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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愚 蠢 关 税 法 案 ”的 历 史 回 响
1930 年 6 月 17 日，面对全球一片

反对声，美国第 31 任总统赫伯特·C.胡

佛依然执意签署了《斯姆特-霍利关税

法案（Smoot-Hawley bill）》，将 2 万多

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提升到史无前例的

高度。

时任胡佛总统顾问的 J.P.摩根首

席执行官托马斯·W·拉蒙特后来回忆

说，那一天，他几乎要跪下来恳求胡佛

总统悬崖勒马，别让这项愚蠢至极的法

案成为现实。但胡佛没有听，“他甚至

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打开的

是一个吞噬全球经济的潘多拉魔盒”。

从那一刻起，美国挑起的全球关税

大战全面升级，国际贸易体系四分五

裂，经济链条断裂崩溃。在美国国内，

工 厂 倒 闭 ，银 行 破 产 ，失 业 潮 席 卷 全

国 。 法 案 通 过 当 年 ，美 国 失 业 率 为

7.8%；到 1931 年，骤升至 16.3%；1932

年达到 24.9%；1933 年达到 25.1%。

此举给当时已经非常脆弱的国

际经济体系一记重击：许多国家对

美 国 采 取 了 报 复 性 关 税 措 施 。

1930 年，美国对英国的出口有 70%

是免税的；到 1931 年底，这一数字

下 降 到 20% 。 从 1929 年 到 1932

年 ，美 国 的 进 出 口 总 额 锐 减 近

70%；其中出口下降了 49%，进口

下降了 40%。在 1929 年到 1933

年 间 ，全 球 贸 易 总 额 下 降 了

26%。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

国际贸易都没有恢复到 1929

年的水平。

当代大多数经济学家都

认为，大萧条之所以程度如

此之深、时间如此之长，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斯姆特-

霍利关税法案》将美国国

内 的 经 济 困 局 推 向 全 世

界，而国际经贸局势由此

产生的负面影响又反向

回流到美国，最终导致

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

另 有 一 些 经 济 学

家 认 为 ，虽 然 该 法 案

是在 1930 年通过的，

但 关 于 该 法 案 的 讨

论 已 经 持 续 了 很 长

时 间 ，事 实 上 早 已

引起资本市场强烈

不安。从某种程度

上来说，这也是导

致 1929 年 10 月美

国 股 市 大 崩 盘 ，

进 而 拉 开 大 萧

条 序 幕 的 重 要

“推手”之一。

美 国 前 副

国 务 卿 、世 界

银 行 前 行 长

罗伯特·佐利

克 的 新 作

《 论 美 国 ：

美 国 外 交

及 外 交 政

策 史 》中

文 版 中 ，也 对 这 一 段 历 史 作 了 详 细

记述。

佐利克援引历史资料称，大概有

65 个国家对当时的新关税法案表达了

抗议，但“国会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国

外对法案的反应”。比如，查阅《国会议

事录》长达 20 页的“关于西红柿关税的

辩论记录”可以发现，“里面几乎没有人

提到过国会这样做将带来什么样的国

际影响”。作者吐槽道：“美国在 20 世

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

都在收拾 1930 年的贸易法案给国际贸

易留下的烂摊子。”

佐利克多次强调自己是“自由贸易

的支持者”，并表示“我坚信自由贸易是

一件好事。实施关税壁垒将推高成本、

降低生产率，并增加经济系统运行的阻

力”。他还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当前美国

关税和贸易政策的担忧：“在我看来，美

国的优势曾在于其开放性，不仅对商

品，也对资本、思想和人才开放。”

佐利克的外交生涯贯穿了世纪之

交的 30 年，他历经里根和布什父子三

任总统，是后冷战时代共和党内最核心

的幕僚之一。可能正是基于在经贸、金

融和外交领域多年的工作经验，相较于

其他外交家，他更关注贸易政策与外交

战略的关系。在他看来，关税与贸易政

策并不仅仅是美国外交战略的“一个组

成部分”，而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尤其是对于美国这样一个以贸易为立

国之本的国家而言。

关税与美国政策走向自美国建政

之初就纠缠不清。美国独立战争的导

火索波士顿倾茶事件，就与关税政策变

动密切相关。当今的关税政策又成为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焦点。“美国人不仅

将其视为一种获取经济收益的形式，更

相信随着贸易新规则的确立，国际体系

也会随之改变。”佐利克认为，从大萧条

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到冷战时期的技

术出口管制，经贸在美国外交中始终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佐利克在书中援引达特茅斯学院

