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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结构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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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有效保护率理论#由 上 游 至 下 游 逐 级 递 增 的 梯 形

关税结构将提高一国最终商品的有效保护程度’但在 以 美 国 为 代 表

的西方代议民主制国家#由于利益集团的游 说 影 响#政 府 的 贸 易 政

策并非时刻遵循梯形关税结构的设置原则#甚至有时反其道而行之’
对此#本文以Z0,<<-)()(E_23R-)( !"==>"的 %保护待售&模型

为基础#引入中间产品#研究了政府与上下游 产 业 利 益 集 团 之 间 的

博弈行为’结 论 表 明#关 税 结 构 实 为 政 治 经 济 体 系 中 的 内 生 产 物#
其形式取决于上下游产业利益集团的组织情况以及最终商品 产 业 之

间的实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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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现代经济中#一国征收进口关税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保护国内 产 业’保

护国内产业的效率则由有效保护率来衡量’根据有效保护率理论#国内产品

所受到的有效保护与关税结构具有直接的关系#若中间投入品的名义税率不

等于最终商品的名义税率#则会使最终商品所受到的有效保护与名义保护发

生背离’进口中间投入品的名义税率与最终商品的名义税率相比越小#则最

终商品受到的有效保护越大(相反#如果进口中间投入品的名义税率大于最

终商品的名义税率#则最终商品所受到的有效保护将小于名义保护#甚至可

能为负’因此#通 过 关 税 结 构 的 合 理 安 排#可 以 在 扩 大 贸 易 自 由 化 的 同 时#
使目标制 成 品 行 业 受 到 的 有 效 保 护 程 度 增 加’M)3)<<) !"=@P"*a’(C20和

2̂)1<!"=!@"*%3)0U !"=AP"*_2+&1!"==!"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发达国家

与发展中国家均已逐步形成了 %原材料$中间投入品或半制成品$最 终 制 成

品&#由上游产业到下游产业#逐级递增的梯形关税结构’ %梯形结构&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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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能够有效保护本国市场和产业#而应成为各国在设计关税结构时所应遵

