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丁美洲經貿季刊 第 37 期 (2019 年 06 月) 

The Quarterly of Latin American Economy and Trade N°37 

43 

 

拉美專題 

從川普政府貿易政策發展看拉美對美國及中國大陸貿易之互動 

 

 

 

洪淑芬*  

  

 

摘要 

 

川普政府對拉美(包含加勒比地區，以下同)貿易政策的主要發展是：關稅、

重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並簽訂《美墨加協定》、及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

係協定。 

改善美國貿易逆差是川普貿易政策的主要議題，由於 2018 年美國對墨西哥

有 815 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僅次於對中國的 4192 億美元，是拉美最易受到美國

可能實施的進口措施衝擊。巴西和墨西哥是美國第二和第四大鋼鐵進口來源，共

佔拉美地區鋼鐵輸美的 95％。阿根廷和巴西已同意將其鋼和鋁對美的出口納入

配額，以免增加輸美的關稅。墨西哥是全球第七大汽車生產國，《美墨加協定》

中，墨西哥每年汽車輸美 260 萬輛和汽車零組件輸美 1080 億美元的免關稅，使

墨西哥經濟大為受惠 。 

十餘年來，中國對拉美大宗商品的龐大需求及強大注資，加速了中拉之間的

經濟聯繫與貿易比重。川普政府的政策，對美拉關係產生了一些不利的影響，但

提供了中國與拉美發展關係的機會。相對之下，拉美對美國的貿易依賴，已大為

縮減，而且，拉美各國對美國的貿易依賴程度不同，如墨西哥、中美洲和某些加

勒比國家對美國的依賴較大，南美洲國家的依賴程度較小，因此，拉美各國對美

國的立場和態度不盡相同，但是，都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美國在拉美有巨大的政治、經濟及軍事利益，尤其，仍是大多數拉美國家外

交的重點。川普的「美國優先」貿易政策將持續影響美拉關係，而拉美國家則會

積極尋求與歐洲和亞洲各國的多元合作，降低對美國的依賴，以應對美國貿易保

護主義。 

 

關鍵字:  美拉貿易、「美國第一」貿易政策》、關稅、美墨加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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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major trade policy developments i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nd the Caribbean area (LAC) are tariffs, renegotiating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signing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and 

w i t h d r a w i n g  f r o m  t h e  T r a n s - P a c i f i c  P a r t n e r s h i p  A g r e e m e n t .  

Improving the US trade deficit is the main issue of Trump's trade policy. The 

United States ran a $419 billion goods deficit with China in 2018. As Mexico is the 

second largest contributor to the goods deficit at $81.5 billion, it is the most vulnerable 

to import measur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ay implement in LAC. Brazil and Mexico 

are the second and fourth largest steel exporters to the U.S. and together are responsible 

for almost 95% of the region’s steel exports to the U.S. Argentina and Brazil have 

agreed to subject their steel and aluminum exports to quotas in order to avoid the 

increased tariffs. Mexico is the seventh largest vehicle producer in the world, and autos 

(including vehicles and parts) are Mexico's largest exports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USMCA, the U.S. has agreed that the section 232 measures shall exclude imports from 

Mexico for up to 2.6 million passenger vehicles and US$108 billion worth of auto parts 

in any calendar year,  which will great ly benefit  the Mexican economy.  

Over the past decade or so, both China’s huge demand for LAC commodities 

and its strong capital injection have accelerated economic ties between China and LAC. 

Which in turn reduced the dependence of LAC on the US economy. As different LAC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trade dependence on the United States, e.g., Mexico, 

Central America, and some Caribbean countries are more dependent, while South 

American countries are less dependent, they have a different standpoint and attitude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they all oppose trade protect ionism.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has enormou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interests 

in LAC, it remains the focus of most LAC diplomacy. Trump's "American First” trade 

policy will continue to influence the US- LAC relationship, LAC countries, in response 

to US trade protectionism, will actively seek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with European 

and Asian countr ies to  reduce their  dependence on the Unit ed States.  

 

 

Keywords: US-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trade,  “America First” trade 

policy, Tariff,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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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7 年 1 月 20 日美國第 45 任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 宣誓就職，

一位具有民粹主義思想的「政治素人」執政，使得美國與許多國家的貿易關係低

迷或乃至緊張，其中，最令人擔憂的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戰，及其在全球的

連鎖反應。川普 2018 年 3 月 22 日簽署備忘錄，對中國 600 億美元商品課徵懲罰

性關稅，中美貿易摩擦升溫，全球兩大經濟體貿易衝突一觸即發。川普重啟「超

級 301」，對中國進行貿易報復，意味未來在實現美國貿易利益上，將捨多邊自由

貿易架構或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而尋求以美國《貿

易法》等相關法規，藉談判迫使貿易對手國讓利。 

 

世界經貿重回保護主義，短期間對全球經濟產生負面氛圍。傳統地緣政治

上被認為是「美國後院」的拉丁美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區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LAC)，特別是美國的鄰國墨西哥首當其衝。2017 年川普親自說服福

特 (Ford Motor Company)和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放棄在墨西哥投

資建廠的計劃，將資金投回美國，美國不幫助拉美國家發展，還反對拉美國家積

極與中國建立經濟聯繫，引來拉美各國對美國更多猜忌。川普上任以來，缺席此

前美國總統基本上不缺席的美洲峰會( Summit of the Americas) ，訪問拉美的美

國最高級官員是副總統彭斯(Michael R. Pence) ，美國國務卿提勒森 (Rex W. 

Tillerson) 也未出席 2017 年 6 月拉美國家組織在墨西哥坎昆召開的峰會，川普對

拉美的漠視達到空前的程度，使得美國在拉美的形象一落千丈。而相對於 2000

年之後，美國占拉美國家貿易比重的下降，中國的貿易比重持續成長，中國在拉

美的影響力持續成長。 

 

兩年多以來，川普在「美國第一」(America First) 中心思想下，以提振經

濟成長、創造就業崗位、改善貿易逆差為目標。對外關係上，簽署「行政命令」

(Executive Order) 退出、或降低對全球多邊的貿易機制和對多邊貿易機構的投入

等，並且緊縮與中國、加拿大、墨西哥和歐盟等一些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的關係，

使得美國未來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增強。在此背景下，如何看待美國與拉美的貿

易互動，是本文探討的重點。章節的安排上，一是，前言；二是，川普主要貿易

政策之簡介；三是，川普貿易政策中的關稅對 LAC 的主要發展；四是重新議定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以及美國退

出包括拉美和亞洲國家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rade Agreement, TPP) ，對拉美的主要發展；五是，拉美主要國家(墨西哥、巴西、

智利、阿根廷、哥倫比亞、祕魯，其順序按 2017 年或 2018 年拉美國家對全球

進出口貿易總額大小排列)對美國和中國貿易比重的變化；六是，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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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川普政府貿易政策主要變化 

2017 年 3 月 31 日，美國貿易代表署（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公佈 2017 年貿易政策議程，展現「美國第一」的「公平貿易」理念，提

出川普政府貿易政策的四大優先事項：貿易政策要維護美國國家主權，嚴格執行

美國貿易法，利用槓桿作用打開出口市場，達成更好的貿易協定。1 

 

(一)、貿易政策要維護美國國家主權： (1). 國內法大於國際法。根據《世

界貿易組織關於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任何爭端的裁決和建議不能對美

國「強加責任、減少權力」。(2). 全面審查美國貿易協定是否符合美國利益。2(3). 