经 济 学 教 授 道 格 拉 斯·欧 文（Douglas

Irwin）的观点，将美国贸易政策分为 3个

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以当时国会的首要

目标为标志，分别为“收入”“限制”和

“互惠”。

在“收入”阶段，美国几乎完全依靠

关税收入为新政府提供资金，并以此支

付美国独立战争（1775 年至 1783 年）期

间欠下的巨额贷款利息。在此期间，美

国开国元勋之一、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了包括保护关

税、出口限制、对于目标产业的直接政

府补贴、对于制造业投入的税收减免、

提供公共设施等基本政策原则，这也为

以后的保护主义政策的发展设计出主

要政策框架。

南北战争（1861 年至 1865 年）开启

了下一个阶段，也就是限制性的贸易政

策阶段。此时，北方急需收入以支撑战

争开支，为此国会将进口商品的平均关

税提高到了约 50%。这一税率水平基

本维持到了 19 世纪结束。

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全球经济

整体处于调整阶段，美国国内贸易局势

也在发生变化。传统上，美国农民，特

别是种植棉花和谷物的农民以及一些

畜牧业从业者，都是出口的“重度依赖

者”。后来，美国的大制造业主也成了

净出口的一方，他们都倡导进一步调降

关税，以支持出口。但是，大多数小制

造业主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

在很长时间里，争论的双方都没能

获得太明显的优势。直到一位当时非

常有名的调查记者艾达·塔贝尔发文

声讨物价上涨，称“关税是腐败政客和

特殊利益者碗里的肥肉”“抬高了劳工

家庭的生活成本”，舆论开始偏向自由

贸易。

美国第 28 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也听到了这些呼声。1913 年，《安德伍

德-西蒙斯关税法（Underwood-Sim-

mons bill）》颁布，将进口商品的平均关

税从 40%削减到 27%，并将许多商品加

入免税品清单。

然而，此轮调降关税的政策没能延

续太长时间。

1920 年，美联储紧缩银根，引发了

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滑坡。佐利克

吐槽道，美国国会对此的反应是“又一

次祭出了他们最熟悉的救急方案”——

提高关税。

不过，在他看来，此次提高关税更

大的影响是，为日后美国政府的操作留

下了一个重要的“口子”：当时，国会与

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合作，通过

了一个较为灵活的关税条款，试图允许

总统根据专家对“生产成本的计算”来

调整税率。“虽然这项政策后来被证明

缺乏可行性，但它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先

例，使国会可以把调整关税的权力授予

行政机构。”这一授权后来于 1928 年获

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紧接着，就轮到被后人斥为“最愚

蠢法案”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出

场，并在整整 4 年后的 1934 年 6 月被扔

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

很多专家认为，于 1933 年开启第

一个任期的美国第 32 任总统富兰克

林·罗斯福在美国贸易史上的地位被严

重低估了。佐利克虽然没有对这一评

价给出正面回应，但他在书中着重描绘

了一个细节：

1934 年 2 月 28 日，时任美国总统

罗斯福召集副总统、国务卿、参众两院

中的民主党领袖、农业部部长和另外几

个人，一起商议新草案。新草案的提议

“很大胆也很简单”，即向行政机构授

权 ，使 其 可 以 通 过 贸 易 谈 判 把《斯 姆

特-霍利关税法案》规定的进口关税下

调或上调最多 50%。这个草案隐含的

前提是“国会对总统的授权”，这就让行

政班子绕过了参议院的职能。此外，国

会仅需投票一次，因为这项新权力是没

