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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现状堪忧

当前，美国基础设施老旧问题日益
引发担忧。《福布斯》杂志网站近期发文
表示，从公路、铁路，到电网、港口等，美
国大量基础设施已超过使用寿命，不少
设施“正处于危险的临界点”。《国家地
理》杂志近期也发文称，美国建于 19世
纪中叶的供水系统已无法满足现代城
市需求，许多桥梁、堤坝、隧道的老化程
度也十分严重。今年的极端天气事件
进一步威胁了这些老旧设施的稳定性。

频繁发生的事故也敲响了警钟。6
月 11 日，美国费城一辆油罐车起火爆
炸，导致 95 号州际公路的高架桥部分
坍塌。当地交通部门表示，爆炸冲击了
老化的高架钢梁，造成了事故。另据美
国土木工程师协会数据，近年来，全美
供水管道平均每两分钟就会出现一次
破裂，每天损失水量约 60 亿加仑。美
国林务局数据也显示，1992 年至 2020
年的 28 年间，美国电网故障已引发了
超过3.2万起森林火灾。

为改善基础设施状况，美国政府正
在各地“大兴土木”。8月 28日至 9月 7
日，美国内政部、能源部、农业部等
依据 《两党基础设施建设法案》 公布
了多项针对电网、水利等设施的大规
模改造计划。

然而，不少分析指出，修缮进度不
及预期。美国道路和交通建设者协会8
月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全美约61.8万
座桥梁中，超过 1/3 需要大修，其中约
7.6 万座需要完全重建。与 2022 年相
比，状况不佳的桥梁数量虽减少了 560
座，但按目前进度，还需要 75年才能完
成修复工程。

新的基建项目情况也不乐观。据
《洛杉矶时报》报道，加州高铁自 2008
年宣布开建以来，15年间一英里也没有
造出来。今年 8月底，项目还在为起始

段的建设“筛选潜在制造商”，通车的时
间表也推迟到了2033年。

此外，数字和科技领域的“新基建”
也有缺口。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充电桩短缺已成为美国电动汽车上路
的“绊脚石”。美国要促进电动汽车业
发展，还需要数十亿美元的投资来扩
建相关基础设施。另据美国之音电台
网站报道，许多美国农村地区缺乏高
质量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在 22 个州，
仍有多达一半的家庭无法获得高速互
联网链接。

面临多重难题

美国基建为何难见起色？分析指
出，投资不足是主要原因之一。美国
外交关系协会 3 月发表的研究称，美
国基建投资多年来进展缓慢。拜登政
府虽然作出了数十年来的最大投入，
但仍需更多资金才能扭转现状。美国
行业团体估计，未来 10年，美国仅水
利设施一项就需要约 1 万亿美元。其
他基建项目也需要大量投入。另据美
国土木工程师协会 2021年的评估，未
来 10 年，美国基础设施还有近 2.6 万
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
究所执行所长陈文鑫对本报记者表示，
2021年11月，拜登签署《两党基础设施
建设法案》，宣布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外
加美国国会批准的基建支出，构成大约
1.2 万亿美元的基建盘子。然而，与投
资缺口相比，1.2 万亿美元的承诺仍有
差距。据白宫 8月公布的数据，拜登政
府当前实际已投入约 2800 亿美元，占
1.2万亿美元的不到1/4。

基建成本高也是难题。英国《经济
学人》的报道称，美国基建成本居高不
下，地铁造价通常是欧洲或亚洲同类
项目的 2—4倍。美国道路与运输建设
者协会主席哈蒙德日前表示，建筑的

高成本影响了基建进度。供应链波动
和通货膨胀持续影响着各州的项目交
付能力。随着工期延宕，物价和材料
成本还会不断上涨。

与此同时，“买美国货”条款进一步
推高了基建门槛。据彭博社报道，美国
白宫不久前发布了“买美国货”条款的
最终版本，确认了基建项目所用建筑材
料的本土生产比例要求。不少美国建
筑行业从业者担忧，该条款将使基础设
施项目变得“昂贵且迟缓”。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副研究员龚婷对本报记者表示，全球
化的供应链配置往往更有利于提升生
产效率。而“买美国货”条款强行对材
料来源作出限制，无疑增加了生产成
本、降低了生产效率。该政策虽然允
许美国企业在成本过高等情况下申请
豁免，但相关流程和手续，预计仍会
拖缓项目进度。

