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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情不利时，美国在任总统易对外挑起摩擦，并控制摩擦影响以服务国内选情 

6 月以来，随着疫情反弹及经济修复放缓下支持率大幅回落，特朗普开始频频对

外挑起摩擦。美国疫情 6 月以来大幅反弹，多个州因此暂停复工计划，拖累整体

经济修复节奏放缓。受此影响，特朗普支持率大幅下滑，跌至新低。面对国内选

情不利局面，特朗普开始频频对外挑起摩擦，包括发出关税及经济制裁威胁等。 

以史为鉴，通过对外挑起摩擦等转移国内矛盾，是美国谋求连任的总统或执政党

在大选年常用的竞选方法。历史经验显示，美国选民对其他国家普遍持怀疑态度。

以往大选年中，美国在任总统或执政党面对选情不利局面时，往往会通过对外挑

起摩擦，如实施贸易、外交、军事打压或制裁等，转移国内矛盾、扭转选情走势。 

选情走弱时，美国曾有多位在任总统在贸易领域，对其他经济或贸易强国实施打

压。例如，上世纪 60 年代后，日本经济腾飞；随着日本出口产品冲击到本土产

业，美国国内反日情绪日益高涨。1956 年、1984 年，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里根

均逼迫日本在贸易领域做出重大让步，并凭此吸引到大量支持、双双成功连任。 

以“反恐”为由，在经济层面制裁伊朗、叙利亚等宗教国家，也是美国在任总统

谋求连任的常用方法。最为典型的是小布什，上任后支持率不断下滑。2004 年 5

月，小布什宣布对参与恐怖主义的叙利亚实施全面经济制裁。小布什的这一举动，

成功“挑拨”起美国民众对恐怖主义的恐惧，最终在大选中吸引到大量民众支持。 

外交领域，美国多位总统曾以驱逐其他国家外交人员等，激发国内民族情绪。  

为给连任增添筹码，美国在任总统在怀疑或发现他国有不符合美国利益的行为

时，常常会在外交领域“发难”、激发民族情绪。例如，1996 年 5 月，在苏丹拒

绝交出涉嫌刺杀埃及总统的嫌犯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驱逐苏丹外交官。  

美国有多位总统在大选年对其他国家发起过军事行动，但只是发生在冷战时期。

举例来看，1956 年 2 月，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决定向南越派遣 350 名军人；1992

年 5 月，时任总统老布什批准北约对波黑实施全面封锁。不过，上述军事行动都

有着明显冷战“烙印”。冷战结束后，美国再未出现过大选年对外发起军事行动。 

对外挑起各种摩擦的核心目的，是为了服务国内大选舆情；但是，美国总统通常

会控制外部摩擦的影响范围，避免对国内经济产生较大扰动、影响大选。美国总

统在大选年对他国实施打压，核心目的是激发民族情绪、提高自身支持率。为了

避免冲击到国内经济、影响大选，美国总统通常会控制外部摩擦的影响范围。例

如，虽然频频挑起贸易摩擦，但核心是逼迫对方减少对美出口、增加对美进口等。 

 

⚫ 风险提示：美国疫情持续大幅恶化，引发政府实施二次防疫封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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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上选情不利时，美国在任总统做过什么？ 

事件：6 月以来，特朗普政府频频对外挑起摩擦，引发市场担忧，导致全球风险

资产波动加剧。 

数据来源：US Gov，CNN 

 

点评： 

6 月以来，特朗普政府频频对外挑起摩擦，引发市场担忧，导致全球风险资产波

动加剧。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府自 6 月起，频频对欧盟、伊朗等多个经济体挑起

摩擦。具体来看，美国政府 6 月 2 日、23 日，先后威胁对欧盟的数字服务、多种商

品加征关税；7 月 10 日，再次宣布将自 2021 年 1 月起对法国 13 亿美元产品加征 25%

关税。同时，美国也频频施压伊朗，包括对伊朗多家公司实施制裁，以及呼吁联合国

延长对伊朗的武器禁运令。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举动，引发了市场广泛担忧。6 月以

来，全球风险资产波动加剧，黄金则连创新高。 

表1：6 月以来，特朗普政府频频对外挑起摩擦 
 时间 美国挑起的摩擦 

欧盟 

7 月 10 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再次宣布，将自 2021 年 1 月 6 号起，对法国 13 亿美元产品加征 25%的关税。 

