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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警报拉响 两党博弈升级

近期，美国两党围绕债务上限问题的争论僵持不下。
据外媒报道，众议院共和党议员提议，如果国会未能提高
联邦债务上限，则要求美国财政部优先偿付公众持有的政
府债务。民主党议员反对这一做法，呼吁无条件提高或暂
停债务上限。

民主、共和两党博弈的背后，是美国再次拉响的债务违
约警报。近年来，美国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债务规
模水涨船高。

今年1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达到31.4万亿美元的
法定债务上限。美国财政部采取“特别措施”以避免政府债
务违约。法国《回声报》报道称：“自那时以来，美国财政部一
直在使用会计手段继续支付公务员工资、社会福利以及现有
债务的利息。但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警告说，如果在
夏季之前不提高债务上限，她的‘创可贴就要用光了’。”

2月，美国总统拜登曾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就提高债
务上限问题举行会谈，但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此后，随着
两党政治斗争愈演愈烈，双方始终无法就提高债务上限的
议案达成协议。

债务上限是美国国会为联邦政府设定的为履行已产生
的支付义务而举债的最高额度。触及这条“红线”，意味着美
国财政部借款授权用尽。逼近债务上限时，美国政府通常会
采取一些手段来避免债务违约：其一，提高债务上限，1997
年至2022年，美国共提高债务上限22次；其二，暂停债务上
限，为债务上限上调或偿还债务争取时间；其三，采取“特别
措施”，如暂停财政部对联邦雇员退休储蓄计划、暂停非流
通债务发行、宣布“债务发行”暂停期等。

专家指出，债务上限本质上是美国政府的自我设限。自
1979年出现债务技术性违约后，美国再未发生债务违约。不
过，近年来，随着美国党争日趋激烈，债务上限逐渐变成两
党政治博弈的筹码，成为扰乱全球金融市场的潜在风险。

“当前，美国两党围绕债务上限问题角力激烈。尤其
是在去年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获得众议院多数席
位，掌握了财权。拜登政府如果想继续提高债务上限，必
须争取共和党的配合。而共和党以债务上限作为政治要
价，迫使民主党在其他议题上让步，如大幅削减公共开
支。美国两党陷入债务上限僵局，引发市场深切担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张茉楠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美元霸权作祟 惯于寅吃卯粮

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债务高企，根源在于美式民主导
致的短视和财务缺乏自律。

“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不断增加，多次出
现逼近甚至达到债务上限的情况，已然成为一颗‘定时炸
弹’。”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卞永祖向本报记者分析称，
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美国经济过度金
融化的同时，实体经济越发“空心化”，美国财政收入下
降。在此背景下，美国两党为了争取选票，迎合选民需
求，多次选择减税和推动政府支出计划，寅吃卯粮，导致
债务“滚雪球式”增长；另一方面，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
起，美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呈现下降趋势，全球财富流向
发生变化，逐渐从美国向东亚等地区聚集。过去一年，美
国的经济情况看似不错，实际上是美国加大了对居民和企
业的金融支持，进一步透支了其财政能力，国债发行和财
政赤字都维持在高位。

目前，美国两党都将糟糕的国家财政状况归咎于对方。
共和党方面认为，两年来，拜登政府的巨额支出增加了国
债。民主党方面则称，前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人给企业和富
人实施的减税措施让政府损失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收入。

《纽约时报》 刊文指出，美国不断膨胀的债务是两党
共同选择的结果。粗略测算，共和党人小布什、特朗普在
任期间，债务共增加 12.7万亿美元，而民主党人奥巴马、
拜登在任期间债务共增加13万亿美元。

以拜登政府为例，其上任以来，签署了《2021年美国
新冠纾困救助法案》《2021年美国基建法案》《2022芯片与
科技法案》等一系列巨额法案。分析认为，这直接导致不
到两年时间债务违约的风险便再次压到美国头上。

专家指出，美国政府之所以敢无节制支出，其背后支
撑是美元霸权。

“长期以来，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助长了美国滥发钞票
行为。美元本位制事实上已经演变为美国的债务本位制。
美联储大规模量化宽松，实际是为债务融资，助长了美国政
府债务的增加。”张茉楠分析称，目前，美国债务增速远超
GDP增速，而且随着利率提高，还本付息的压力越来越大。
尽管从中短期看，美国债务实质性违约概率不大，美国政府
可以通过惯用手段，以提高债务上限的方式来缓解财政困
境，但从长期看，美国政府债务不可持续，“以新债换旧债”
的方式只会产生更多利息和更多借贷，陷入恶性循环。

透支美国信用 冲击全球经济

3 月 7 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举行听证会，就债务上限
及违约可能导致的后果展开讨论。与会金融界人士警告
称，目前两党就债务上限展开的对峙对美国经济造成了