對進口展開調查以維護國家安全。3 

 

2、嚴格執行美國貿易法： (1). 依照加強反傾銷和反補貼以及違反貿易和

海 關 法 律 的 蒐 集 與 執 行 的 行 政 命 令  (Establishing Enhanced Colle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and Violations of Trade and 

Customs Laws)。4(2). 嚴格執行美國貿易法的相關標準。2017 年 4 月 18 日，川

普簽署「買美國貨，僱美國人」行政命令 (Presidential Executive Order on Buy 

American and Hire American)。 5 

 

3、利用槓桿作用打開出口市場： (1). 全面評估對美國貿易順差國家與美

國貿易情況，以擬針對性對策6。(2). 運用相關措施，施壓他國開放市場。 

 

4、達成更好的貿易協定： (1). 貿易談判由多邊轉向雙邊。2017 年 1 月 23

日，川普簽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國退出包括拉美和亞洲國家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

                                                
1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17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6AnnualReport,” March 

2017,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reports/2017/AnnualReport/AnnualReport2017.pdf 
2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ial Executive Order Addressing Trade Agreement Violations and 

Abuses,” Apr. 29, 2017, 

http://globaltraderelations.net/images/Trump_EO_on_WTO_and_Trade_Agreements_White_House_

4.29.17_.pdf 
3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Standing up to Unfair Steel Trade Practices," April 

20,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standing-
unfair-steel-trade-practices/ 

4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ial Executive Order on Establishing Enhanced Colle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and Violations of Trade and Customs 

Laws," Mar. 31,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presidential-executive-

order-establishing-enhanced-collection-enforcement-antidumping-countervailing-duties-violations-

trade-customs-laws/ 
5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ial Executive Order on Buy American and Hire American," April 18, 

2017, https://www. White house. Gov/presidential-actions/presidential-executive-order-buy-

americanhire-american/ 
6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ial Executive Order Regarding the Omnibus Report on Significant 

Trade Deficits," Mar. 31, 2017, http://www.thecre.com/oira/wp-

content/uploads/2017/01/Presidential-Executive-Order-Regarding-the-Omnibus-Report-on-
Significant-Trade-Defici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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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 (TPP)，傾向發展雙邊貿易協定。 (2). 若美國利益受損就要重談相關貿易協

定。川普重啟已實施 23 年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程序，將削減美國貿易

赤字，降低貿易壁壘作為重新談判的最主要目標。 

 

張勇 (2018) 認為，川普引發中美貿易摩擦升級，打亂全球供應秩序，打

擊新興市場沿價值鏈提升自身競爭力的需求，拉美國家必將受到損害。7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於 2018 年第 4 季預測，2018 年拉美加勒比區域貨物出口將增加 9.7％，

於 2012 年至 2016 年顯著下降之後，繼 2017 年出口 9103.94 億美元，8連續第二

年成長。根據〈2018 年國際貿易展望〉報告，美中目前貿易緊張的背景是全球經

濟和技術領導的爭議，以及關於不同發展模式共存的爭論。短期內，中美貿易的

緊張局勢可能對拉美和加勒比區域的出口有積極的影響，但擴大的貿易保護主義

將對拉美和加勒比區域、及全球經濟帶來嚴重風險，所以拉美和加勒比地區需更

大的區域整合。9 

 

Rojas-Suarez (2018) 認為，川普貿易保護主義下的美中貿易爭端的經濟影

響迄今為止有限。但從阿根廷到墨西哥，世界兩大經濟體貿易戰的威脅，增加了

風險溢價並導致投資下降，所以有大量借款需求的國家特別容易受資本市場中斷

的影響，尤其，對已受削弱的財政限制的經濟體影響更甚。例如，巴西的債務與

GDP 的比率超過 80％，哥倫比亞、墨西哥和烏拉圭的債務負擔也增加，阿根廷

的財政赤字很大，智利金融脆弱性的主要來源是私營部門的外債增加。特別是墨

西哥的案例表明，即使在未實現的情況下，與貿易有關的長期威脅如何影響資本

流動、匯率、通貨膨脹、利率、以及最終的經濟活動。10紐約時報 Ana Swanson(2019)

報導，川普曾表示達成協議是他的「藝術形式」(art form)。在與加拿大， 墨西哥

等談判中，川普將他的不可預測性作為手段，一邊以取消美國金屬關稅的可能性

相誘，一邊威脅隨時可能增加新的汽車關稅。例如，美、加、墨於 2018 年達成

川普曾稱讚的美墨加協議，但 2019 年 3 月川普又揚言破壞協議，拒絕取消美國

對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鋼鋁關稅，之後又威脅要對從墨西哥進口的汽車和汽車零件

徵稅，推翻新的《 美墨加協定》。川普辯解，比起歷屆政府，這種強勢，不可預

                                                
7 張勇，〈2019 年拉丁美洲貿易環境展望〉，《進出口經理人》，第 12 期(2018)，頁 30〜31。  
8 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Latin America & Caribbean Exports to World in thousand 

US$ World between 2013 and 2017,”   

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Country/LCN/StartYear/2013/EndYear/2017/TradeFlo
w/Export/indicator/XPRT-TRD-VL 

9 ECLAC,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s Foreign Trade Will Grow in 2018 Amid Global 

Tensions that Require Greater Regional Integration〉, https://www.cepal.org/en/pressreleases/latin-

america-and-caribbeans-foreign-trade-will-grow-2018-amid-global-tensions-require 

10 Liliana Rojas-Suarez, “Trump’s Protectionist Threat to Latin America ,” July 10, 2018, 

https://www.cgdev.org/publication/trumps-protectionist-threat-latin-america 

http://big5.oversea.cnki.net/kns55/detail/detail.aspx?recid=&FileName=SJJD201812012&DbName=CJFDLAST2019&DbCode=CJFD
http://big5.oversea.cnki.net/kns55/Navi/ScdbBridge.aspx?DBCode=CJFD&BaseID=SJJD&UnitCode=&NaviLink=%e8%bf%9b%e5%87%ba%e5%8f%a3%e7%bb%8f%e7%90%86%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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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的談判風格，能使他獲得更大的經濟讓步。11 

 

川普的貿易政策與美國既定政策是一致的，與前幾任美國總統以貿易保護

主義來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相比，川普貿易政策更直接強調「美國第一」，更傾向

使用「以牙還牙」的單邊手段，以單邊施壓的方式重新議定美國對外貿易協定。 

三、川普政府對拉美貿易政策的主要發展---關稅 

川普總統一改前任歐巴馬政府相對溫和的拉美政策，對 LAC 國家的貿易、

移民等問題，態度趨於強硬，令 LAC 國家與美國關係「漸行漸遠」。其對 LAC

主要貿易政策的發展：一是關稅 (Tariffs) ，二是重新談判美國同墨西哥與加拿大

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三是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 

 

 (一)、關稅 

美國貿易法提供給美國總統一定的權力，美國總統可根據調查和其他要求，

單方面對貿易對象實施貿易限制，其中包括 1962 年的「貿易擴展法」第 232 條

(Section 232 of the Trade Expansion Act of 1962，以下稱 232 條)、和 1974 年的「貿

易法」第 201 條和第 301 條(Sections 201 and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以下稱