6 月 23 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威胁要对价值 31 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包括英国的啤酒、威士忌和饼干，西

班牙的橄榄、法国的蛋糕和德国的卡车也都面临被征收高达 100%关税的风险。 

6 月 18 日 
美国财长努钦已致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四国财长，宣布美国将暂停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框架下的“数字税”相关谈判。 

6 月 2 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美方开始对欧盟、英国等 10 个贸易伙伴已执行或正在考虑的数字服务税

发起“301 调查”。 

伊朗 

7 月 24 日 美国中央司令部新闻处承认美空军 F-15 战斗机按照国际规范在 1 公里外对伊朗客机进行了伴飞。 

7 月 15 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极限施压。 

7 月 8 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联合国必须延长对伊朗的武器禁运令，以避免该地区的进一步冲突。 

6 月 25 日 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目标为 8 家公司，包括钢铁和其他的金属公司。 

资料来源：CNN、US Gov、彭博社、开源证券研究所  

图1：6 月以来，以美股为首的风险资产波动加大  图2：6 月以来，黄金价格大幅上涨，连创新高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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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频频对外挑起摩擦的大背景，是国内疫情形势急剧恶化下，大选支持率

出现大幅回落。美国疫情自 6 月中旬起大幅反弹，多个州因此暂停复工计划或撤回

部分复工措施，各类线下经济活动快速降温。受此影响，美国大规模失业潮改善缓

慢，持续领取失业金人数一直保持高位。恶化的疫情形势及放缓的经济、就业修复节

奏，让美国民众对特朗普的不满情绪激增。民调数据显示，美国民众对特朗普工作的

认可度大幅下滑至 40%左右的低位。博彩数据隐含的特朗普胜选概率也快速下跌至

拜登以下，并持续回落。 

图3：6 月中旬以来，美国疫情二次爆发  图4：6 月以来，美国领取失业金人数保持高位 

 

 

 
数据来源：Covid Tracking、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图5：疫情反弹及经济修复放缓下，特朗普支持率大跌  图6：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特朗普将输掉大选 

 

 

 

数据来源：FiveThirtyEight、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Oddsshark、开源证券研究所 

以史为鉴，通过对外挑起摩擦等转移国内矛盾，是美国谋求连任的总统或执政

党在大选年常用的竞选方法。美国选民对其他国家普遍持怀疑态度，部分选民更是

认为美国一直受全球其他国家 “迫害”。这一背景下，以往大选年中，美国在任总统

或执政党（总统所属党派）面对选情不利局面时，往往通过对外挑起摩擦等迎合选民

偏好、转移国内矛盾。以美国国会披露的议案发起量数据为例，大选年中，由国会议

员发起的贸易相关议案，以及制裁其他经济体的议案一般较前后年份明显增加。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70,000

80,000

90,000

0
3

/2
0

0
3

/2
7

0
4

/0
3

0
4

/1
0

0
4

/1
7

0
4

/2
4

0
5

/0
1

0
5

/0
8

0
5

/1
5

0
5

/2
2

0
5

/2
9

0
6

/0
5

0
6

/1
2

0
6

/1
9

0
6

/2
6

0
7

/0
3

0
7

/1
0

0
7

/1
7

0
7

/2
4

(例)(例) 美国新增确诊病例及新增死亡病例变化

新增确诊病例 新增死亡病例(右)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0
1

/0
4

0
1

/1
8

0
2

/0
1

0
2

/1
5

0
2

/2
9

0
3

/1
4

0
3

/2
8

0
4

/1
1

0
4

/2
5

0
5

/0
9

0
5

/2
3

0
6

/0
6

0
6

/2
0

0
7

/0
4

0
7

/1
8

(万人)
(万人)

美国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变化

持续领取失业金 初次申请失业金(右)

40

41

42

43

44

45

46

2
0

1
9
/0

7

2
0

1
9
/0

8

2
0

1
9
/0

9

2
0

1
9
/1

0

2
0

1
9
/1

1

2
0

1
9
/1

2

2
0

2
0
/0

1

2
0

2
0
/0

2

2
0

2
0
/0

3

2
0

2
0
/0

4

2
0

2
0
/0

5

2
0

2
0
/0

6

2
0

2
0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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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大选年中，美国国会的贸易相关议案往往增加  图8：大选年中，美国国会制裁他国的相关议案往往增加 

 

 

 

数据来源：US Congress、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US Congress、开源证券研究所 

