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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日前提出，美英等「民主國家」應成立類似中國

「一帶一路」倡議的基建計劃，協助全球各地「真正需要幫助的

社區」，不過拜登沒有說的是，美國可能才是世上最需要改

善基建的地方。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ASCE）最

新公布的報告指出，美國基建水平評級只得

「C-」，原因是聯邦政府多年來無視美國

民眾生活需要，忽略基建，導致大量公

路橋樑日久失修，機場、食水供

應設施及公共交通系統更急

需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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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基建落後並非近年才浮面
的問題，橋樑公路崎嶇不平、食
水不安全、能源設施不能承受嚴
重風暴等，都是普羅百姓第一身
感受到的困境，可是即使是民主

共和兩黨都有共識需要處理基建問題，卻依然遲
遲無法從聯邦政府層面着手處理，從奧巴馬到特
朗普再到拜登，「改善基建」始終未從白宮主人
的「待辦清單」中劃走。究其原因，依然與愈趨
分化的美國政治環境脫不了關係，一切民生議題
都染上民主共和之爭、左右翼之爭的色彩，議會
無法發揮作用，難以落實有益社會的法案，本來
應體現民主的議會制度便淪為空談。

早於2010年，時任總統奧巴馬已經提出斥資
500億美元改善基建，重建公路、鋪設鐵路、翻
新機場等，但奧巴馬剛於前一年成功爭取國會通
過刺激經濟法案，是他的一次政治勝利，令共和
黨不願讓奧巴馬再贏一次，貶低基建法案為「似
曾相識」。

7年後美國白宮易主，在大受極右歡迎的特朗
普治下，美國社會對左右翼政治意識形態的討論
亦變得激烈，雖然特朗普多次聲稱要投資改善基
建，往往仍會被其他議題，特別是「煽動極
右」、「攻擊傳媒」、「破壞民主」之類奪走注
意力。

以2017年8月在特朗普大廈舉辦的一場活動為
例，記者會原本是公布未來如何簡化授權程序，
促進發展基建，一眾傳媒卻就弗吉尼亞州極右與
極左示威者暴力衝突一事窮追猛打，最終特朗普
說出一句「兩邊都有很優秀的人」，拒絕譴責白
人至上主義者，成為特朗普被指支持極右的代表
性例子。

國會眾議員每屆的任期只有兩年，意味眾議院
的控制權最頻密兩年便會更替一次，本意或者是
借選舉制衡議員決策，讓議會不要脫離民意、體
現民主；現實卻是議員被過於頻繁的選舉掣肘，
為求不要得罪選民，不敢貿然支持一些短期可能
引起民眾憂慮、但長期對社會有益的議案。以拜
登政府的基建撥款議案為例，共和黨議員便投訴
2萬億美元撥款金額太高，警告會引致「加稅」
和「左翼政策」等，這些都是對右翼選民而言最
敏感的問題。

爭取聯邦撥款是一場零和遊戲，一個範疇獲批
的撥款多一點，另一個範疇的撥款就必然少一
點，聯邦撥款本身就是從納稅人身上取得的金
錢，要投資改善基建，就不能幻想不會對納稅人
構成任何負擔；當民間對「聯邦撥款」存在錯誤
期待，同時政客無視社會實況，不斷為求保住議
席而「順應民意」，結果便是窒礙社會向前發
展。在美國人引以為傲的民主制度背後，亦有他

們不得不思考的現實問題。

政治分化害民生
民主制度淪空談

范宋環

美國基建嚴重落後早已是不爭事實。世界經
濟論壇2019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中，作為世

界最大經濟體的美國，基建質素在全球僅排第
13，遠低過2002年時的第5名。ASCE本月初發
表4年一度的報告，將美國基建質素評為C-級，
較2017年的評級D+微升一級，是20年來「最
高」評級，報告指出美國必須在未來10年投入
5.9萬億美元，才能將各項基建提升至安全水平。

交通評級D- 日損9000泳池水
這份長達170頁的報告針對美國17個基建領域

評分，當中11項僅得D級。在關鍵的航空、公
路、校園建設、雨水收集及廢水處理領域，評級
都在D至D+不等，公共交通評級更只得D-，

45%的美國民眾都無法充分使用公共交通設施。
食水及能源供應亦僅獲C-評級。報告指出，美

國平均每兩分鐘便會有地方發生一次大停水，每
日損失水量足以填滿逾9,000個標準泳池。2014
年至2018年間，美國合共錄得638宗能源運輸中
斷事故，老舊設備難以承受極端天氣衝擊是重要
原因。
報告指出，美國未來10年面臨1.2萬億美元基