201 條和 301 條)。自 1995 年 WTO 成立以來，232 條、201 條和 301 條已很少被

用於解決貿易爭議。川普認為美國 貿易逆差 最大的原因來 自於關稅 稅率的

不平等，川普積極利用貿易關稅，已改寫全球貿易協定和關稅慣例。 

 

1. 對洗衣機和太陽能電池開 徵保障關稅 

美 國 太 陽 能 和 洗 衣 機 產 業 向 美 國 國 際 貿 易 委 員 會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USITC)申請實施防衛措施的調查，USITC 便依據

貿易法第 201 條展開調查並發現，從外國進 口的洗衣機 和太陽能 電池及模

組不 斷增 加， 是美 國內 產業/廠商 受嚴 重損 害的 重要 原因 。 12為此 ，美 國

貿易代表處在 諮詢跨部 門的貿易 政策委員 會後，向總統 川普提出 補救建

議並獲川普總統批准，對大 型家用洗 衣機 和太陽能電池 及模組 於 2018 年

2 月開徵全球保障關稅。來自墨西哥、巴西、智利、阿根廷、哥倫比亞、祕魯的

進口產品是開 徵保障關稅的對象。 

 

2.鋼鐵和鋁的關稅 

                                                
11 Ana Swanson. “In Search for Leverage, Trump May Be Undercutting His Own Trade Deals,”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5,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4/15/us/politics/trump-trade-
deals.html?_ga=2.101420097.1746490338.1555741785-32567781.1541702626 

12 據統計，10 年來，中國大陸致力成為太陽能板的主要製造國，將全球價格拉低近 90%；過去

6 年，美國有 10 多家太陽能電板公司被迫關閉。美國製造商認為，廉價的太陽能板獲得中國

政府不公平資助，來自中國和其他國家進口低廉太陽能產品已對美國業者造成損害。江 靜

玲 ，〈 美將對太陽能板、洗衣機開徵高關稅!中美貿易戰開打〉 ，中國時報，2018 年 1 月 24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124000499-260110 

https://www.nytimes.com/by/ana-swa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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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川普總統以鋼鐵和鋁都是民用和軍用工業的戰略物品，須

保護其免受扭曲的世界市場影響，命令美國商務部（USDOC）根據第 232 條進

行鋼鐵、鋁兩項獨立調查。 美商務部 2018 年 2 月 16 日報告指出，外國進口

鋼鐵約佔美國鋼鐵需求量三分之一，進口鋁材佔美國需求量的 90%，美國國內

產能閒置，鋼鐵和鋁進口的「數量和情況」可能損害國家安全，因此正式認定美

國經濟安全面臨威脅。13美商務部並提出相關貿易保護措施，包括課徵關稅、進

口配額等， 擬以關稅嚴懲特定國家，以及對其他國家實施一定進口配額。14 

 

美國是全球最大鋼鐵進口國，墨西哥和加拿大是其鋼鋁進口的主要來源國。

2018 年 3 月美國宣布對進口鋼、鋁產品，分別課徵 25%及 10%之進口關稅，加

拿大及墨西哥有限度例外被豁免，並將鋼鋁課稅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重新談

判連結。同時，美國同意其他國家得與美國協商替代方案，以爭取關稅豁免。15 

5 月底，美國宣布不給予加拿大及墨西哥鋼鋁國安關稅的豁免；北美自由貿易新

協議簽署後，加拿大和墨西哥出口到美國的鋼鐵和鋁都被徵收關稅。 

 

2017 年，加拿大鋼材輸出美國占美國鋼材進口量的 17.7％，是美國鋼材

最大的供應國，墨西哥占 8.6％，中國僅占 3.5％。美國前五大鋼鐵來源國約占美

國鋼鐵進口總額的 65％。美國鋁進口的來源國家比鋼材進口的來源國家更集中，

前五大來源國約占美國進口鋁的 75％，他們都未獲美關稅例外。美國進口鋁的

主要來源國中，阿根廷和澳大利亞獲得配額限制。 

 

(二)、關稅對拉美國家的主要影響  

 

LAC 受美國措施影響最大的是墨西哥，2017 年墨西哥出口 27 億美元的鋼

鐵和鋁產品屬於受影響的類別，而巴西和阿根廷的鋼鐵和鋁產品合計對美國出口

金額分別為 28 億美元和 8 億美元。 

 

2017 年，LAC 地區分別出口 826.8169 萬公噸的鋼材和 53.1867 萬公噸的

鋁到美國，分別占美國鋼材進口量的 23.9％和美國鋁進口量的 7.7％。巴西和墨

西哥是美國第二大和第四大鋼鐵進口來源國，巴、墨鋼鐵出口美國，分別占 LAC

鋼鐵出口至美國的 56.5%和 38.3%，合計約占 LAC 出口至美國的 95％。阿根廷

                                                
13 美國商務部提出相關貿易保護措施包括課徵關稅、進口配額等， 擬以關稅嚴懲特定國家，

以及給予其他國家一定配額量。美國此次針對鋼鋁課徵關稅，係為解決國際間鋼鋁產能過

剩、進口量持續增加的問題，希望藉由相關措施降低美國對進口鋼鋁的依賴、提升美 國國內

自製產能。 
14 美國商務部新聞稿： 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18/02/secretary-ross-releases-

steel-and-aluminum-232-repo rts-coordination 
15 南韓因接受美國進口配額限制，同意調整「美韓自由貿易協定(KORUS)」，每年最多向美國

出口 270 萬公噸鋼鐵，約為南韓 2015 年到 2017 年對美國平均鋼鐵出口量的 70%，為第一個

獲得永久鋼鐵豁免課稅的國家。 

https://web.wtocenter.org.tw/Dictionary.aspx?pid=84
https://web.wtocenter.org.tw/Dictionary.aspx?pid=84
https://web.wtocenter.org.tw/Dictionary.aspx?pid=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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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出口美國占 LAC 地區出口至美國約 2.6%。至於 LAC 地區各國的鋁出口到

美國方面，阿根廷是美國第五大鋁進口來源國，阿根廷鋁出口美國占 LAC 地區

鋁出口至美國的 49.6%，另外，委內瑞拉占該地區鋁出口至美國的的 18.4％，墨

西哥占 14％，巴西占 10.8％。16 

 

阿根廷已同意將其鋼鐵和鋁對美國的出口納入配額，以避免增加關稅，其

鋁的配額係採對美國出口的三年平均，比 2017 年減少 31.8％；阿根廷鋼鐵對美

國的出口配額，由於 2015 年和 2016 年阿根廷鋼鐵對美國的出口量遠低於過去幾

年一般的水準，所以其合理的配額為三年平均出口的 135%，儘管如此，阿根廷

鋼鐵對美國的出口配額仍比 2017 年出口減少 14.9％。巴西鋼鐵出口的配額限於

出口成品是三年平均出口到美國成品量的 70％，半成品是三年平均出口到美國

半成品量的 100％，與其他國家一樣，巴西鋁出口到美國受到 10％的關稅待遇。

委內瑞拉是 2017 年 LAC 地區對美國出口鋁的第三大出口國，在美國商業部報告

中被列為「產能嚴重過剩，並且/或是潛在不可靠的供應者，或可能是轉運中國鋁

材的來源國」。 172017 年委內瑞拉對美國出口的鋁達到 91,000 公噸，比 2016 年

成長 32％，然而，此數量仍比 2012 年對美國出口的 142,000 公噸的峰值少 35％。

至於鋼材，委內瑞拉 2017 年僅向美國出口 4,000 公噸鋼材。 

 