循的准则 !%,0E2(#"=@@"$
虽然#自乌拉圭回合后#Q]8各成员国设立的关税已大幅下降#常规性

的非关税壁垒 !配额%关税配额%金融管制等"的使用率已从"==>年的>PX
降至#$$>年的"PX#然而#据‘7%]KL统计#非常规的非关税壁垒的使用

率却从"==>年的PPX迅速增至#$$>年的APX#特别是技术性贸易壁垒在此

十年间的使用率翻了一番$F22#7’+’1)与83)002)C)!#$$@"在世界银行政策

研究报告中指出#所有非关税壁垒在限制商品贸易上的总体效果等同于>$X
的关税税率$a,(1)C(u与 J’-,/(’!#$$""认为非关税壁垒在某种意义上已

逐渐成为了关税的替代品#关税与新型的贸易保护手段此消彼涨#目的便是

为产业继续提供保护$而且Y,E0’C/2W!"==A"将乌拉圭回合后的发达国家关

税与#$世纪@$年代中期的发达国家关税相比较后发现#关税水平在此三十

年间虽已大幅下降#但其结构却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这说明#关税结构依然

能够反映出真实的保护力量在原材料%中间产品与最终制成品之间的分配情

况$因此#在当今关税水平已不能如实反映贸易保护水平的情况下#关税结

构"对于研究一国的贸易保护倾向将更具意义$

" 本文中的&关税结构’一词可广义地引申为&保护结构’#意指保护力量在原材料%中间产品与最终制成

品之间的分配情况$

尽管 &梯形结构’的原则适用于多数情况#然而#现实中却存在 着 诸 多

例外#有的国家对国内某些产业链的保护并未采取理想的梯形结构#甚至反

其道而行之$由 Q]8公 布 的MB<%D4C-"8(;D7"D,#$$>显 示#欧 盟 在 木 制

品%造纸%碱性金属等产业上的保护力度便呈 &倒梯形’(而日本则在制药%
动物饲料等产业上#对中间产品的保护超过了最终制成品#真正严格符合梯

形关税结构的只有食品制造%工业化学制品以及橡胶制造产业$
而最突出的例子#则是美国为保护国内钢铁业于#$$#年?月P日动用了

#$"条款#宣布此后三年#美国"$种钢铁产品的进口关税将从当前 的AX提

高到?$X$此举使得钢材消费产业的有效保护率大打折扣#严重背离了逐级

递增的梯形关税结构$
因此#若以 &有效保护率’为理论基础解释关税结构#并不能全 面 地 反

映实际经济现象$Y,E0’C/2W!"==A"认为应从关税的存在性出发重新认识关

税结构的形成机制$而对于关税的存在性#无论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

理论#均无法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而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则另辟蹊径地从收

入分配的角度出发#引入公共选择理论#分析贸易政策决策的内生过程以及

结果#从政策决策过程的角度探究关税的水平%结构%形式与变化$
在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产业利益集团被认为扮演了重要角 色$在 西

方代议民主制 国 家#利 益 集 团 影 响 着 国 家 政 治 的 各 个 方 面#包 括 议 会 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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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决策!总统和国会议员的竞选以及高级官员的任命#特别是在美国$国

会活动的公开程度高于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国会公开欢迎各界到国会游说$
因此利益集团对国会施加的影响更为明显#利益集团的作用越来越大$其重

要性甚至 不 亚 于 政 党#早 在#$世 纪?$年 代$H+&)11<+&(2’E20 %"=?P&便 在

’政治!压力与关税(%4C-"G"8.$4BD..IBD<#%GNDM<B"@@&这部著作中$强调

了利益集团在"=#=)"=?$年 美 国 关 税 法 案 的 修 订 中 所 产 生 的 影 响*而 美 国

#$$#年为保护国内钢铁业而动用#$"条款的举措$也是由于受到了美国钢铁

业工会等利益集团的游说#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由于政府与公众!个人与

集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产业利益集团便可以众多方式向政府决策者施加

政治影响与压力$贸易保护实为利益集团游说政府的结果 %]/33,+U$"=@!&#
围绕关税由利益集团游说而内生的观点$产生了一系列颇具代表性的经

济理论分析模型#从 _’33-)( %"=A#&的政治支持模型到a’(E3)4)(EQ233’<W
%"=A#&的游说支出模型$再到 J)C22$M0,+U)(E ,̂/(C %"=A=&构建的选举

竞争模型$直至Z0,<<-)()(E_23R-)( %"==>&提出的 +保护待售, %\0,B
12+1’,(a,0H)32&模型$利益集团影响一国贸易政策的理论学说不断发展完善

%盛斌$#$$"&#由于 +保护代售,模型综合考虑了政治家!利益集团与公众之

间相互竞争的关系$而且独立于复杂的竞选程序$关注利益集团对关税的直

接影响$因此$无论从研究价值还是现实意义而言$+保护待售,模型更为成

熟!完整$也 被 众 多 学 者 视 为 研 究 内 生 关 税 的 基 本 模 型 框 架 %K+&)04)$

"===&#
+保护代售,模 型 为 研 究 关 税 结 构 提 供 了 新 的 视 角 与 切 入 点$Y,E0’C/2W

%"==A&运用 +保护待售,模型针对乌拉圭回合后的美国关税结构进行了计量

分析$证明了梯形关税结构应是内生均衡关税存在的表现形式$并非政府刻

意为保护制成品行业所使用的贸易手段#K+&)04)%"===&将非贸易产品引入

+保护代售,模型$研究了上下游产业之间的游说竞争$虽然其结论并未反映

政府关税保护的最终倾向$但研究结果表明$并非所有的最终商品产业均希

望政府降低中间 产 品 的 价 格$有 时 也 会 游 说 政 府 为 中 间 产 品 提 供 贸 易 保 护$
这便为现实中关税结构并非完全遵照 +梯形结构,的情况提供了一定的微观