建投資缺口，僅改善供水系統便需4,340億美
元，校園基建亦需投資3,800億美元。如不解決
本土基建問題，美國經濟到2039年將因此損失10
萬億美元，造成2.4萬億美元出口額及300萬個職
位流失。

「缺失了一代人的投資」
拜登自己顯然也知道美國基建如何不濟，他上

月便說過，中國近年投入巨資，在交通、建築、
能源及通訊等領域成果顯著，警告為免中國「食
盡美國盤中餐」，美國必須重視基建設施，加快
升級速度。美國交通部長布蒂吉格承認，美國基
建「缺失了一代人的投資」。然而美國飽受新
冠疫情衝擊，經濟嚴重下滑，本土基建問題
短期內料將難以解決。此時即使拿出資
助他國的基建方案，料亦難以令人
信服。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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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
計劃本周公布價值

2萬億美元基建方案，
旨在升級基建、推動能源

轉型並創造數百萬個職位。然
而近年討論升級基建相關議題時，

共和民主兩黨對投資方式及具體預算
經常有分歧，加上現在政治對立嚴重，相

信國會難就方案達成共識。
拜登的方案將提出增加對清潔能源投入，同

時投資修繕部分道路及橋樑，加強公共交通建
設。
華府據報亦有意增加對高收入群體的稅收以

擴充財源，為基建等項目提供資金。不過共和
黨人普遍要求收窄投資規模，僅專注完善基建
設施，更強烈反對在方案中加入徵稅條款。

拜登此前的
1.9萬億美元紓困
計劃在參議院僅以一
票之差過關，基建方案面
對的壓力有增無減，參院少
數黨領袖麥康奈爾表明反對，民
主黨參議員曼欽更說如果沒有共和黨
人支持，他也會反對。 ●綜合報道

2萬億美元方案擬改善基建
恐難過國會關

拜登奉行「買美國貨」
加貿易代表：難參與美基建
對於美國總統拜登有意推出大規模

基建計劃，加拿大首席貿易談判代表
韋休認為，拜登政府奉行「買美國
貨」政策，加國企業難以參建美國基
建項目。
拜登上任後簽署行政命令，規定聯

邦政府採購時增加購買「美國貨」，
韋休早前向加拿大眾議院委員會表

示，華府可能將保護範圍擴展至由州
政府和市政府主導的基建項目，加國
企業除非獲華府豁免，否則投標工程
合約的能力將受削弱。
他同時指出，在美國現時政治氣候

下，拜登政府不可能讓加國企業全面
從「買美國貨」條款豁免。加拿大一
名業界人士透露，很多人均以為在拜

登上台後，情況會變好，事實上卻並
非如此。
加拿大前外交官赫曼爾表示，拜登

雖然在早前會談上向加拿大總理杜魯
多示好，表明加強兩國關係，但難掩
雙方貿易分歧，原因在於拜登政府的
部分政策其實較共和黨政府更具保護
主義色彩。 ●綜合報道

●華府多年來無視民眾生活需要，忽略基建。 網上圖片

●●美國平均每兩分美國平均每兩分
鐘便會有地方發生鐘便會有地方發生
一次大停水一次大停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拜登顯然也知道美國基建不濟。 法新社

●美國機場等設施急需翻新。 網上圖片 ●拜登認為美國必須重視基建設施，加快升級速度。
網上圖片

坎普斯 密歇根州底特律司機

「底特律一條高速公路並不平坦，道路中還會出現坑洞，我曾駛過
公路坑洞時爆胎。每次駛入高速公路時，我都害怕發生事故。」

迪亞特 伊利諾伊州學生

「我的學校1954年至今幾乎沒有翻新。校內飲用水含鉛量過高，
所有飲水器都無法使用。下雨時天花板還會漏水，教室破損的地
板滿是水漬。恒溫系統也非常老舊，教室冬冷夏熱，多數時候都
無法安心學習。」

加南 伊利諾伊州學校負責人

「我們的學校建於1936年，通風系統建於上世紀40或50年代，
恒溫器從1958年後未有翻新。現在校內沒有灑水器和防火門，達
不到最新安全標準，甚至無法滿足招生條件。」

皮特查德 田納西州花農

「我經營的鮮花農場位於克利夫蘭郊區，網絡訊號極差，有時需
要花20分鐘才能上載東西到社交網站，甚至要開車進城才能更新
網站，3個孩子也要借用市內停車場的網絡才能做功課。」

弗林特 洛杉磯機場負責人

「洛杉磯國際機場和全國多數機場都已建成近20年，便利設施短
缺，遊客常常要排長龍。」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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