2018 年川普政府以關稅來保護美國的製造業就業機會，改寫全球貿易協

定和關稅慣例。使得從中國到歐洲，再到加拿大和墨西哥等世界其他國家反制，

不但對美國的出口加徵關稅，並且盡量不買美國產品。為此，美國能否保護製造

業就業機會仍屬未知，但是，美國農業將付出慘重代價。因為，美 國是僅次於

巴西的全球 第 2 大的大 豆出口國，而中國 是全球最大大 豆進口國，採購

全球約 2/3 的大豆貿 易量， 2017 年 中國自 美國進口 3300 萬公 噸大豆，

約為中國大豆 進口總量 的 34.4%。在中國 宣佈對美國大 豆加徵 25%關 稅

後，一些 中國買家 轉而大 舉購買 巴西大 豆 ，迅速推 升巴西大 豆的價 格，

使其價格創下 歷史新高，意味中美貿易戰改變全球貨物流通狀態。如果中美

貿易戰持續，巴 西和阿根廷最有可能增加對中國的出口，成為中國對美貿易戰

反制措施的最大受益者。 18  

                                                
16  ECLAC. United States—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trade developments 2018.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28 December 2018, Washington, D.C.), p.16-19. 

https://repositorio.cepal.org/bitstream/handle/11362/44392/1/S1900015_en.pdf 
17 由於涉嫌參與方缺乏海關數據，因此很難確定轉運的鋼鐵和鋁的確切數量。最近的 232 特別

調查報告承認官員無法量化轉運的確切數量。然而，該報告指出，2016 年，中國約 40％的鋼

鐵分別出口到南韓（14.2％），越南（11.6％），菲律賓（6.5％）和泰國（6.2％）。ECLAC. 

United States-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trade developments 2018, p. 19. 
18 Patricia Mosley, Natalie Denby and Bluford Putnam, 「貿易戰對美國農業的影響」，芝商所，

2018 年 7 月 11 日。https://www.cmegroup.com/cn-t/education/featured-reports/trade-war-

repercussions-for-us-agricultu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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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普政府對拉美貿易政策的主要發展---重議和退出貿易協定 

川普政府對 LAC 地區貿易政策的主要變化，除了上述的關稅之外 ，還有

重新談判美國、墨西哥與加拿大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以及退出跨太平洋夥

伴關係協定 (TPP)。川普認為，重新議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為美國在地區

性貿易組織中「謀求公平」，退出 TPP 則是為了「保護美國本土製造業」。 

 

(一)、美國 - 墨西哥 - 加拿大協定（USMCA）19 

川普指責 NAFTA 造成美國製造業工作崗位的流失，要求對協議進行重大修

改。談判過程，美國採高壓手段，甚至威脅退出協議，每年 NAFTA 美墨加三國

貿易總額約為 1.2 兆美元，該協議若廢止將對美墨加經濟造成重大破壞。談判中，

美國也將關稅當作殺手鐧， 經年餘的激烈談判，美、墨、加達成協議並於 2018

年 11 月底正式簽署《美墨加協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取代實施 24 年(1992 年 8 月簽訂)，被川普視為「災難」、使「鐵鏽帶」

居民失去製造業工作、「有史以來最糟貿易協定（the worst trade deal ever）」的

NAFTA。 

 

川普稱《美墨加協定》為「歷史性協議」，例如美國農產品獲得更多的市場

准入、製造業工作可望回流美國，乳製品、 智慧財產權、數位經濟等新章節也

回應了美國要求，尤其是讓汽車的生產線從墨西哥回到美國。USMCA 保留了

NAFTA 最重要的事情：對大部分商品在三國間免徵關稅。USMCA 中，有關美

墨的部分以市場准入方面涉及的汽車工業最受關注。鑑於美國與加、墨兩國的貿

易逆差主要源自汽車及其相關零組件，為此，USMCA 要求加強「原產地規則」

（rules-of-origin），將原本 NAFTA 規定需有 62.5%的材料來自北美三國，逐年增

加到 75%，此要求可能會使部分汽車零組件廠從中國移到墨西哥；材料所用的鋼

與鋁必須有 70%來自北美；對於勞動力條件則設有薪資規定，40%到 45%的零組

件是由時薪至少 16 美元的勞工生產，此薪資水準是墨西哥製造業平均工資的 7

倍，這項措施可能會使得一些生產從墨西哥回流美國，並且提高墨西哥的薪資水

準；另規定至 2023 年，個人小型汽車產量的 40％、輕型載貨卡車的 45%，得由

符合時薪條件的勞工生產，其目的是讓生產作業由墨西哥移回美、加。由此看來，

川普的貿易措施是秉持製造回流美國的大方向，讓汽車的生產線從墨西哥回到美

國，並為達成此一目標而為汽車製造工人設定最低薪資；而亞洲或歐洲的零組件

廠，將因更高比例來自北美製造的規定，被擠出供應鏈。 

 

由於這些新的原產地規則，汽車製造成本不可避免地上升，不但消費者面臨

更高的汽車成本，由於川普的貿易關稅增加如鋁合金與高張力鋼板等汽車生產的

重要原材料成本，而進一步惡化行業存在的問題 ，又因中國早已成為全球汽車

                                                
19  Jen Kirby, “USMCA, the new trade deal between the US, Canada, and Mexico, explained”, Nov 30, 

2018, https://www.vox.com/2018/11/30/18119700/usmca-nafta-replacement-g20-trump 

https://www.vox.com/authors/jen-kir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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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零組件的生產中心，當前有效供應鏈的中斷可能導致美國汽車業生存環境整

體惡化。隨著汽車製造的成本增加，將導致北美的汽車難以與亞洲以及歐洲的車

廠競爭，若墨西哥汽車製造商的市占率減少，也會有從墨西哥提供超過 25%零件

的美國汽車零件受到影響，進而影響美國的零組件供應商在墨西哥的生意以及重

置生產的決定。由此看來，USMCA 雖緩和北美貿易的不確定性，但整體而言是

自由貿易的退步。然而，川普大讚 USMCA 是史上最好協定，因他認為該協定能

奪回美國被迫外包給全球的供應鏈，不讓中國有機會繼續剝削美國。 

 

 (二)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貿易協定 

 

川普上任不久即簽署退出 TPP 行政命令，希望透過單邊施壓的方式，雙

邊貿易協定取代 TPP，短期內快速降低美國面臨的貿易壁壘，減少美國的外貿逆

差。 

2018 年 12 月 30 日，新版「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即美國退出後的

TPP) 正式生效。美國退出 TPP，代表占 TPP 高達 60%、規模 20.41 兆美元的 GDP

退出 TPP，導致 CPTPP 的經濟規模占全球比重從 40%劇減為 13.2%，貿易占比

也降為 14%。昔日美國主張的高標準「市場准入」、「邊境措施」及高質量「境內

制度」全面退化，無法形成「區域原產地」，貿易擴大效果大打折扣，同時， CPTPP

凍結「關鍵條款」使其質量降低，功能退化，區域影響力減弱，是否能主導亞太

區域秩序有待觀察。在美國對全球發起貿易摩擦，特別是美中貿易摩擦激化的背

景下，CPTPP 貿易圈希望成為阻止貿易保護主義蔓延的工具，但是，其本應具有

的貿易擴大效果，以及為企業創造商機的初衷，乃至主導國際規則的功能，都被

大大削弱，不僅損害智利 (TPP 的發起國之一) 、墨西哥和秘魯的經濟利益，也

給美拉關係再添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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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拉美主要國家對美中貿易比重的變化  