解释#
由于 +保护待售,模型侧重于研究最终商品的关税设置$并未涉及上下

游产品之间的关税联系$因此$本文根据Y,E0’C/2W%"==A&的思路$从关税

内生性出发$以Z0,<<-)()(E_23R-)( %"==>&提出的 +保护待售,模型为

基础$引入中间产品$以比较均衡状态时上下游产业的保护力度$借此研究

关税结构的形成机制及其最终表现形式$提出关税结构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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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税结构的博弈模型

Z0,<<-)()(E_23R-)( !"==>"在 #保护待售模型$中假设%一小国经

济由具有相同偏好但不同要素禀赋的主体组成%每位主体的效用函数为&#)

$$’+
#

")"
#"!$""%其中%$$ 是 对 商 品$的 消 费 量%$" 是 对 商 品"的 消 费 量%

"N"%#%?%’%#%#" 为可微(递增严格凹函数)商品$为单位商品%其国内与

国际价格均等于"%并且只用劳动制造%规模收益不变%投入产出比为"%因

此在竞争性均衡的条件下%国内工资率亦为")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假设%该国除单位商品及#类最终 商 品 外%还

存在一种供制造#类最终商品所需的中间产品V)
中间产品V为 非 单 位 商 品%生 产 中 间 产 品V需 要 劳 动(部 门 专 用 要 素%

由于工资率为"%因此产业V的销售利润仅依赖于中间产品V的国内价格H%
将其记为!V!H"*商品"亦为非单位商品%由于生产商品"时%不仅需要劳动(
部门专用要素%还需要中间产品V的投入%因此产业"的销售利润依赖于商品

"以及中间产品的国内价格!"%H%将其记为!"!!"%H")
此时%最终商品产业"的 总 体 福 利 来 自 于 四 个 方 面&工 资(特 殊 要 素 收

入(关税转移支付以及消费者剩余)
由于国内工资率为"%则产业"的工资收入为-"%-" 也即属于产业"的人

数*特殊要素收入为产业销售利润!"!!"%H"*关 税 转 移 支 付 为&"QB!!"%其

中%Q 为该国人口总数%!N!!"%!#%!?%’%!#"为最终商品的国内价格向量%

B!!"为个人由政府征收关税所得到的转移支付%&" 为产业"的特殊要素集 中

度%&"N-"+Q*消 费 者 剩 余 为&"Q.!!"%其 中%.!!"为 消 费 个 体 的 消 费 者

剩余)
则产业"的总体福利函数=" 便可表示为&

="!!"%H")-"’!"!!"%H"’&"Q,B!!"’.!!"-

)-"’!"!!"%H"’&!" +
#

")"

!!"1!"" "/"!!""

!’!H1H""/V!!%H"’Q.!! ""%
其中%/"!!""为产业"的进口量%/" 为!" 的减函数*/V!!%H"为产业V的进

口量#%/V 为!" 的增函数(H的减函数*!"" 为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

H" 为中间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

# 由于最终商品直接面对最终消费者%因此%其进口量只与其国内售价相关*而对中间产品的使用源于间

接需求%因此%其进口量将受到自身价格与最终商品售价双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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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产业V的总体福利=V 则可表示为"

=V$!"#H%)-V’!V$H%’&!V +
#

")"

$!"1!"" %/"$!"%

’$H1H"%/V$!#H%’Q.$! "%#
其中#-V 为属于产业V的人数#&VN-V&Q’

令-)+
#

")"
-"’-V #则社会总福利= 可表示为"

=$!"#H%)-’+
#

")"
!"$!"#H%’!V$H%’+

#

")"

$!"1!"" %/"$!"%

’$H1H"%/V$!#H%’Q.$!%+

Z0,<<-)()(E_23R-)( $"==>%认为#若产业"$包括产业V%的利益集

团为当权政府的政治活动提供政治捐 献#则 其 最 终 收 益 为Z"#Z"N="[:"#
其中:" 为产业"对政府的政治捐献’产业"的目的在于通过政治捐献:"#换