劳动力短缺也构成挑战。美国行业
媒体“建筑业观察”（Construction Dive）
报道称，美国基建项目当前存在大量积
压，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建筑业劳动力
短缺。虽然联邦政府发起了不少支持
和培训劳动力的项目，但“官僚主义的
繁文缛节”及资金不足等，导致相关项
目部署效率十分低下。

“熟练劳动力短缺，深刻影响着美
国制造业水平提升。这将进一步导致
美国本土难以生产足够的高质量材料
和产品。在‘买美国货’条款限制下，基
建的投资和产出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龚婷说。

仍存不确定性

美国基建已给经济社会发展“拖了
后腿”。《纽约时报》日前发表布鲁金斯
学会高级研究员克里福德·温斯顿的文
章称，美国公共交通系统每年因事故、
拥堵、路面损坏等造成经济损失超过 1

万亿美元。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也估
算，如果不补上投资缺口，到 2039 年
底，美国落后的基建可能导致 10 万亿
美元的经济损失。

美国能否重振基建？分析指出，未
来仍有不确定因素。

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日前估
算，2023 财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可
能翻番，达到约 2 万亿美元。另据资
产管理机构统计，31%的未偿美国政府
债务将在未来 12个月内到期，总额达
7.6万亿美元，处历史高位。财政赤字
上升、政府债台高筑、通胀高企等预
计将显著影响基建投资预期。“建筑业
观察”日前发文表示，美国债务违约，

“可能会让所有基建努力付诸东流”，对
美国债务负担和经济形势的担忧正在
影响基建项目推进。美国能源信息网
站“油价”（OilPrice）也发文称，美国许
多地方目前根本没有充足财政资金用
于基础设施现代化改造。

“拜登政府的基建计划愿景宏大，
但现实中要面对的挑战依然很多。”龚
婷说，“在拜登政府的施政风格下，针
对基建领域的大规模扩张和财政支出
增加，共和党方面一直有反对声音。
随着 2024大选年临近，两党围绕相关
问题的分歧和争论预计会进一步升
温。相关项目的落实情况和资金的可
持续性也可能生变。”

“美国政府雄心勃勃的基建计划与
现实之间仍有一定差距，预计政治因素
会成为未来的主要‘绊脚石’。当前，美
国民主、共和两党虽然对加强基建有共
识，但在具体路径上仍高度分裂。此
外，美国联邦制下各地机制不同、基建
情况不一，预计无法实现‘全美一盘
棋’。未来，拜登政府的基建计划能走
多远，还需要进一步观察。”陈文鑫说。

上图：6月11日在美国费城拍摄的
发生垮塌事故的95号州际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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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美国肯塔基州和俄亥俄州的布伦特·斯宾塞大

桥，多年来一直是美国的交通要道。如今，由于年久失

修，该大桥成了著名的“堵点”。几届美国政府都曾表示

要实施改造，但均未兑现承诺。近期，肯塔基州和俄亥

俄州公布了该大桥新的改造方案，并向公众征集意见。

新方案预计耗资达36亿美元，比去年提出的预算高出约

20%，规划的施工期长达10年左右。然而，即便如此，

彭博社报道称，该项目可能依然面临成本超支和工期延

迟的风险。

布伦特·斯宾塞大桥的情况，是美国基础设施现状

的缩影。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前，全美基建项目大量积

压，投资不足、成本高昂、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依然存

在。此外，“买美国货”条款及党派角力等因素也给基建

领域带来更多变数。

国际观察 责编：林子涵 邮箱：guojihw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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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潮暴露英国社会矛盾
赵婧如