“严重威胁”。一旦发生债务违约，将导致本就脆弱的经济
立即进入衰退，上百万美国人失去工作，并引发类似2008
年金融危机的灾难性后果。

澳大利亚“对话”网站刊文称，美国债务违约威胁本
身就会对经济产生影响。一个前车之鉴是，2021年8月美
国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引发了该国信用评级前所未有的下
调，损害了美国的金融地位，也使无数人蒙受损失。

美国智库两党政策研究中心高级副主任蕾切尔·斯奈
德曼指出，债务上限谈判僵持不下将导致美国国会无力出
台刺激措施来避免经济陷入更深程度衰退。而美国经济放
缓则可能削减联邦政府税收收入，从而进一步缩短提高债
务上限的窗口期。

“美国政府债台高筑不仅是美国自身的问题，还将导
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给全球经济造成严重伤害，对新兴
市场的溢出效应尤为剧烈。”张茉楠分析称，美国政府不
断调整债务上限，实际是在不断透支美国的政治信用，削
弱美国国债信誉和美元储备货币地位。去年以来，日本、
法国、沙特、以色列等多国抛售大量美国国债，避险情绪
明显。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至 2052 年，公众
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务占 GDP比重将达到 185%，政府债务
的净利息支出占 GDP 比重将高达 7.2%。分析认为，届
时，国际市场可能会严重质疑美国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以
及美元的真实购买力。这将进一步导致美元信用塌陷，在
危及美国经济的同时，对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经济构成剧
烈冲击。

“短期来看，为了避免债务违约，美国可能再次提高
债务上限，进而导致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当前，美国以及
欧洲多国通胀高企，这和美国政府不停印钞、不停举债是
密切相关的。”卞永祖分析称，当前，全球经济陷入低
迷，世界亟须稳定性和确定性，而不是被美国的债务危机
所绑架，为美国的挥霍埋单。

“我们只能再次希望，美国民选官员能够迸发出强烈
的责任感，使世界免于一场不必要的危机。”法国 《回声
报》刊文称。

激烈党争或引爆美国“债务炸弹”
本报记者 严 瑜

近期，美国债务违约风险不断逼近，
民主、共和两党就债务上限问题展开的博
弈却未见降温。

美国智库两党政策研究中心近日警告
称，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提高联邦政府债
务上限，美国可能在6月初便将面临前所
未有的债务违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
副总裁戈皮纳特指出，美国政府陷入债务
上限危机将加大政府信用评级被下调的风
险，这将给美国和全球其他经济体带来额
外风险。

环 球 热 点

图为美国财政部大楼。 新华社记者 刘 杰摄图为美国财政部大楼。 新华社记者 刘 杰摄

马来西亚登嘉楼州龙运县泽利
贾村村长卜拉欣最近多了一项爱
好，没事总往村子附近一个工地
跑。看着一座座桥墩长高一点，他
离实现心愿就近一点。

“这些桥墩是为马来西亚东海岸
铁路 （马东铁） 修建的。修好之
后，火车可以直接开过龙运河。我
们都盼着这一天早点来！”59岁的卜
拉欣向笔者展示一张标有马东铁路
线的示意图，眼神里掩饰不住喜悦。

“我们村离车站只有两公里，我
最大的愿望是带着村民坐上火车去
吉隆坡旅游。”卜拉欣说，通车后，从
村子到吉隆坡的时间将大大减少，他
可以经常去吉隆坡看在那里工作的
孩子。

设计全长600多公里的马东铁被
视为连通马来西亚东西海岸的“路上
桥梁”，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交建）承建，建成后有望带动
马来西亚东海岸地区经济发展，并极
大改善沿线地区互联互通水平。

中国交建马东铁项目副总经理
叶笑阳介绍，截至今年2月，项目建设
已完成超过 40%，进入加速建设期，
计划于 2026 年底实现 A、B 段完工，
2027年底C段完工。叶笑阳说，通车
后，从东海岸的吉兰丹州到西海岸的
雪兰莪州时间将缩短至 4 小时，大大
方便居民出行，提升物流效率。

马来西亚丝路之友俱乐部庆祝共
建“一带一路”十周年系列活动首站日
前在位于吉兰丹州首府哥打巴鲁的马
东铁项目建设现场举行，当地媒体、非
政府组织和居民受邀到施工一线，感
受这个“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公使唐
锐表示，吉兰丹是中马共建“一带
一路”标志性项目马东铁的起点。
中方企业在加紧项目建设的同时，
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改善项目
沿线老百姓生活作出贡献。

