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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政府的关税举措引发了不少
美国媒体的反思。《华盛顿邮报》1991
年的一篇报道认为，《美日半导体协
议》就是一场“贸易保护主义的冒险”，
美国政府“拒绝让市场自由运转”，终
究还是该国消费者来埋单。美国“历
史频道”也表示，美国半导体行业的一
系列保护举措并没有直接推动美国高
端产业技术创新，也没能有效扭转当
时的贸易赤字。

尤为讽刺的是，尽管经济全球化
当时已是美国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该国《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
赋予总统的权限过于宽泛，反而成了
推行本土保护主义的工具，有专家表
示，美国这是“用自己的法律破坏自己
的计划”。

不间断的贸易摩擦、各种不公平
协议的签订也让美日关系急转直
下，1987 年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贸
易问题正在破坏两国关系，高达 55%
的 日 本 人 认 为 两 国 之 间 不 再“ 友
好”，而前一年的这个百分比还不到
3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意见称，在美国
的打压下，日本出口及 GDP 增长在
1986年上半年基本陷入停滞。进入20
世纪90年代，该国经济更是从极度繁
荣跌入“失落”，但美国方面的压制仍
未停息。1991年，《美日半导体协议》
续签，这项“不平等条约”直至1996年
才到期。

据《环球时报》

近日，挪威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又接收了1.4万
份种子样本，以确保世界上一些地区的重要农作物
能够“留种”。干旱、战争、瘟疫等天灾人祸对农业危
害巨大，良种是否能够完好保存关乎地区甚至国家
的发展，像斯瓦尔巴这样的种子库更被称为全球农
业的“诺亚方舟”。不过，2008年投入使用的斯瓦尔
巴种子库并不是人类建造的第一个种子库，世界首
座种子库是建于苏联时期的瓦维洛夫植物研究所，
距今已有约百年历史。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科学史研究所记载，在成
为全球首座种子库前，瓦维洛夫植物研究所是一
家植物科研机构。该机构当时位于列宁格勒（今
圣彼得堡）圣以撒广场附近，是一栋三层建筑，其
外立面有几分典雅气质，建筑风格像是一家酒
店。其实研究所内的空间并不宽敞，物架上摆满
了样本收纳盒，足足有 12 万个。20 世纪 20 年代开
始，该机构在时任所长尼古拉·瓦维洛夫的带领
下，致力于打造全球领先的粮食作物研究与保护
中心。

瓦维洛夫小时候经历过多起自然灾害导致的
饥荒，眼睁睁看着无数同胞被饿死，这段惨痛的经
历令他早年立志——改良农作物，让人人有饱饭
吃。后来，他成了苏联知名的植物学家，根据他的
研究，苏联当时的农作物多为“近亲繁殖”产物，缺
乏基因多样性，所以不具备抗灾能力，那些自由生
长的野生作物生命力则十分旺盛。发现这一点后，
瓦维洛夫试图通过杂交，让现有的粮食作物变得更
为“强壮”。

这项工作需要采集大量农作物品种样本，于是
瓦维洛夫奔赴全球64个国家，进行了115次探险、考
察，共收集了38万份作物样本。在他的努力下，瓦
维洛夫植物研究所在 1933 年就成为当时全世界最
大的“种子银行”，汇集了14.8万个种子与作物块茎，
其中包括很多珍稀品种，有些甚至已在原产地消亡，
为此，该研究所又被一些媒体誉为“失落之种的守护
者”。不仅如此，该机构当时还收集了数千种马铃薯
（土豆），是全球重要的“土豆研究所”，农科价值不可
估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格勒经历了近代
战争史上罕见的炮火打击，全城被围困、封锁长达
28 个月，食物供给长期受阻。城内饥民不仅将能
吃的家畜、宠物吃了个干净，甚至已经开始吞咽泥
土。当时“种子银行”内的专家学者相当于坐拥一
座“粮仓”，但是他们没有选择“大快朵颐”，为守护
国家的“生命之种”，他们选择忍饥挨饿。除了对
抗德军的炮火、酷寒的天气，这些专家还轮流值
班，防范老鼠前来偷食——当时城内的杂货店几
乎全部关闭，加上猫狗的消失，鼠患尤其厉害。这
是一场艰难的保卫战，研究所许多工作人员不幸
牺牲，其中的大多数是被活活饿死的。英国《卫
报》报道称，一位名叫亚历山大·舒金的植物学家
伏案工作时悄然离世，至死手中还紧握一包杏仁
样本。如果他当时吃了这包食物，也许就能活下
来。

在这些英雄的坚守下，研究所内收集的约 120
吨种子、块茎以及约6000 种马铃薯被完好保存，为
国家的战后复苏提供了重要的粮食保障。因为植物
学家对这些种子进行了严格且细致的分类，苏联农
业部门很快就为它们找到了最适合生长的区域。有
统计显示，苏联战后约80%的农作物良种出自瓦维
洛夫研究所。