取贸易保护#使Z" 最大化’同时#当权政府为能够连任#除了筹集政治捐献

外#也需努力提高普通选民的效用水平#以获取民众的政治支持(因 此#当

权政府的目标则是选择合适的关税水平集合#使筹集到的政治捐献与社会总

体福利的加权值O最大化#O)+
"*?
:"’<= #其中#?为全体利益集团集合#

<为政府对社会福利赋予的效用权重#<,$’
根据Z0,<<-)()(E_23R-)( $"==>"R6A?=%的结论#均衡的贸易政策来

自于政府与游说集团之间两阶段非合作博弈的结果’利益集团根据可能获得

的保护提供政治捐献#从而形成对应于不同关税水平的捐献安排#政府按照

捐献安排#实施相应的贸易政策#最大化O’
因此#产生的贸易政策!#H将使各部门的联合收入最大化#即

$!#H%))0C !-)O +
"*?
="$!#H%’<=$!#H "%#

进而得到"

+
"*?

#="

#!"
’<#=#!"

)$#

+
"*?

#="

#H ’
<#=
#H )

$
&

’

(
#

$"%

$#%

由$"%式得到"$6"[&?%("V$<V&? !%$!"[!"" %#/"#!"V$H[H"%
#/V
#! "" N$#

进一步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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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
!6"1&?"("
!<’&?"/"D"

’GV
#/V
#!"

H"
/"D"

+ !?"

由!#"式得到#+
"*?
6"!1%"$V"’6V(V’&?/V’!<’&?"!H1H""

#/V
#H )$$

进一步可得#

GV
"’GV

)
6V(V1+

"*?
6"%"$V’&?/V

!<’&?"/VDV
$ !>"

其中6"$6V 为可变量$当产业"%产业V被组织起来时$6"N"$6VN"$否则

为$&&? )+
"*?
&" 为总人口中由产业利益集团代表的选民部分&G" 为商品"的从

价贸易关税$G"N!!"[!"" "’!"" &GV 为商品V的从价贸易关税$GVN!H[H""’

H"&(" 为商品"的国内产量&(V 为中间产品的国内产量&%"$V为产业"对中间

产品V的需求量&D" 为商品"的进口需求弹性$D"N
#/"
#!"
k!"/"

&DV 为中间产

品的进口需求弹性$DVN
#/V
#Hk

H
/V

(

三!讨!!论

情况!!当所有产业均未组织起来时

此时$6"N6VN$$&?N$$联立 !?"%!>"式$得到#G"NGVN$(
因此$当最终商品与中间产品的生产厂商均未组织起来成立游说集团时$

该国将实行自由贸易(
情况"!当所有产业均组织起来时

此时$6"N6VN"$&? ) +
#

")"
&" ’&V $联 立!?"%!>"式$得 到# GV

"VGV

N &?["
!<V&?"DV

(

由于&? 为所有利益集团的选民占总人口的比重$即&?#"$从而GV#$$
因此当所有产业均组织起来时$上游的中间产品将一定不会得到关税保护(

此时$ G"
"VG"

N
"[&?

!<V&?"/"D"
k ("V/V

#/V
#!"

#/V
#! "# $H

$其 中$"[&?,$$

#/V
#H$$

(

其中$(" 与
#/V
#!"

成正比$即最终商品"的国内产量越大$其价格对中间产

品进口量的影响力也越大(但随着(" 的增长$其价格对中间产品进口量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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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影响力则逐渐减小#即
#
#/V
#!"
#("

%$#
##
#/V
#!"
#("

$$$在此#若视
/V

#/V%#H
为常

数#则(" 与
/V

#/V%#H
k#
/V
#!"

的关系如图"所示$

图!!征税产量!""的确定

代表(" 与
/V

#/V%#H
k#
/V
#!"

关系的曲线?"与>Pv斜线?#相交于点U#点U

的横坐标记为("$#在此#称("$为产业"的征税产量#("$N[/V
#/V
#!"

#/V
#! "H $

因此#对于下游的最终商品产业而言#产量大于("$的利益集团将得到关

税保护#因为#("V/V
#/V
#!"