美国搞基建，推进难度大
本报记者 林子涵

环 球

掠 影

英国 《独立报》 报道称，英国正在经
历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最为激烈的罢工潮。
英国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从 2022 年 6 月
起，罢工已导致英国损失相当于 400 多万
个工作日的工时。分析指出，通胀高企、
工资停滞叠加裁员导致的就业困境引发罢
工潮，暴露英国社会经济深层矛盾。

罢工不断

“自 2022 年 6 月英国铁路、海事和运输
工人联盟就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问题首次
举行罢工以来，英国正在经历一轮数十年未
曾有过的大规模跨行业罢工潮，波及交通、
医疗、运输、教育、政府部门等多个领域。”

《独立报》报道称。
据路透社报道，由于未和资方在薪酬

福利方面达成协议，英国铁路、海事和运
输工人联盟约 2 万名成员于 9 月初再次举
行大罢工。今年 8 月，该联盟已发起过多
轮罢工活动，导致铁路系统停摆，影响民
众出行。

法新社报道称，代表英国初级医生的工
会——英国医师协会8月中旬举行为期4天
的大罢工。数万名初级医生暂停工作，走上
街头，抗议薪资待遇。英国医师协会表示，初
级医生的实际工资过去15年里减少了26%，
政府 7 月宣布加薪 6%的最终方案“不合情
理”。据路透社报道，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
系的高级医生也计划于10月初保守党举行
年度会议期间连续罢工3天。

“罢工活动的核心诉求是抗议高通胀与

争取更高工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
表示，虽然英国政府提出有限度涨薪以及
分发补偿金等方案，试图平息罢工潮，但
总体来看，涨薪幅度跟不上通胀速度，大
多数行业员工仍面临实际收入缩水、生活
成本攀升等危机，致使罢工潮此起彼伏。

民众不满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7 月，英国通胀率
为 6.9%，远高于央行 2%的目标。此前，英国
各项指标刷新历史纪录：今年 3 月，英国食
物和非酒精饮料价格同比上涨19.1%，创45
年来新高；今年 5 月，英国民众储蓄账户支
出金额达到 1997 年来单月最高值。罢工较
为集中的公共与准公共服务部门，员工实际
工资相比2021年减少9.2%。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称，罢工
潮不仅凸显通胀问题，更折射出英国社会不
平等问题严重。英国国家统计局调查表明，
2022 财年英国最贫穷的 1/5 人口可支配收
入中位数下降3.8%，而最富有的1/5人口这
一数据则上升 1.6%。英国工会联盟研究显
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银行家的
薪酬增长速度是护士的3倍多。

杨芳分析，近年来，受英国“脱欧”、新冠
疫情与俄乌冲突等因素叠加影响，英国跨境
贸易受到更多限制，融入国际产业链、供应
链态势遭受一定冲击。这一方面导致英国政
府更加依赖房地产、金融等行业支撑经济发
展，社会财富向特定行业集中，普通民众收

入增长缓慢，贫富分化加剧；另一方面加剧
英国能源、劳动力短缺问题，生产成本上涨、
商品服务价格大幅攀升，导致普通民众消费
支出增加，许多家庭陷入经济困境，民众不
满当前生活现状，不断走上街头抗议。

持续承压

“为应对罢工，英国首相苏纳克曾承诺
今年底前实现通胀减半。但目前来看，除
了不断加息控制通胀之外，英国政府难以
真正解决罢工反映出的经济社会深层矛
盾。”杨芳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高通胀和罢工
潮会让英国经济持续承压，英国可能成为
2023年七国集团中唯一出现经济萎缩的国
家。分析人士指出，以铁路工人罢工为例，英
国已形成以伦敦为核心、对周边城市起经济
辐射效应的“周末经济”模式，铁路频繁罢工
会对伦敦与周边城市的交通服务产生重大
影响，导致人员滞留，拖累英国经济表现。