苏联的这座“种子银行”也被世界多国“复制”，
截至2024年，全球已经有1700多座“种子银行”。相
比苏联的这位“老大哥”，21世纪初投入使用的“种子
银行”设施更为齐全，安全系数也更高。

据《环球时报》

20世纪80年代，美对日半导体下手

2020世纪世纪8080年代年代，，日本任天堂在美国发布任天堂娱乐系统日本任天堂在美国发布任天堂娱乐系统。。

20世纪80年代，
日本一跃成为全球第
二大经济体，在半导
体等行业甚至超过了
美 国 这 位“ 带 头 大
哥”。美国不甘失去
半导体行业的主导地
位，便对盟友亮出关
税大棒，进行严厉制
裁。制裁让日本经济
受到沉痛打击，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陷入“失落的十年”。
美国国内相关行业也
深受其害，并引发反
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日本在政
治、经济与军事等多个层面与美国展开
密切合作。在美国奉行自由贸易的背
景下，日本对美出口大幅增加，经济发
展迅速。日本制造的车辆与电子产品
尤为受到世界消费市场的欢迎，到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的半导体行业在国
际市场独占鳌头，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
了50%。

而就在两国关系越来越亲密之时，
美国里根政府在1987年3月以“违反两
国贸易协议”为由，对这位亚太地区“最
亲密的盟友与合伙人”实施贸易制裁，
宣布对价值 3 亿美元的日本进口商品
征收高达100%的关税。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当时的记载，

在遭到制裁的日本商品中，包括总价值
1.8亿美元的台式电脑与笔记本电脑、
9000 万美元的彩色电视机，以及约
3000万美元的电动工具，如钻头、抛光
机等。在这轮制裁中，日本富士通、东
芝与日立等一系列知名日企遭受重大
损失。

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NBER）
分析，这一举措不仅是美国在战后首
次对日本实施制裁，也是美国战后

“最夸张”的贸易政策之一。美国宣
布制裁政策时，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
康弘正计划赴美访问。对于两国贸
易合作的风向突变，美国方面称：“日
本——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作出这一
决定也很难受……我方无意示威，相

信日本政府会尽力扭转这一局面，遵
循两国签订的协议精神。”当时负责
日本国际贸易的日方相关官员表示：

“我们对美国这一决定完全无法理
解。”

这里所提到的协议是美、日两国
在 1986 年 签 订 的《美 日 半 导 体 协
议》。美国认为，日本当时的半导体产
品畅销全球，已经形成了“倾销”，这份
协议就是为了限制日本产品的销售。
在批评人士看来，这类协议本身就带
有单边主义色彩，不仅电子产业的人
对之嗤之以鼻，不少国际贸易专家也
表示该协议部分条款违反了世界多国
战后签订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是
一份“非法合约”。

美国在对日本实施制裁之初，曾再
三表示加征的关税不会影响美国国内市
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制裁开始后，美
国国内的芯片产品一度价格飙升、供应
短缺，让美国计算机行业陷入困境。有
媒体举例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
市场电脑内存条价格低廉，美国的软件
公司也敢于放开手脚研发各种“吃内存”
的产品，丝毫不用担心电脑硬件配置跟
不上。软件市场的百花齐放又带动了电
脑的销售，多个产业形成市场良性循环，

“除了几家竞争不过日企的美国内存芯
片公司以外，人人皆大欢喜”。

而美国的关税大棒落下后，导致本
国电脑产品价格普遍升高，电脑软件公
司也遭遇冲击。这道制裁令的影响范围
远不限于计算机产业，它还威胁到了美
国的公共安全事业，据《纽约时报》报道，
当时全美多个执法机构向美国政府提出
抗议，认为相关制裁会大幅提升日产自
动指纹识别系统的价格，不利于打击犯
罪。在当时召开的听证会上，加州一家
显示器制造商代表还在头上绑了日本头
巾，表示强烈抗议。

日本国内也出现了一些抗议的声
音，但国民情绪整体还算稳定，人们普遍
认为美国这次的关税制裁对美日之间的
贸易关系没什么实质性的影响。《纽约时
报》报道称，当时日本舆论场大多是自信
的声音，认为美国是要做贸易的，那就不
可能脱离日本的产品与资本，两国全面
爆发贸易战的概率很低。日本《读卖新
闻》甚至还分析，是不是日本的企业文化
太“卷”，造成了太多“不必要的竞争”，才
会触发日美贸易冲突。美国“历史频道”
报道称，为了避免矛盾扩大、“破坏全球
自由贸易体系”，日本政府选择了隐忍，
并未采取任何报复措施。

征收高达征收高达100100%%的关税的关税

“用自己的法律破坏自己的计划”

2020世纪世纪8080年代年代，，还是学生的迈克尔还是学生的迈克尔··戴尔就创立了自己的电脑公司戴尔就创立了自己的电脑公司。。

美国电子产品
价格飙升

世界最古老种子库
为战后苏联提供保障

瓦维洛夫植物研究所内部瓦维洛夫植物研究所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