#/V
#! "H %$#G"%$&相 反#产 量 小 于("$的 利 益 集

团#则得不到政府的关税保护$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该国的关税结构符合 ’梯形结构(的 原 则#对 中

间产品以及产量相对较小的最终商品将不征收进口关税#产量较大的最终商

品将得到政府的关税保护$
如果所有选民均属于利益集团集合#即&?N"时#G"NGVN$#该国对所有

产品实行自由贸易#利益集团彼此之间的游说竞争将使各自受到的保护消失

殆尽$
情况#!当所有最终商品产业组织起来!而中间产品产业未组织起来时

此时#6"N"#6VN$#&? )+
#

")"
&"#&VN$#联立 )?*!)>*式#得到" GV

"VGV

N
1+

#

")"
%"#V’&?/V

)<’&?*/VDV
$$#因此GV$$#而且该情况下的GV 小于情况*中的GV#

原因在于产业V未组织起利益集团为自身利益游说政府$所有代表最终商品

的利益集团将联合起来#对政府游说#以进口补贴的方式#将国内中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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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调至世界价格以下#

此 时$ G"
"VG"

N
"[&?

!<V&?"/"D"
k ("V /VV

(V
/V!"[&?! "" #/V

#!"
#/V
## $% &H

$该

情况下的G" 也小于情况*时的G"#
设函数

@"!("")("’ /V’
(V

/V!"1&?! "" #/V
#!"

#/V
## $H

)("1 /V’
(V

/V!"1&?! "" #/V
#!"

#/V
## $H

+

根据图"所示$得知必存在一点(""%$$使得@"!("""N$$("" !N[ /VV

(V
/V!"[&? "" #/V

#!"
#/V
## $H #

由于 (V
/V!"[&?"

%$$该情况下的(""高于情况*中的("$$表明同一产业$

只有产量更高的情况下才会受到政府的保护#
其结论与情况*的结 论 大 致 相 同$该 国 的 关 税 结 构 也 符 合 %梯 形 结 构&

的原则$对中间产品以及产量小于(""的最终商品将不征收进口关税$产量大

于(""的最终商品将得到政府的关税保护#但相对于情况*而言$此时$中间

产品的国内价格将更低$对相同产业的关税保护力度将有所减弱$得到保护

的产业数量也将减少#因为最终商品产业$已通过中间产品价格的进一步降

低$弥补了由于保护力度减弱’保护范围缩小所带来的损失#
如果所有选民均属于利益集团集合$即&?N"时$G"N$$GV$$$该国对

最终商品实行自由贸易$对中间产品执行进口补贴#
情况$!当 中 间 产 品 产 业 组 织 起 来!而 所 有 最 终 商 品 产 业 均 未 组 织 起

来时

此时$6"N$$6VN"$&?N&V$联立 !?"’!>"式$得到(

GV
"’GV

) (V’&V/V
!<’&V"/VDV

%$$

中间产品产业将得到关税保护#
而最终产品的关税率满足(

G"
"’G"

) &V
!<’&V"/"D" !#Y (V

&V
’/ $#V

#/V
#!"

#/V
# $H 1("" +

设函数@#!(""N("[
(V
&V
V/# $V #/V

#!"
#/V
## $H

#

根据图"所示$得知必存在一点("#%$$使得@#!("#"N$$("# #N[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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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V
#!"

#/V
# !H #

因此$产量小于("#的利益集团将得到关税保护$而产量大于("#的利益集

团$则得不到政府的保护#?

? 此时$产业V的利益格局决定了关税结构$产量较大的商品价格提高$将大幅度降低中间产品利益集团

的消费者剩余$而产量较小的商品提价并不会使其消费显著 受 损$反 而 由 于 价 格 提 高 而 增 加 了B%!&$为

中间产品厂商创造了额外的福利$因此$中间产品利益集团将游说政府$阻止保护较大产量的产业$而 支

持对较小产量的产业提供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本该呈 ’梯形(的关税结构将被打破$政府对产 量 较 大

的最终商品不征收进口关税$反而中间产品以及产量相对较小的最终商品得

到了关税保护$因此$该情况下的关税结构呈 ’倒梯形(#
情况Q!当中间产品产业组织起来!而最终商品产业部分组织起来时

假设$.个最终商品产业组织起来$其余#[.个最终商品产业则未组织#
此时$6"N6#N)N6.N6VN"$6.V"N6.V#N)N6#N$$

&? )+
.