前来参加活动的赛米是附近巴
当哈班村村长。他说，中资企业不
仅快速推进项目建设，还帮村子修
路、举办足球友谊赛等活动，中企
员工和村民成了好朋友。

赛米表示，马东铁项目在建设
期就推动了当地发展，很多本地青年在项目工作。
村民期待马东铁早日通车，帮助农产品打开销路。

叶笑阳表示，项目公司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机
会，雇用了 4840名当地员工。公司通过中马铁路人
才培养计划为当地培养铁路专业人才，还为 3000多
家本地合作企业带来商机。

吉兰丹可持续发展协会主席哈菲祖尔·尼扎姆·
阿卜杜拉参观马东铁建设现场后说，希望马东铁项
目让当地年轻人获得更多学习及工作机会，项目通
车后将带动商业和物流发展，帮助本地商品和服务
走向全国。 （据新华社电 记者毛鹏飞 汪艺 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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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 （马东铁） 关丹隧道
施工现场。 张纹综摄 （新华社发）

近日，美国多家情报部门联合公布了针对 2016年以
来困扰部分美驻外使领馆人员的神秘怪病“哈瓦那综合
征”的调查结果：该事件由外国敌对势力造成“极不可
能”，致病原因可能与基础病、健康问题及环境因素等有
关。近几年来，美国政客和媒体利用这一话题反复炒作

“外国威胁论”，将医学和科学问题政治化。如今闹剧尴
尬收场，所谓“哈瓦那综合征”成为他们歪曲科学、炮
制“阴谋论”的最新注脚。

耸人听闻的“微波武器”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尔·海恩斯日前在一份声明
中说，去年美国情报机构曾发布关于“哈瓦那综合征”
事件的中期调查结果，认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美国的

“对手”没有参与导致“哈瓦那综合征”的全球行动。此
后情报部门调集政府资源及专业力量继续调查。如今大
多数美国情报机构已得出结论，即报告的这些“哈瓦那
综合征”病例“极不可能”由外国对手造成。

所谓“哈瓦那综合征”指的是自 2016年以来，时常
有美国驻外使领馆人员报告出现听力下降、头晕、恶
心、偏头痛、乏力等与轻度创伤性颅脑损伤相符的症
状。美国驻古巴首都哈瓦那外交人员最先报告这类症
状。美国政府宣称这类症状是古巴使用某种“秘密武
器”所致，称其为“哈瓦那综合征”。

此后，一些美国外交和情报官员称他们在澳大利
亚、奥地利、德国和俄罗斯等国也出现类似经历。美国
舆论渲染这是敌对国家的“微波武器”所致。

自我打脸的“政治闹剧”

这次最新公布的结论是美国情报部门历时两年多、审
查了约1500例病例后得出的，给这起曾经被炒得沸沸扬扬

的闹剧“定性”，也使美国陷入自我打脸、自相矛盾的境地。
美国 《政治报》 报道称，此次美情报部门通报的结

果与先前各政府部门的调查结果相矛盾——2020 年，美
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学院称，“哈瓦那综合征”最可
能的病因是“定向脉冲射频能量”；1年后，美政府官员
告知国会，可能是俄罗斯针对美国人“使用武器”所
致；情报部门专家小组也宣称，可能是“外部能源”导
致了这些症状，并且可能涉及“外国势力”。

科学界一直认为，所谓“哈瓦那综合征”的成因存
在多种可能性，包括环境因素、未查明的健康问题、心
理压力等，反对出于政治目的炒作科学问题，怀揣“阴
谋论”否定科学。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教授马克·拉塞尼克在一次
学术活动上表示，“哈瓦那综合征”是被媒体贴上标签的。
科学界应把重心放在寻找事件背后的真相，而不是只片面
关注问题的一个方面。正常的做法是不要有“假想敌”，要
搞清楚正在发生的事以及如何利用科学的方法来调查。

推波助澜的“冷战宣传”

美情报部门官员此次表示，他们在调查中没有发现
可以将个别案例关联起来的共同模式或条件，也没有发
现包括法医或地理定位在内的证据足以证明有对手使用
某种形式的无线电波或超声波束等定向能量。

美国网络杂志《公平观察者》一篇题为《“哈瓦那综合
征”的真相》的文章指出，这起始于2016年的事件实际上已
经演变成一部集体心理剧，看过的人都会明白，除了称自
己经历过症状之苦的人之外，关于“哈瓦那综合征”的一切
都是“冷战宣传”堆砌起来的“人造世界”。

如今，美国情报部门的最新调查结果意味着，这起
美国政客和媒体以政治偏见干预科学研究、以政治谎言
歪曲客观事实的闹剧不得不收场了。 （据新华社电）

“哈瓦那综合征”闹剧尴尬收场

环 球

掠 影

中国原创童书亮相国际书展
近日，第 60 届博洛尼亚国际

儿童书展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会展中
心举办。该书展创始于1964年，是
世界少儿图书和多媒体行业最重要

的展会之一。
图为在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

上，人们在一处中国参展商的展位
参观。 新华社记者 金马梦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