 

對拉美國家而言，重新議定 NAFTA 主要影響到墨西哥，美國退出 TPP 則

影響到智利，秘魯，墨西哥三國。尤其，在 NAFTA1994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前，

美國對墨西哥還有些微的貿易順差，但 NAFTA 生效以來，美對墨逆差持續加大，

2018 年墨西哥對美國貿易順差僅次於中國大陸，是美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多

年來墨西哥 60%以上外貿與美國有關(表 1)。這種情況在部分中美洲和加勒比國

家中非常普遍，因此，川普政府緊縮的貿易政策對拉美國家有一定的衝擊。 

 

相對於長期以來，美國是 LAC 地區最重要的貿易夥伴，2017 年美國占

LAC 區域進出口貿易的比重達 44.76%。20拉美國家與中國大陸的貿易互動於 1990

年代之前並不頻繁，2001 年中國大陸加入 WTO 後，中國大陸與拉美地區的雙邊

經貿合作迅速開展，中國大陸廣大的內需市場拉抬了拉美國家初級產品的價格以

及出口，目前，中國大陸是拉美第二大貿易夥伴和主要投資來源國，2017 年中國

大陸占此區域進出口貿易的比重達 10.34%。美國雖然仍是拉美重要的貿易夥伴，

但是墨西哥、巴西、智利、阿根廷、哥倫比亞、祕魯對美國貿易額佔該國貿易總

額的比重，都呈現下降趨勢(表 1) 。然而，同期拉美國六大主要國家對中國大陸

貿易額佔各(該)國貿易總額的比重，均明顯上升(表 2) ，墨西哥、巴西、智利、

阿根廷、哥倫比亞、祕魯對美國、和對中國大陸貿易比重的減、和增形成明顯對

比。 

從對美國的貿易比重而言，表 1 顯示，2001-2018 年間拉美六大主要國家

中，墨西哥對美國的貿易比重最高，其出口比重雖有減少，但仍高達 76.49%，進

口和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也分別在 46%和 61%以上，墨西哥對美國的貿易順

差呈增加趨勢，2017 年順差金額高達 1323.66 億美元的新高，2018 年也有 1283.2

億美元，美國不但是墨西哥最大的貿易夥伴，美墨雙邊貿易規模之大，遠超過美

國與其他拉美國家間的雙邊貿易規模。哥倫比亞對美國的貿易比重僅次於墨西哥

對美國的貿易比重，而且也是出口比重高於進口比重，對美國的出口、進口和進

出口貿易總額比重多在 25%以上。美國是哥倫比亞最重要出口市場，自 2014 年

起，哥倫比亞對美國開始出現貿易逆差，2018 年對美國逆差 23.6 億美元，貿易

逆差主要來自中國 ，順差主要來自巴拿馬(30.2 億美元)。21 

 

至於巴西、智利、阿根廷、和祕魯，對美國的貿易比重則明顯低於墨西哥

和哥倫比亞的對美貿易比重，同時，這四國的對美進口比重高於其對美國的出口

                                                
20 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Trade Summary for Latin America & Caribbean 2017,” 

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Snapshot/en/LCN 
21〈2018 年哥倫比亞貨物貿易及中哥雙邊貿易概況〉，《國別貿易報告 哥倫比亞 2019 年第 1

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3364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3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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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但其貿易比重大多低於 20%，尤其，阿根廷對美的出口比重約只有 7%。 

除了墨西哥之外，巴西、智利、阿根廷、哥倫比亞和祕魯近幾年對美國的

貿易都呈現逆差，尤其阿根廷和智利於 2008 年前後對美國已出現貿易逆差，貿

易逆差金額也相對比巴西、哥倫比亞和祕魯對美國的逆差高。 

 

表 1  2001-2018 年拉美六國對美國的貿易比重 

  單位：%(占比)，億美元 

 墨西哥(1) 巴西(2) 智利(3) 

 出口占

比 

進口占

比 

合計占

比 

進出差額 出口

占比 

進口占

比 

合計占

比 

進出差額 出口占

比 

進口占

比 

合計占

比 

進出差額 

2001 86.10 67.74 76.64 223.14 24.70 23.47 24.10 13.47 18.58 18.44 18.52 5.08 

2002 85.82 63.39 74.34 310.63 25.74 22.10 24.14 51.19 19.99 16.57 18.39 9.35 

2003 87.74 61.99 74.65 389.73 23.14 20.14 21.94 72.05 17.52 14.62 16.15 9.80 

2004 88.59 56.53 72.19 552.71 21.10 18.36 20.02 88.64 15.20 14.39 14.85 14.62 

2005 85.82 53.64 69.45 648.65 19.24 17.47 18.56 99.55 16.01 15.53 15.80 16.07 

2006 84.87 51.08 67.77 813.22 17.98 16.26 17.29 99.18 15.54 10.47 13.04 32.61 

2007 82.18 49.63 65.61 834.57 15.77 15.66 15.72 64.45 12.66 16.49 14.23 8.29 

2008 80.27 49.18 64.27 820.48 14.01 14.94 14.45 18.84 12.48 18.96 15.68 -38.51 

2009 80.73 48.12 64.26 726.60 10.29 15.83 12.81 -44.73 11.23 18.60 14.44 -17.43 

2010 80.07 48.25 64.07 934.09 9.64 15.01 12.18 -78.11 9.73 16.92 12.99 -30.63 

2011 78.64 49.85 64.21 998.42 10.13 15.13 12.48 -82.99 11.09 20.10 15.40 -60.14 

2012 77.74 50.08 63.91 1024.93 11.07 14.61 12.77 -57.64 12.29 23.16 17.80 -89.54 

2013 78.82 49.25 64.01 1117.28 10.27 15.14 12.70 -114.30 12.75 20.21 16.54 -62.50 

2014 80.30 48.97 64.57 1228.24 12.06 15.41 13.75 -81.73 12.33 19.52 15.88 -49.62 

2015 81.25 47.39 64.00 1218.85 12.67 15.61 14.06 -25.46 13.19 18.88 16.04 -35.96 

2016 81.00 46.48 63.44 1229.53 12.58 17.52 14.68 -8.00 13.97 17.42 15.66 -17.53 

2017 79.95 46.39 62.95 1323.66 12.47 16.66 14.18 20.35 14.44 18.05 16.19 -17.45 

2018 76.49 46.59 61.31 1283.20 12.01 16.02 13.73 -2.00 13.79 18.87 16.31 -35.88 

             

 阿根廷(4) 哥倫比亞(5) 祕魯(6) 

 
出口占

比 

進口占

比 

合計占

比 

進出差額 出口

占比 

進口占

比 

合計占

比 

進出差額 出口占

比 

進口占

比 

合計占

比 

進出差額 

2001 10.90 18.61 14.24 -8.81 43.45 34.65 38.96 9.02 24.81 23.12 23.94 0.02 

2002 11.50 20.07 13.72 11.53 44.79 31.92 38.15 12.77 26.07 19.22 22.68 5.58 

2003 10.47 16.35 12.33 8.70 47.05 29.63 38.09 20.48 26.97 18.61 22.94 8.69 

2004 10.72 15.28 12.52 2.78 42.09 28.11 35.03 22.35 29.31 19.62 25.02 17.49 

2005 11.40 15.80 13.23 0.38 41.77 28.45 35.11 28.18 30.72 17.76 25.25 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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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8.85 12.57 10.42 -1.73 40.79 26.61 33.45 29.88 24.02 16.43 21.04 31.92 