")"
&"’&V$!&.’" )&.’# ) ) )&# )$$

联立%?&!%>&式$得到"

GV
"’GV

)
(V’&?/V1+

.

")"
%"$V

%<’&?&/VDV
+

从上式来 看$对 于 中 间 产 品 是 否 实 行 关 税 保 护$关 键 是(V ’&?/V 1

+
.

")"
%"$V 是 否大于$#因此$关键在于最终商品利益集团的总体实力#如果组

织起利益集团的最终商品产业$其数目足够多$或者其产量足够大 %(" 与%"$V
成正比&$则将 会 使 中 间 产 品 失 去 关 税 保 护*反 之$则 中 间 产 品 受 到 关 税

保护#
如果最终商品产业"组织起来$则"

G"
"’G"

)
%"1&?&
%<’&?&/"D"

0

1

Y ("1
(V’&?/V1+

.

")"
%"$" !V

%"1&?&
Y #/V
#!"

#/V
#" !

2

3
H

+

当GV,$时$则最终商品产业"将一定受到关税保护#
当GV$$时$则最终商品产业"是否受到保护$依(" 大小而定#

设函数@?%("&)("1
(V’&?/V1+

.

")"
%"$" !V

%"1&?&
Y #/V
#!"

#/V
#" !H $根据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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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得知必存在一点("?%$#使得@?!("?"N$#("? )1
(V’&?/V1+

.

")"
%"#! "V

!"1&?"
Y

#/V
#!"

#/V
#! "H $

因此#产量大于("?的 利 益 集 团 将 得 到 关 税 保 护#产 量 小 于("?的 利 益 集

团#则得不到政府的关税保护$
如果最终商品产业"未组织起来#则%

G"
"’G"

) 1&?
!<’&?"/"D

0

1
"
("1

(V’&?/V1+
.

")"
%"#! "V

1&?
Y #/V
#!"

#/V
#! "

2

3
H

+

当GV#$时#则最终商品产业"将一定得不到关税保护$
当GV%$时#则最终商品产业"是否受到保护#依(" 大小而定$

设函数@>!("")("1
(V’&?/V1+

.

")"
%"#! "V

1&?
Y #/V
#!"

#/V
#! "H #根据图"

所示#得知必存在一点(">%$#使得

@>!(">")$#!("> )1
(V’&?/V1+

.

")"
%"#! "V

&?
Y #/V
#!"

#/V
#! "H +

因此#产量小于(">的 利 益 集 团 将 得 到 关 税 保 护#产 量 大 于(">的 利 益 集

团#将得不到政府的关税保护$
综上所述#在该情况下#将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关税结构%
!""中间产品与组织起来的最终商品同时得到关税保护#对于未组织起来

的最终产品而 言#产 量 较 小 的 得 到 关 税 保 护#产 量 较 大 的 则 不 受 关 税 保 护$
此时#关税结构表现出 &两端宽#中间窄’的状态$

!#"中间产品与未组织起来的最终商品都将得不到关税保护#对于组织起

来的最终产品而言#产量较大的得到保护#产量较小的则不受关税保护$此

时#只有实力强劲的最终商品利益集团才可得到关税保护$

四!结!!论

从讨论中#可 以 看 出#只 要 最 终 商 品 产 业 大 规 模 地 联 合 游 说#便 可 使

政府保持梯形的关税结构$并且#_23R-)( !"==!"认 为#比 起 从 消 费 中 获

利#利益集团更关 注 产 业 内 部 的 特 殊 要 素 收 入#因 为#为 了 获 得 消 费 者 剩

余而去游说政府压 低 其 他 最 终 商 品 价 格#将 是 一 件 边 际 收 益 远 低 于 边 际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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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行为#因此$为 了 提 高 特 殊 要 素 收 入$最 终 商 品 的 利 益 集 团 将 热 衷 于