以往大选年，选情走弱时，美国曾有多位总统在贸易领域，对其他经济或贸易

强国实施打压。以 1960 年代至 1980 年代为例，这一阶段，日本通过承接产业转移

等实现经济腾飞。随着多个产业遭遇到日本产品的冲击，美国国内“反日”情绪高涨。

1956 年，美国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为谋求连任，强迫日本签署《美日棉纺织品协定》，

要求日本自愿限制出口。1984 年，志在连任的时任美国总统里根，也要求日本降低

对美国木材和葡萄酒的关税，并推进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在对日本实施贸易打压后，

艾森豪威尔和里根支持率均明显反弹，并最终双双成功连任。 

表2：1960 年代至 1980 年代，美国总统在贸易领域多次对日本施压 

总统竞选人类型 竞选人 大选年份 月份 对日本贸易领域打压内容 

在任总统 

（谋求连任） 

艾森豪威尔 1956 年 9 月 
强迫日本签署《美日棉纺织品协

定》，并要求日本自愿限制出口。 

里根 1984 年 5 月 
要求日本降低对美国木材和葡萄酒

的关税，并推进金融市场自由化。 

总统竞选人 

肯尼迪 

（最终胜选） 
1960 年 8 月 

竞选时承诺，将为南方各州解决纺

织业对日本出口问题。 

尼克松 

（最终胜选） 
1968 年 8 月 

竞选时承诺，将迫使日本减少钢铁

出口并扩大对美国的钢铁进口。 

卡特 

（最终胜选） 
1976 年 6 月 

竞选时承诺将对日本钢铁业启动

“301 调查”。 

老布什 

（时任副总统，

最终胜选） 

1988 年 8 月 

美国国会（老布什兼任参议院议

长）为限制日本的贸易出口，通过

包含“超级 301 条款”的综合法案。 

资料来源：《战后日本经济史》、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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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中，发起的贸易相关议案数量变化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2
0

1
7

-2
0

1
8

2
0

1
5

-2
0

1
6

2
0

1
3

-2
0

1
4

2
0

1
1

-2
0

1
2

2
0

0
9

-2
0

1
0

2
0

0
7

-2
0

0
8

2
0

0
5

-2
0

0
6

2
0

0
3

-2
0

0
4

2
0

0
1

-2
0

0
2

1
9

9
9

-2
0

0
0

1
9

9
7

-1
9

9
8

1
9

9
5

-1
9

9
6

美国国会中，发起的制裁其他经济体的相关议案数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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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对日本贸易施压后，艾森豪威尔支持率止跌反弹  图10：对日本贸易施压后，里根支持率快速抬升 

 

 

 
数据来源：FiveThirtyEight、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FiveThirtyEight、开源证券研究所 

以“反恐”为由，在经济层面制裁伊朗、叙利亚等宗教国家，也是美国在任总统

谋求连任的常用方法。 除了在贸易领域对经济或贸易强国实施打压外，美国多位总

统曾以“反恐”口号，对部分宗教国家实施经济制裁，由此“挑拨”起美国民众对恐

怖主义的恐惧、吸引他们投票支持。最为典型的是小布什，2001 年上任后支持率不

断下滑。2004 年 5 月，小布什宣布对参与恐怖主义的叙利亚公民及实体实施全面经

济制裁。小布什的这一举动，成功吸引了美国民众的关注、支持。随着支持率止跌回

升，小布什最终在同年 11 月的大选中获胜、成功连任。 

表3：美国多位总统曾以“反恐”为由，在经济层面制裁宗教国家 

总统竞选人

类型 
竞选人 年份 月份 相关制裁措施 

在任总统 

(谋求连任) 

里根 1984 年 

2 月 
以“反恐”名义对伊朗实施出口管制，禁止伊朗

出口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商品以及技术资料。 

7 月 
限制对伊朗和伊拉克的化学制品出口, 包括 13 

种用以制造芥子气及其他致命物质的化学物品。 

克林顿 1996 年 8 月 
以反恐名义签署《伊朗石油制裁法》，制裁所有

向伊朗进行石油投资的企业。 

小布什 2004 年 

5 月 
颁布了一套新的全面经济制裁措施，针对参与恐

怖主义的叙利亚公民及实体。 

10 月 
签署《白俄罗斯民主法》，对白俄罗斯总统亚历

山大·卢卡申科实施制裁。 

资料来源：Wikipedia、开源证券研究所 

图11：制裁伊朗，帮助里根支持率持续上升  图12：制裁叙利亚等，助力小布什翻盘、成功连任 

 