2007 7.79 11.95 9.64 -9.98 35.37 26.24 30.59 19.78 19.89 17.60 18.93 20.02 

2008 7.71 12.15 9.71 -15.78 37.98 29.20 33.47 27.06 18.65 18.85 18.75 1.88 

2009 6.61 13.33 9.37 -14.89 39.95 28.90 34.42 36.18 17.22 19.78 18.37 2.88 

2010 5.38 10.79 7.84 -24.57 43.05 25.89 34.38 66.11 17.13 19.45 18.19 3.06 

2011 5.18 10.56 7.72 -35.09 38.54 24.99 31.90 82.85 13.52 19.61 16.26 -11.58 

2012 5.03 12.47 8.45 -44.53 36.86 24.34 30.72 80.76 14.39 18.81 16.50 -12.60 

2013 5.51 10.84 8.15 -38.87 31.78 27.67 29.71 22.64 18.37 20.32 19.35 -9.85 

2014 5.97 13.54 9.66 -47.52 26.41 28.51 27.54 -37.86 16.18 20.86 18.63 -25.46 

2015 6.04 12.89 9.55 -42.68 28.17 28.84 28.57 -55.31 15.09 20.65 18.04 -27.72 

2016 7.76 12.56 10.12 -25.02 32.88 26.66 29.21 -17.47 17.42 19.64 18.53 -7.75 

2017 7.74 11.41 9.70 -31.18 29.16 26.27 27.57 -10.84 15.69 20.30 17.87 -11.30 

2018 6.79 11.71 9.32 -34.80 25.41 25.36 25.38 -23.60 16.64 21.48 18.95 -14.30 

註：進口、出口或進出口合計占比=該國對美國進口、出口或進出口總額占該國對全球進口、

出口或進出口合計總值的比重。進出差額=出口金額‒進口金額。 

資料來源：聯合國國際貿易統計資料庫, UN Comtrade Database 

https://comtrade.un.org/db/dqBasicQueryResults.aspx?cc=0&px=S3&r=156&y=1992&p=7

6&rg=1,2&so=9999 

巴西 2018 年的數據係來自〈2018 年巴西貨物貿易及中巴雙邊貿易概況〉，《國別貿易
報告 巴西 2019 年第 1 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2380 

阿根廷 2018 年的數據係來自〈2018 年阿根廷貨物貿易及中阿雙邊貿易概況〉，《國別
貿易報告 阿根廷 2019 年第 1 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2993 

哥倫比亞 2018 年的數據係來自〈2018 年哥倫比亞貨物貿易及中哥雙邊貿易概況〉，
《國別貿易報告 哥倫比亞 2019 年第 1 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3364 

   祕魯 2018 年的數據係來自〈2018 年秘魯貨物貿易及中秘雙邊貿易概況〉，《國別貿
易報告 秘魯 2019 年第 1 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3778 

 

對中國大陸的貿易比重方面，中國大陸是巴西、智利和秘魯的最大貿易夥

伴，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國。表 2 顯示，2001-2018 年間拉美六國

對中國大陸的貿易比重雖都呈現增加趨勢，但在中國大陸加入 WTO (2001 年) 的

初期，各國對中國大陸貿易比重多在 10%以下，之後逐年增加，最高的是 2018 年

智利對中國的 33.5%出口比重。六國中，智利對中國大陸的貿易比重最高，且其

出口比重一直高於進口比重，呈現持續貿易順差，其順差金額的高點是 2018 年

的 77.83 億美元。 

 

秘魯對中國大陸貿易比重僅次於智利，其進口、出口、和總貿易額的比重

皆於 2018 年達到高點，分別為 27.6%、23.23%和 25.51%，雙邊貿易呈現秘魯對中

國大陸出口成長較快、自中國大陸進口成長較慢的型態。對中國大陸貿易的差額

https://comtrade.un.org/db/dqBasicQueryResults.aspx?cc=0&px=S3&r=156&y=1992&p=76&rg=1,2&so=9999
https://comtrade.un.org/db/dqBasicQueryResults.aspx?cc=0&px=S3&r=156&y=1992&p=76&rg=1,2&so=9999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2380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2993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3364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3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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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其他五國對中國大陸貿易的差額小；2014 年以來，中國大陸已連續第五年

為秘魯第一大貿易夥伴，其次是美國（170.88 億美元）。2018 年秘魯對中國大陸

貿易順差 29.9 億美元居首，美國居次；逆差主要來自墨西哥、美國和阿根廷。
22
 

 

巴西對中國大陸的出口、進口和總貿易額比重於 2009 年開始有明顯的增

加，並於 2018 年達到新高，分別為 26.80%、19.3%和 23.53%，2018 年貿易順差高

達 294.8 億美元。中國大陸是巴西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國。 

 

巴西為阿根廷第一大貿易夥伴，中、美國雖分別為阿根廷的第二、第三大

貿易夥伴，但阿根廷和哥倫比亞對中國大陸的貿易比重都低於 20%，其中，阿根

廷和哥倫比亞對中國大陸的出口比重更是大多低於 10%，阿根廷對中國大陸的貿

易逆差高點是 2017 年的 79. 89 億美元，2018 年已減少為 38.83 億美元，智利是阿

根廷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國。23  

 

哥倫比亞對中國大陸的貿易比重明顯低於對美國的貿易比重，2001-2018

年間哥倫比亞對中國大陸都是貿易逆差，貿易逆差高點是 2015 年的 77. 69 億美

元，中國大陸是哥倫比亞的主要貿易逆差來源國，2018 年哥倫比亞對中國大陸的

逆差額為 64.9 億美元，中國大陸也是哥倫比亞第二大進口來源地和第二大出口

市場(均僅次於美國) 。24 

 

2001-2018 年，墨西哥對中國大陸出口比重都低於 2%，對中國大陸貿易總

額的比重都低於 10%，其比重雖明顯低於其他五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比重(表 2) ，

然而，墨西哥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金額比其他五國高許多，墨西哥是中國大陸在拉

美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墨西哥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逆差持續增加，到 2018 年高達

763.1 億美元，與墨西哥對美國高達 1283.20 的貿易順差，形成強烈的反差。墨西

哥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金額與墨西哥對美國的貿易相差甚遠，其主要是因為美墨兩

國的貿易受惠於 NAFTA 的零關稅制度，NAFTA 是全球最大的區域貿易協定之

一。 

誠然，拉美各國在貿易方面，對美國的依賴程度不同，墨西哥、中美洲和

一部分加勒比國家對美國依賴的程度較大，而南美洲國家依賴程度較小，因此，

各國對美國的立場和態度不盡相同。但是，拉美和加勒比各國都反對保護主義，

                                                
22 〈2018 年秘魯貨物貿易及中秘雙邊貿易概況〉，《國別貿易報告 秘魯 2019 年第 1 期》，中
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3778 
23 〈2018 年阿根廷貨物貿易及中阿雙邊貿易概況〉，《國別貿易報告 阿根廷 2019 年第 1