游说政府取消对中 间 产 品 的 保 护$而 中 间 产 品 对 于 压 低 最 终 产 品 价 格 的 意

愿可能并不强烈#这 也 就 解 释 了 为 什 么 在 多 数 情 况 下$保 护 力 度 的 分 布 满

足 %梯形结构&$而这样的结构安排实为 利 益 集 团 与 政 府 间 博 弈 后 所 得 均 衡

关税的产物#
但如果相对于中 间 产 品 利 益 集 团 的 实 力$最 终 商 品 产 业 实 力 显 得 过 于

单薄$则此时最终 商 品 产 业 将 选 择 放 弃 游 说#因 为$根 据 情 况+的 结 论$
最终商品产业将享 受 到 免 费 的 贸 易 保 护$如 果 贸 然 组 织 利 益 集 团 游 说 政 府

则将导致情况,的 结 果$或 者 丧 失 保 护$或 者 得 到 以 政 治 捐 献 为 代 价 的 保

护$显然$游说政府的行为对于最终商品产业而 言 将 得 不 偿 失#正 如 F0/2B
C20’"==@"R6>?=(所描 述 的" %当 美 国 纺 织 业 在 国 会 寻 求 贸 易 保 护 时$其

下游产业却保持沉默$坐视不理#&因此$这 种 情 况 下 政 府 将 以 保 护 中 间 产

品为主#这便解释了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关税结构并非呈逐级递增形式#
当中间产品产业 与 最 终 商 品 产 业 实 力 势 均 力 敌 时$情 况 将 更 为 微 妙#

在此$仍以美国动 用#$"条 款 保 护 国 内 钢 铁 业 为 例#美 国 在 实 施#$"条 款

后$国内钢铁消费产业利益集团对此 的 反 对 声 势 日 益 高 涨$终 于 在#$个 月

后$迫于国内外政 治 压 力$美 国 决 定 提 前 解 除 对 钢 铁 产 业 的 保 护#那 么$
为什么在同一产业链 上 的 关 税 结 构 会 在 一 段 时 期 内 呈 现 出 反 复 不 定 的 非 稳

定状态？J)C22%&0’<1,R&20’#$$#(认为$由于代表最 终 商 品 的 利 益 集 团 均

存在压低中间 产 品 价 格 的 意 愿$所 以$最 终 商 品 各 产 业 之 间$很 可 能 存 在

%搭便车&现象#因此$当搭便车现象 出 现 时$部 分 最 终 厂 商 将 放 弃 对 政 府

的游说$使得最终商 品 产 业 与 中 间 产 品 产 业 之 间 实 力 失 衡$从 情 况*转 为

情况,$导致 保 护 的 天 平 向 中 间 产 品 利 益 集 团 一 方 倾 斜#由 于 遭 受 损 失$
最终商品产业重 新 游 说 政 府$恢 复 之 前 的 梯 形 关 税 结 构#这 正 如 现 实 中 所

看到的$"=A=年美国半导体 产 业 协 会 毫 无 阻 力 地 成 功 游 说 了 政 府$使 美 国

与日本签订了半导体反 倾 销 条 款$随 后 代 表 计 算 机 厂 商 的%H\\于"=="年

迫使政府将该项 条 款 废 除$而 在 整 个 事 件 中$同 属 于 半 导 体 下 游 产 业 的 收

音机!电视机!通讯设备制造商却始终作为旁观者未发一言#
因此$在利益集团的影响 下$西 方 代 议 民 主 制 国 家 的 关 税 结 构 其 表 现

形式复杂$并非完全遵循传统意义 上 的 %梯 形 结 构&$实 为 政 治 经 济 体 系 中

的内生产物$其具体 形 式 需 要 视 产 业 利 益 集 团 的 组 织 情 况$以 及 最 终 商 品

产业之间的实力差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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