 

 
数据来源：FiveThirtyEight、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FiveThirtyEight、开源证券研究所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1
9
5

3
/0

1

1
9
5

3
/0

4

1
9
5

3
/0

7

1
9
5

3
/1

0

1
9
5

4
/0

1

1
9
5

4
/0

4

1
9
5

4
/0

7

1
9
5

4
/1

0

1
9
5

5
/0

1

1
9
5

5
/0

4

1
9
5

5
/0

7

1
9
5

5
/1

0

1
9
5

6
/0

1

1
9
5

6
/0

4

1
9
5

6
/0

7

1
9
5

6
/1

0

1
9
5

7
/0

1

1
9
5

7
/0

4

1
9
5

7
/0

7

1
9
5

7
/1

0

1
9
5

8
/0

1

1
9
5

8
/0

4

1
9
5

8
/0

7

1
9
5

8
/1

0

1
9
5

9
/0

1

1
9
5

9
/0

4

1
9
5

9
/0

7

1
9
5

9
/1

0

1
9
6

0
/0

1

1
9
6

0
/0

4

1
9
6

0
/0

7

1
9
6

0
/1

0

1
9
6

1
/0

1

(%) 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1953-1961年）的支持率变化

1956年大选

美国要求日本自愿限制

纺织品出口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1
98

1
/0

2

1
98

1
/0

6

1
98

1
/1

0

1
98

2
/0

2

1
98

2
/0

6

1
98

2
/1

0

1
98

3
/0

2

1
98

3
/0

6

1
98

3
/1

0

1
98

4
/0

2

1
98

4
/0

6

1
98

4
/1

0

1
98

5
/0

2

1
98

5
/0

6

1
98

5
/1

0

1
98

6
/0

2

1
98

6
/0

6

1
98

6
/1

0

1
98

7
/0

2

1
98

7
/0

6

1
98

7
/1

0

1
98

8
/0

2

1
98

8
/0

6

1
98

8
/1

0

1
98

9
/0

2

(%) 里根执政期间（1981-1989年）的支持率变化

美国要求日本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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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的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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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领域，美国多位总统曾以驱逐他国外交人员等，激发国内民族情绪、为连

任增添筹码。在怀疑或发现他国存在不符合美国利益的行为时，美国多位总统曾在

外交领域“发难”。例如，1996 年 5 月，在苏丹拒绝交出涉嫌刺杀埃及总统的嫌疑犯

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驱逐苏丹外交官。克林顿的这一举措，获得美国民众广

泛赞赏，为成功连任增添了重要筹码。当然，美国总统在外交领域的举措，也会根据

美国国内民族情绪的变化而作出相应调整。以 1972 年为例，为响应国内不断高涨的

反战呼声，时任总统尼克松接连访问中国、苏联，展开破冰之旅。 

表4：以往大选年，美国在任总统在外交领域动作频频 

总统 年份 
是否为连

任大选年 
月份 外交领域相关举措 

尼克松 1972 年 是 

2 月 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5 月 
尼克松访苏，双方共同表示实施“核裁军”政策

（《反导条约》)，并承诺“尽力避免军事对抗”。 

卡特 1980 年 是 2 月 
伊朗扣留美国大使馆的 66 名人质后，向伊朗施压

并驱逐部分伊朗人出境。 

老布什 1992 年 是 

2 月 
老布什和叶利钦举行会议，宣布美俄两国进入“友

谊与伙伴关系”的新时代。 

10月 
签署《自由支持法》，向俄罗斯提供 40 亿美元的

援助，并取消冷战期间对苏联实施的贸易限制。 

克林顿 

1996 年 是 5 月 
驱逐一名苏丹外交官，因苏丹拒绝交出涉嫌刺杀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嫌疑犯。 

2000 年 否 
2 月 驱逐两名刚果外交官，因二者发表不当言论。 

8 月 驱逐一名古巴外交官，因该外交官与间谍有牵连。 

资料来源：US Gov、CNN、开源证券研究所 

 

图13：驱逐苏丹外交官，助力克林顿支持率持续上升  图14：访问中国、苏联，让尼克松赢得了大量的支持 

 

 

 

数据来源：FiveThirtyEight、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FiveThirtyEight、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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