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2993 

24 〈2018 年哥倫比亞貨物貿易及中哥雙邊貿易概況〉，《國別貿易報告 哥倫比亞 2019 年第 1

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3364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3778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2993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3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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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貿易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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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1-2018 年拉美六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比重 

單位：%(占比)，億美元 

 墨西哥(1) 巴西(2) 智利(3) 

 出口占

比 

進口

占比 

合計

占比 

進出差額 出口

占比 

進口占

比 

合計占

比 

進出差額 出口占

比 

進口占

比 

合計占

比 

進出差額 

2001 0.24 2.39 1.35 -36.42 3.26 2.39 2.84 5.74 5.68 6.28 5.96 0.52 

2002 0.41 3.72 2.10 -56.20 4.17 3.29 3.78 9.67 7.03 7.16 7.09 1.23 

2003 0.59 5.51 3.09 -84.26 6.19 4.44 5.50 23.86 8.82 9.35 9.07 1.09 

2004 0.25 7.30 3.86 -139.00 5.63 5.91 5.74 17.31 10.42 9.82 10.17 10.14 

2005 0.53 7.98 4.32 -165.61 5.77 7.28 6.34 14.80 11.66 9.65 10.78 17.19 

2006 0.68 9.54 5.16 -227.50 6.10 8.75 7.15 4.13 8.67 7.38 8.04 9.13 

2007 0.70 10.55 5.71 -278.49 6.69 10.46 8.31 -18.72 15.32 12.62 14.21 45.01 

2008 0.70 11.24 6.12 -326.46 8.35 11.59 9.86 -35.22 13.21 13.03 13.12 3.40 

2009 0.96 13.88 7.48 -303.21 13.73 12.46 13.15 50.93 23.49 14.29 19.48 69.05 

2010 1.41 15.13 8.30 -414.12 15.25 14.08 14.69 51.90 24.36 16.78 20.92 74.26 

2011 1.71 14.89 8.31 -462.84 17.31 14.49 15.99 115.24 22.88 16.81 19.97 60.47 

2012 1.54 15.36 8.45 -512.15 17.00 15.35 16.21 69.76 23.17 17.92 20.51 37.32 

2013 1.70 16.09 8.91 -548.53 19.02 15.56 17.30 87.22 24.84 19.89 22.32 32.83 

2014 1.50 16.56 9.06 -602.92 18.04 16.30 17.16 32.71 24.23 20.58 22.43 31.99 

2015 1.28 17.71 9.65 -651.15 18.63 17.92 18.29 48.88 26.15 23.41 24.77 16.15 

2016 1.45 17.96 9.85 -641.09 18.97 16.99 18.12 117.70 28.64 24.13 26.42 32.13 

2017 1.64 17.64 9.74 -674.32 21.81 18.12 20.30 201.67 27.58 23.83 25.76 35.86 

2018 1.60 17.99 9.91 -763.10 26.80 19.20 23.53 294.80 33.50 23.59 28.59 77.83 

 阿根廷(4) 哥倫比亞(5) 祕魯(6) 

 
出口占

比 

進口

占比 

合計

占比 

進出差額 出口

占比 

進口占

比 

合計占

比 

進出差額 出口占

比 

進口占

比 

合計占

比 

進出差額 

2001 4.22 5.25 4.66 0.56 0.16 3.71 1.97 -4.55 6.24 4.83 5.51 0.73 

2002 4.25 3.67 4.10 7.62 0.23 4.20 2.28 -5.05 7.80 6.18 7.00 1.34 

2003 8.28 5.20 7.31 17.58 0.63 4.96 2.86 -6.06 7.50 7.61 7.55 0.37 

2004 7.61 6.24 7.07 12.29 0.82 7.28 4.09 -11.07 9.78 7.60 8.82 4.77 

2005 7.86 5.33 6.81 16.26 1.12 7.63 4.37 -13.80 10.87 8.46 9.86 8.03 

2006 7.47 9.14 8.18 3.54 1.85 8.48 5.28 -17.67 9.55 10.34 9.86 6.85 

2007 9.26 11.39 10.21 0.74 2.62 10.11 6.54 -25.42 10.83 12.09 11.36 5.78 

2008 9.08 12.36 10.56 -7.49 1.18 11.47 6.46 -41.06 11.94 13.59 12.74 -3.34 

2009 6.59 12.43 8.99 -11.56 2.89 11.29 7.09 -27.65 15.25 14.97 15.13 8.11 

2010 8.51 13.47 10.76 -18.50 4.94 13.46 9.25 -35.11 15.18 17.15 16.08 2.97 

2011 7.27 14.30 10.58 -45.40 3.49 14.95 9.11 -61.87 15.03 16.80 15.83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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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6.34 14.57 10.12 -48.32 5.55 16.47 10.91 -62.22 16.92 18.53 17.69 0.29 

2013 7.26 15.20 11.19 -58.01 8.67 17.45 13.08 -52.61 17.28 19.42 18.36 -10.60 

2014 6.52 16.42 11.35 -62.49 10.50 18.41 14.77 -60.35 18.22 21.14 19.74 -18.72 

2015 9.11 19.65 14.51 -65.69 6.34 18.57 13.70 -77.69 21.95 22.77 22.39 -12.66 

2016 7.66 18.82 13.14 -60.42 3.63 19.25 12.86 -75.04 23.39 22.76 23.07 2.66 

2017 7.41 18.41 13.28 -79.89 5.29 19.01 12.83 -67.55 26.28 22.28 24.39 27.65 

2018 6.84 18.44 12.82 -38.83 9.70 20.57 15.69 -64.90 27.60 23.23 25.51 29.9 

註：進口、出口或進出口合計占比 =該國對中國進口、出口或進出口總額占該國對全球進口、

出口或進出口合計總值的比重。 

       進出差額=出口金額‒進口金額。 

       負號「‒」代表貿易逆差。 

資料來源：聯合國國際貿易統計資料庫, UN Comtrade Database 

https://comtrade.un.org/db/dqBasicQueryResults.aspx?cc=0&px=S3&r=156&y=1992&p

=76&rg=1,2&so=9999 

巴西 2018 年的數據係來自〈2018 年巴西貨物貿易及中巴雙邊貿易概況〉，《國別貿
易報告 巴西 2019 年第 1 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2380 

阿根廷 2018 年的數據係來自〈2018 年阿根廷貨物貿易及中阿雙邊貿易概況〉，《國
別貿易報告 阿根廷 2019 年第 1 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2993 

哥倫比亞 2018 年的數據係來自〈2018 年哥倫比亞貨物貿易及中哥雙邊貿易概
況〉，《國別貿易報告 哥倫比亞 2019 年第 1 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3364 

秘魯 2018 年的數據係來自〈2018 年秘魯貨物貿易及中秘雙邊貿易概況〉，《國別貿
易報告 秘魯 2019 年第 1 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3778 

 

六、結論 

川普政府對拉美加勒比(LAC)地區的主要貿易政策發展是：關稅、重議

NAFTA 並簽訂《 美墨加協定》、退出 TPP。 

 

川普的貿易關稅措施採單邊行動模式，關稅的徵收很少與貿易夥伴協

商，破壞了全球貿易規則。而改善美國貿易逆差是川普貿易政策的主要議題，

從美國對拉美各國的進出口(表 3)顯示，尼加拉瓜、厄瓜多、委內瑞拉、哥倫比

亞和墨西哥近三年對美國均呈貿易順差，其中，墨西哥是 LAC 地區最容易也最

可能受到美國的進口措施衝擊，因為其他國家在美國貿易逆差的占比小，而墨

西哥的占比重很高。 

 

