國農產品入口將加速轉向巴西等國

●中國農產品入口將加速轉向巴西等國。圖為
早前，從南非進口的首船飼料玉米靠泊廣東

麻涌港。 資料圖片

美國以「對等關稅」之名，

行經濟霸凌之實，妄圖打破全

球貿易體系的規則，破壞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

國率先打出「組合拳」，從關稅、稀土出口管制

等多個方面實現精準反擊。歐盟亦傳出醞釀啟用

「貿易火箭炮」的反脅迫工具對美反制。「對等

關稅」出台後，美股暴跌，物價上漲，損人害己

的「七傷拳效應」正不斷顯現。特朗普能否「令

美國更強大」尚未可知，他的倒行逆施讓中國與

世界更為團結卻大有可能。

這場美國掀起的關稅風暴，在某種程度上推動

中國與歐洲走得更近。結束3月底訪華行程後，

歐盟委員會貿易和經濟安全委員謝夫喬維奇表

示，「我們必須確保歐中關係建立在公平競爭的

基礎之上，無論是貿易往來還是投資，都應實現

對等的市場開放。」此後，中國商務部宣布，中

歐雙方同意盡快重啟電動汽車反補貼案價格承諾

談判，為推動中歐企業開展投資和產業合作營造

良好環境，同時，中方決定依法延長白蘭地反傾

銷案調查期限。

有助拓展「全球南方」合作網絡
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

長劉青看來，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對中國的影

響具有雙重性，從積極角度看，不僅中歐汽車產

業鏈合作可能進一步深化，印度、巴西等國也可

能因無法承受「對等」壓力而轉向尋求與中國市

場合作，這有助於中國拓展「全球南方」合作網

絡，增強在國際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經濟學

人》直言，在美國這座曾經的「自由世界燈

塔」，變得反覆無常、危險重重的當下，中國的

發展理念與合作模式正受到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

的認可與歡迎。

當美國威脅關停TikTok的時候，外國網友湧入

小紅書完成了第一次「中美大對賬」。4月5日，

美國網紅「甲亢哥」在深圳直播，他關掉了外媒

的「陰間濾鏡」，展示出中國智造的魅力、中國

人的勤勞與友善。面對美國揮舞起的關稅大棒，

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民正在看清事實，是誰在阻

礙世界經濟的發展，是誰在挑起全球貿易戰的戰

火。這一切，會讓國際社會更加清醒，也會令中

國與世界更團結。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4月4日，中方打出「組合拳」，堅
決反制美國加徵的「對等關稅」。其

中，中方宣布，對原產於美國的所有進口商品加徵
34%關稅。「34%」和「所有」都引發了輿論場的
廣泛討論。中國為什麼能全球第一個反制「對等關
稅」？這意味着中方已經提前做好了充分準備，對
美反制的工具和措施充足。經歷了這8年中美之間持
續的貿易摩擦，中國對美國商品的進口需求已經在
經歷重構，多年來已對諸多商品減少了進口依賴，
中國整個經貿領域的韌性亦更強。

對美進口需求正經歷重構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國際貿易系教
授崔凡表示，經歷了這8年中美之間持續的貿易
摩擦，中國對美國商品的進口需求已經在經歷重
構。以大豆為例，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前，美國
是中國最大的大豆供應國，佔中國進口總量的
34.4%。中美貿易摩擦以來這一比重銳減，巴西
等南美國家正在成為中國大豆進口的主要來源
地，同時，中國國產大豆連續三年產量超2,000萬
噸，儲備體系完善，進一步減少了對進口的依

賴。崔凡告訴玉淵譚天，像大豆這樣的商品，在
中美貿易中還有很多。
實際上，由於美國對中國這些年施加的出口管
制，一些原本中國對美進口需求較強的高科技產
品，基本上都已經被限制。美國商務部產業與安
全局曾出具報告稱，從2018年到2023年間，美國
對華出口管制限制的中美貿易額高達5,450億美
元，平均每年就是近900億美元。

雙循環讓市場選擇更多元
另一方面，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相互促進，也讓

企業有了更多元的市場選擇。2024年，中國對共
建「一帶一路」國家進出口增長6.4%，佔進出口
總值的50.3%。其中，對拉美、非洲、中亞五國、
中東歐的貿易增速分別為7.2%、6.1%、7.2%、
7.5%。包括東盟國家等在內的新興市場對中國外
貿市場的貢獻率近六成。與此同時，中方也正持
續助力本土外貿企業拓展內銷渠道。
這些國內外的多元渠道，都有利於幫助企業應

對美國的衝擊，也是我們應對美國的貿易戰，更
為從容的原因。 ●來源：玉淵潭天

美關稅大棒正讓中國與世界更團結
文匯觀察

第一個反制「底氣」何在？
進口依賴降低 經貿韌性更強
特稿

●海外倉是接下來中國跨境電商經營者的應對辦法之一。圖為工作人員在海外倉分揀貨物。 資料圖片

●美國掀起的關稅風暴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中國與
歐洲走得更近。圖為德國慕尼黑車展上展出的比
亞迪電動車。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記

者者 王莉王莉 杭州報道杭州報道））

「「包括亞馬遜在內的幾個主要跨境電商平台都發了郵件包括亞馬遜在內的幾個主要跨境電商平台都發了郵件，，

提醒商家注意調整經營策略和運費提醒商家注意調整經營策略和運費。。33月份就已經傳得沸月份就已經傳得沸

沸揚揚沸揚揚，，現在也算靴子落地現在也算靴子落地，，我們早有心理準備我們早有心理準備。」。」浙江浙江

跨境電商經營者周江行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跨境電商經營者周江行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美國取消小美國取消小

額包裹免稅政策額包裹免稅政策，，短期來看短期來看，，對中國跨境電商經營者來說對中國跨境電商經營者來說

肯定是有壓力的肯定是有壓力的，，但從行業內客觀評估但從行業內客觀評估，「，「中中

國製造還是美國消費者的最好選擇國製造還是美國消費者的最好選擇，，這是無可這是無可

替代的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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