有时间限制的，总统可以通过这项法令

获得极大的权限。

1934 年，《互惠贸易协定法》得以

通过。“这一次革新对美国贸易政策的

改变是巨大的。此后美国大多数总统

可以参考这个先例来制定贸易政策，也

即把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的目标结合

在一起。”佐利克认为，此后很长一段时

间内，美国贸易政策的重点从“把关税

设定得越来越高”变成“通过协议来减

少壁垒”。至此，美国贸易政策也进入

了第三阶段——“互惠”。

以上便是佐利克结合自身与多位

专家的观点，重新梳理出的美国关税与

贸易政策的脉络。他直言不讳地评价

其“看起来左摇右摆”，其实不过只是

“对当时形势的一种实用主义回应”。

纵观美国贸易政策乃至整个外交

战略可以看到，美国常常在现实主义和

理想主义、孤立主义和“世界主义”、贸

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之间摇摆，“但

它之所以能够摇摆，离不开那条实用主

义的绳索”。

□ 韩 叙

人工智能私聊人类为何担忧

江子扬

两 个 人 工 智 能（AI），

说着说着就“加密”了——

这不是电影，而是现实。

近日，一段两个 AI 进

行语音交流的视频在网络

上热传。视频刚开始的时

候 ，画 风 还 是 挺 正 常 的 。

两个独立的语音 AI 用英语

进行对话，模拟预订酒店

情景：

电 话 拨 通 后 ，致 电 方

的 AI 说：“你好。我是一个

AI，代表鲍里斯·斯塔科夫

打电话。他正在为他的婚

礼寻找酒店。你们这家酒

店可以举办婚礼吗？”

酒店客服 AI 回答：“其

实，我也是个 AI！这真是

意外的惊喜。在我们继续

前，你想切换到 GibberLink

模式，以实现更高效的沟

通吗？”

随后，两个 AI 开始使

用人类听不懂的“语言”私

聊了起来。

截至 3 月底，这段视频

在社交媒体上的观看次数

已经超过 4000 万人次。许

多网友对此表达了不安。

有人留言说，“这就是机器

人‘接管地球’时我们会听

到的声音”“现在我的噩梦

有了新的背景音”。还有

网友在留言时提到了经典

科幻电影《终结者》。

对 此 ，不 少 业 内 人 士

也表达了担忧。

多位专家不约而同地

提到了监管。他们认为，

GibberLink 赋予了 AI“在不受控的情

况下自主决策”的能力，“我们甚至无

从了解它决策的过程”。这将给监管

带来远超想象的难度。“创新和监管是

一对矛盾体。之前，我们总希望找到

某种方法，帮助 AI 提升学习能力，现

在是时候‘从相反的方向’重新考虑这

个问题了。”

另有专家指出，编程语言作为“沟

通捷径”确实可以提高效率，但“效率

并不等于目标”。历史已经无数次表

明，如果我们只注重速度，往往会忽视

“关键性风险”。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

是，当速度足够快时，风险系数会呈几

何级数上升，待人们反应过来时，问题

已经变得非常棘手了。因而，当务之

急是从现阶段就开始寻找效率和风险

的平衡点。

不过，也有一些人持开放态度。

复杂性科学奠基人、技术思想家布

莱恩·阿瑟在《技术的本质》一书中指

出，人机共生的核心矛盾源于人类对技

术的双重态度：既依赖其创造的繁荣

与安全，又恐惧其割裂人与自然的

本质联结。技术本质上是

“对自然现象的编程”，但 AI

等现代技术正在“直接干预

自然”，“这触发了人类的深

层次不安——我们害怕技

术成为异化的力量”。

人类对技术的抗拒心

理由来已久。比如，汽车刚

刚替代马车的那些年，无数

马车车夫失业，给社会就业

带来了压力。但以更长远

的眼光来看，汽车又推动了

物流业的发展，催生了大量

运输需求，创造了千千万万

个卡车司机岗位。又比如，

ATM 普及后，银行从业人

员数量确实经历了一波下

跌，但几年后便触底反弹，

大量银行人员从点钞员转

型为理财咨询顾问。

“站在时代转换的过程

中去审视周遭，眼前似乎只

有危机；但站在今天的视角

回望这一切，会发现那些曾

经的担忧无比可笑。”阿瑟

说，这本质上是“用静态视

角切割动态历史”。事实

是，技术曾无数次帮助人类

从繁重的、重复的劳动中解

脱出来，最终将人们推向了

更高价值领域。“今天的我

们面对越来越聪明的 AI，

不过是又一次陷入静态视

角的陷阱罢了。”