《美墨加協定》是川普對國內支持者表面上的交代，並非對 NAFTA

的總體改善，也未達成川普減少經常帳赤字，確保國內製造業工作機會的

兩項目標。25美墨加達成協定，墨西哥會因汽車和汽車零組件輸美免關稅而使

                                                
25 Anne O. Krueger, “Trump’s North American Trade Charade,” 2018 年 10 月 12 日, 

https://comtrade.un.org/db/dqBasicQueryResults.aspx?cc=0&px=S3&r=156&y=1992&p=76&rg=1,2&so=9999
https://comtrade.un.org/db/dqBasicQueryResults.aspx?cc=0&px=S3&r=156&y=1992&p=76&rg=1,2&so=9999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2380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2993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3364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3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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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經濟受惠 。 

 

重談 NAFTA 將成為範例，被川普應用於其他貿易談判上。其不僅影響

墨西哥，也使得其他與美國簽有雙邊或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智利(2003)、多明

尼加共和國和中美洲五國(DR-CAFTA，2004)、秘魯(2005)、哥倫比亞(2006)和

巴拿馬(2006 )等拉美 11 國擔心。畢竟，美國占此區域進出口貿易的比重，2017

年仍高達 44.76%。 

 

近年中國大陸對拉美大宗商品的龐大需求及強大注資，加速拉美和加勒

比地區與中國大陸的經濟聯繫與貿易比重。尤其，川普對拉美的不友善政策與

言行，以及美中貿易摩擦，都提供中拉擴大發展關係的機會。當然，中拉各國

會面臨自身以及世界政經變化的不確定性。 

 

拉美各國對美國的貿易依賴程度不同，因此，對美國的立場和態度不盡

相同。目前，墨西哥正加緊升級與歐盟於 2000 年所簽的自由貿易協定，26擴大

與拉美國家在農牧業和製造業等領域的合作；美國第三大石油進口來源的委內

瑞拉，也擴大對亞洲國家的原油出口，以應對美國的制裁；阿根廷、巴西、智

利和秘魯加強拉美區域內市場的整合。基本上，LAC 國家將加速區域內整合，

以及如南方共同市場等，次區域組織間的融合，尋求與歐亞各國的多元合作，

降低對美國依賴，以應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 

 

從另一角度看，川普貿易保護政策的影響將遠超出拉美與加勒比地區。

在財務金融易有波動的世界中，削弱的多邊主義將削弱全球機構（例如 WTO

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解糾紛的能力。儘管拉美從與中國和美國的貿易擴張

中受益，然而，拉美損失可能比多數的經濟體多。所以，國際貿易衝突升級，

國際利率攀升，以及美國主導的全球/區域組織減弱時，拉美各政府須鞏固其財

政狀況，以減少經常賬戶赤字和降低外債。 

 

美國在 LAC 有巨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利益，尤其，美國依然是大多數

拉美國家外交的重點。川普熱衷於散播的不確定性，可能會破壞美國過去以

來，在制定及穩定全球貿易規則方面的作用，並在過程中阻礙拉美各國與全球

的經濟成長。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usmca-employment-north-american-

competitiveness-by-anne-krueger-2018-10?barrier=accesspaylog 
26 「墨西哥與歐盟達成貿易新協議 貿易戰下擺脫美國陰影」，ETtoday 新聞雲，2018 年 04

月 23 日。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423/1155780.htm#ixzz5i9VR7baS 

file:///C:/Users/sfhun/Downloads/ETtoday新聞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423/1155780.htm#ixzz5i9VR7b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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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6—2018 年美國對拉美各國的進出口 

單位：億美元 

國名 年 出口 進口 貿易收支 國名 年 出口 進口 貿易收支 

阿根廷 

2018 99.20 48.61 50.58 

瓜地馬拉 

2018 66.49 42.09 24.40 

2017 95.86 47.80 48.06 2017 68.95 40.15 28.81 

2016 85.12 46.54 38.58 2016 58.35 39.38 18.98 

巴哈馬 

2018 30.92 3.74 27.18 

圭亞那  

2018 5.41 2.54 2.87 

2017 30.57 5.24 25.33 2017 3.77 3.14 0.64 

2016 20.97 2.99 17.98 2016 4.44 4.32 0.12 

玻利維亞 

2018 5.78 4.85 0.93 

海地  

2018 13.91 9.91 4.00 

2017 5.95 5.67 0.28 2017 14.11 9.20 4.91 

2016 6.57 9.76 -3.18 2016 10.91 8.99 1.92 

巴西 

2018 394.94 311.61 83.33 

宏都拉斯 

2018 56.00 47.03 8.97 

2017 372.22 294.52 77.70 2017 50.80 45.81 4.98 

2016 300.66 260.54 40.12 2016 48.28 46.18 2.10 

智利 

2018 153.40 113.66 39.74 

牙買加  

2018 27.21 3.79 23.42 

2017 136.05 105.51 30.54 2017 21.06 3.37 17.68 

2016 129.37 87.97 41.40 2016 16.50 3.03 13.47 

哥倫比亞 

2018 149.96 137.89 12.07 

墨西哥  

2018 2,650.10 3,465.28 -815.17 

2017 133.12 135.57 -2.45 2017 2,433.14 3,142.67 -709.53 

2016 130.47 137.98 -7.51 2016 2,300.51 2,939.24 -638.73 

哥斯達黎

加 

2018 63.46 48.79 14.67 

尼加拉瓜  

2018 16.03 35.87 -19.84 

2017 61.70 45.64 16.06 2017 15.89 32.63 -16.73 

2016 58.70 43.31 15.39 2016 14.80 32.94 -18.14 

古巴 

2018 2.76 0.01 2.75 

巴拿馬 

2018 68.85 4.62 64.23 

2017 2.91 0.00 2.91 2017 63.01 4.43 58.59 

2016 2.42 0.00 2.42 2016 60.69 4.10 56.59 

多明尼加

共和國 

2018 85.61 53.09 32.52 

巴拉圭 

2018 23.79 1.31 22.48 

2017 78.28 47.46 30.81 2017 27.19 1.25 25.94 

2016 77.51 46.79 30.72 2016 19.70 1.49 18.21 

厄瓜多 

  

2018 57.60 67.34 -9.73 

秘魯 

2018 96.34 78.83 17.50 

2017 48.21 63.79 -15.58 2017 86.63 72.83 13.80 

2016 41.64 60.59 -18.95 2016 79.27 62.53 16.74 

薩爾瓦多 

  

2018 34.16 25.09 9.07 

烏拉圭  

2018 14.46 5.09 9.37 

2017 30.58 24.71 5.87 2017 15.99 5.84 10.15 

2016 29.19 24.96 4.23 2016 11.14 5.34 5.80 

格瑞納達  2018 1.19 0.15 1.04 2018 58.61 131.70 -7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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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1.03 0.12 0.91 
委內瑞拉 

 

2017 41.33 123.37 -82.04 

2016 0.87 0.13 0.74 2016 52.11 108.95 -56.84 

資料來源：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index.html 

註：貿易收支= 出口‒進口。負號「‒」代表貿易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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