“除了经济因素外，英国的政治生态也
让解决罢工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杨芳分析，
当前，执政党保守党的民意支持率跌至
24%，陷入历史低谷，大幅落后反对党工
党 45%的支持率。面对明年英国大选，如
果各党派将罢工潮当成批评竞争对手政策
失当、治理无方的政治工具，而不是真正
协力解决罢工潮背后的社会民生问题，罢
工潮可能长期难以平息，各项公共服务反
复暂停，民众不满情绪不断激化，将对英
国社会秩序与经济发展带来更大冲击。

2023年夏天，北半球不好过，多国经历
了高温“炙烤”、干旱加剧、野火肆虐——

在美国，夏威夷毛伊岛在 8 月遭遇了
该国一个多世纪以来致死人数最多的野
火灾害，115 人丧生，2200 多座建筑受损，
上万人流离失所，毛伊岛西北部海滨度假
小镇拉海纳几成废墟。

在希腊，一场今夏欧洲致死人数最多
的野火于 8月下旬席卷东北部，过火面积
超过 810 平方公里，比美国纽约市面积还
大，成为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2000年开
始记录相关数据以来的最大规模野火。

在加拿大，跨部门林火中心 9 月初最
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发生 6100
多起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达16.4万平
方公里，持续破历史纪录。目前，仍有1085
处在燃野火，其中713处处于失控状态。

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阿尔及
利亚、突尼斯等国同样遭遇野火侵袭。
熊熊烈火给受灾国经济社会造成严重破
坏，也再次敲响警钟。

一场场刷新当地历史纪录的野火背
后，是全球气候变暖加剧的严峻现实。

9月6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发布年度气候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温室
气体浓度、海平面高度、海洋热含量等指标
均创历史新高，全球地表温度比1991年至
2020年的地表平均温度高0.25至0.3摄氏
度。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
六次评估报告指出，近50年全球变暖的速
度前所未有。

全球气候变暖加剧了气候系统的不
稳定性，导致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更
高、强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影响程度更
为显著。以夏威夷毛伊岛野火灾害为例。
根据评级机构穆迪发布的评估，这场美国
100多年来最致命的野火，或已造成 40亿
至6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极端天气灾害不仅直接威胁人类健
康和社会生产活动，还通过改变生态系
统，加剧人类社会的脆弱性。联合国粮农
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极端天气是导致近
年来全球饥饿人数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2023年这个“极端的夏天”，轮番
登场的极端天气再次用直观而惨烈的方
式提醒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迫在眉
睫，加强国际气候合作刻不容缓。今年7
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警告
称，极端天气和气候正成为新常态，各
国必须立即行动、采取积极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国家应对极端
天气灾害的能力存在差异。发达国家往
往具备完备的预警系统和应急体系，发
展中国家则普遍存在抵御气候风险能力
不足等问题，面临严重的气候资金缺口
和经济转型压力。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负有历
史责任、法律义务和道义责任。英国《自然·可持续发展》杂志
不久前刊发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全球约90%的过量碳排放源
自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应向低碳排放国家支付总计170万亿美
元的补偿金。9月初举行的首届非洲气候峰会呼吁发展中国家
和发达国家携手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并敦促发达国家兑现相
关的出资和技术援助承诺。古特雷斯此前也呼吁发达国家必
须兑现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1000 亿美元气候支持的承诺。
然而，发达国家长期不正视其责任，迟迟不兑现有关承诺。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援引气象科学家研究称，未来野火季
节将更长、温度更高、更加难以控制，甚至可能殃及极地和雨林
等从未受过野火影响的地区。

警钟声已经响起，全球气候治理亟待国际社会共同行动。

环 球 热 点环 球 热 点

观 象 台

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旧证券交易所大楼是当地的知名地标。如今，这栋老
建筑改造为“比利时啤酒世界”，用于展示比利时啤酒文化。在这里，人们可
以了解啤酒酿造历史、体验啤酒酿造过程并品尝啤酒。

图为日前，“比利时啤酒世界”揭幕，众多游客前来参观。
新华社记者 赵丁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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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建筑迎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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