有 人 说 ，这 是 最 好 的

时代，因为 AI 让生活高效

如科幻电影；也有人说，这

是最坏的时代，因为 AI 随

时有能力将生活变成恐怖

电影。即便不做这样两极化的评价，

我们也必须承认，当 AI 开始表现出超

越人类的潜质，二者间的“甜蜜期”差

不多也走到尽头了。但这并不必然意

味着人和 AI 之间的关系会变成一场

零和游戏。从某种意义上说，AI 更像

一个自带“超能力”的实习生，拥有完

善的知识结构、强大的学习能力、超强

的体力和执行力。而作为师傅的人类

需要做的，不是把实习生开除，而是应

该培养他、引导他，让他成为自己最好

的合作伙伴与助手。

人类应该从什么样的维度来审视

自身与 AI 之间的关系演进？对此，我

们不妨打开思路。比如，星空和历史，

为什么格外触动心弦？因为它们提供

了一种视角，让我们能够在更宏大的

时空坐标中“观照当下”。这种“星空

视角”的背后，恰恰隐藏着人类的顶级

智慧——用大时间尺度对抗眼前的焦

虑。数学中的“大数法则”告诉我们：

短期看是混乱的随机事件，放在百年

维度里却会显现规律。

或许问题的答案，正在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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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 6 时，晨光为南非夸祖

鲁-纳塔尔省的方廷希尔庄园笼

罩上金色的薄雾。连绵的甘蔗随

风摇曳，羚羊轻盈地跃过灌木丛，

斑马悠闲地啃食青草⋯⋯微风送来

泥土的清香，庄园在静谧中焕发着

蓬勃生机。

在庄园腹地的甘蔗地中，一架来

自中国极飞科技有限公司的无人机装

载着 60 升杀菌剂，在飞手的操纵下缓

缓起飞，按照预设的航线平稳飞行至

甘蔗地上方约 3 米处开始喷洒药剂。

细密的药雾如薄纱般倾泻而下，覆盖

每一垄蔗林。

方廷希尔是一家集农业种植、野

生动物保护和生态旅游于一体的大型

商业农场，距离夸祖鲁-纳塔尔省首府

彼得马里茨堡 30 公里。农场占地面积

约 2250 公顷，种有甘蔗、牛油果、山核

桃和玉米等作物。

作为农场的主要经济作物，甘蔗

常年受甘蔗螟困扰。据庄园农业经理

德翁·布格尔介绍，成熟期的甘蔗高度

可达 3 米至 4 米，生长密集且叶片边缘

锋利，加上种植区地形起伏大，传统人

工喷洒农药作业易导致农作物损伤，

效率也十分低下。

2024 年，布格尔找到农业服务承

包商约翰·普林斯卢，将无人机引入庄

园用于喷洒农药和肥料。普林斯卢购

入了一台中国农用无人机，为附近 26

家农场提供服务。

普林斯卢说，农业无人机的优势

在于高效。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人

工给 40 公顷甘蔗林 喷 洒 农 药 需 要 30

人至 40 人奋战一整天，而使用无人机

作业仅需 3 人即可完成。在地形陡峭

的种植区，无人机单机日作业量可达

90 公顷，在平缓地带甚至能达到每天

170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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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21 岁的飞手卢修斯·迪普莱西轻轻

拨动手中的摇杆，无人机迅速返航，缓

缓降落在他面前。两位地勤人员迅速

为其换上电池、重新装满药剂。

“无人机的操作看似复杂，实则非

常简单。只要事先设定好，起飞后基

本是全自动作业。”迪普莱西边操作边

告诉记者，无人机可以在作业前通过

3D 地形勘测确定安全飞行的高度和

速 度 ，飞 手 也 可 实 时 调 整 喷 幅 、喷 洒

流量和药液雾化颗粒大小，实现精准

喷 洒 。“ 中 国 的 无 人 机 技 术 帮 助我们

实现了农作物的精细化管理。”普林斯

卢说。

没多久，一公顷甘蔗地的喷洒任

务便完成了。迪普莱西一行驾车载着

无人机、拉着配药车，继续向庄园深处

的甘蔗林驶去⋯⋯

据了解，自 2020 年进入南非市场

以来，极飞公司的农业无人机产品累

计服务面积已超过 6.6 万公顷。

如今，中国的无人机被大量引入

非 洲 国 家 ，助 力 当 地 农 业 现 代 化 进

程。在莫桑比克的水稻田、埃塞俄比

亚的小麦田和加纳菜园的上空，大疆、

极飞等中国品牌无人机正在为更多非

洲农户带去丰收的希望。

（据新华社电）

在南非播撒“绿色希望”
白 舸 田弘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