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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数据称，美国债务上限设
立以来已经被突破逾百次。为什么
美国会陷入这种死循环的状态？一
再拔高的上限，其风险又在哪里？
答：债务上限限制不了债务的

死循环，暴露出美式治理体系的失

灵。丹麦、澳大利亚、波兰等引入

过债务上限的国家均未因该政策

陷入过政治经济困境，而美国特色

的“债务上限”僵局则是年年有。

实际上，债务上限并不会直接限制

政府赤字，只能限制财政部在债务

达到限额后继续支付已获国会批

准的支出和其他财政义务。这一

政策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制约行政

部门管理美国经济的权限，却不是

政府债务违约的法律授权。这就

导致债务上限限制了政府承担支

付义务的能力。美国会通过的财

政预算实际上是联邦政府向民众

兑现的政纲承诺。国家大部分经

济活动、民众的生活生计都有赖于

这些承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美

国政府应尽的义务。但债务上限

对政府提出了矛盾的规定。财政

部需同时确保支付款项、偿还债务

且不超过债务限额三个要求，这几

乎不可能实现。当达到债务上限

而没有增加上限时，政府面临债务

违约和信用透支，而一味提高债务

上限则又会进一步加剧财政赤

字。因此，债务上限是否是限制政

府权限的适当机制存在一定争议。

债务上限沦为两党政治博弈

的危险游戏。原本两党围绕解决

债务上限的反复博弈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互相妥协让步，最终达成各

方势力普遍接受的方案。但试探

债务上限筹码的“深渊边缘”策略

打破了良性互动，已成为美国政府

的惯例，    年的克林顿政府、

    年的奥巴马政府和     年的

拜登政府均酿成危机。当前，美国

政治极化加剧、政治信用严重透

支，政客在博弈中愈发没有“下

限”，进一步导致债务上限成为政

治武器。如拜登政府就曾指望通

过商业团体的压力和金融市场动

荡的风险对共和党进行极限施压，

而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也表

现出一副不把美国信用放在眼里

的架势。这是一种为了政党利益

和政客私利不惜让无数个人、家庭

和企业蒙受损失，甚至不惜打击美

国支撑的全球金融体系的不负责

行为，迫使美民众和全球投资者陪

着美国政客“玩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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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5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重申，在不提高联邦债务上限的情况下，
财政部最快6月1日就会耗尽现金，这加
大了国会共和党人与白宫在未来几天达
成提高债务上限协议的压力。美国史上
首次债务违约将至？这将产生怎样的影
响？编者请专家进行解读。

问：这已经不是美国第一
次因党争而为债务上限争执不
休了。这一次又有什么特点？
答：为“债”所困是历届美

国政府的死循环。美式“债务

上限”是指政府可以累积的联

邦债务总额的法定上限。自

    年，美国会通过《第二自由

债券法》设置债务上限以来，美

政府在多数年份均出现了债务

总额逼近上限的情况。通常解

决这一问题主要通过上调债务

上限或暂停债务上限的方式。

    年到     年，美国会共   

次上调债务上限。自    年初

以来，国会  次暂停债务上限。

历史上，    年、    年和    

年，均爆发过债务上限危机。

此次美国政府新一轮危机

始于     年  月，特朗普政府

通 过 的《    年 两 党 预 算 法

案》暂停债务上限  年的条款

于当月   日到期，同年拜登政

府两次提高债务上限至   .   

万亿美元。然而，    年  月

  日，时隔   个月后，联邦政

府再次触及   .   万亿美元的上

限，财政部也再次启动非常规措

施维持政府运营。受税收额、各

州报税时间、突发事件等因素影

响，财政部非常规措施下资金用

完的日期（即所谓的“X 日期”）范

畴大致在  月初到初秋。美财长

耶伦警告称，“X 日期”最早恐于  

月  日到来。也就是说，在最坏

的情况下，如果两党未能在未来

不到两周的时间内达成短期或者

长期协议，美政府可能会出现前

所未有的国家违约。

债务上限归根结底还是政治问

题。尽管历届美国政府均出现过“收

支不平”现象，但今年债务总额占国

民生产总值比例恐创历史新高。根

据                全球宏观模型

预测，到    年底，美国政府债务与

   之比恐达    。

两党均为政府高负债问题提出

了解决方案。今年  月，共和党在

众议院提出了一项名为《限制、储

蓄、增长法案》的议案，要求联邦政

府削减开支、废除《通胀削减法案》

中关于清洁能源补贴等部分内容、

废除学生贷款豁免、收回未使用的

新冠疫情救助金等，以换取要么将

债务上限增加 . 万亿美元，要么暂

停债务上限至     年  月   日。

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上述举措可以

节约 . 万亿美元的开支。

共和党人这份削减财政预算

支出方案主要是在保留社会福利

支出的同时大幅砍掉拜登政府此

前的政绩和政府支出，这必然遭到

民主党人的坚决反对。拜登政府

一边公开采取强硬立场，坚持财政

预算已获得国会批准，应无附加条件

地提高债务上限，一边颁布了政府削

减财政支出方案，计划通过增加税收，

特别是取消特朗普政府对富人、大企

业的减税政策，增加医保药品采购议

价能力，削减加密货币、房产、油气税

收补贴等举措，在未来十年削减  万

亿美元财政赤字。

目前，两党可以在政府需要提高/

暂停债务上限上勉强取得共识，但对

于在何种条件下通过何种方式削减财

政赤字上存在巨大分歧。

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称
美国债务违约将拖累全球经济。
美国这一次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
性大吗？
答：债务上限问题本质上是两

党的政治博弈，是否会发生债务违

约取决于两党议价的结果。双方

都在不断试探对方的底线。如特

朗普就向共和党人喊话，如果民主

党不同意大规模削减开支，共和党

人可以允许美国出现债务违约。

鉴于与拜登政府进行谈判的众议

长麦卡锡本就在党内处于弱势地

位，多次对极端右翼做出让步和妥

协，特朗普对违约不以为然的态度

将进一步加剧谈判难度。

不过，民主党在逼近谈判最后

期限的关头释放出一些缓和的信

号。  日，耶伦在七国集团（  ）

财长会上表示，拜登政府和国会共

和党人关于联邦开支和提高债务

上限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并表示

她相信相关会谈可能会达成协

议。据消息人士透露，民主党无条

件提高债务上限的立场也有所软

化，白宫接受了某些削减政府开支

的方案，愿意在收回未使用的新冠

疫情救助金等问题上做出让步。

中间派民主党参议员曼钦以加快

大型投资项目许可程序立法为谈

判筹码的提议也得到了白宫和部

分共和党人的支持。但同时，白宫

明确拒绝了在削减清洁能源补贴、

学生贷款减免等方面做出妥协。

双方将原定于上周举行的谈判推

迟到本周，预计在   峰会前难以

达成协议。

根据往年惯例，尽管两党达成

共识的过程非常曲折，但双方都不

愿 成 为 美 国 国 家 信 用 的“ 掘 墓

人”。即使未能在X日期前达成协

议，国会也可能仓促通过一个短期

应急方案，将谈判延长至夏天或初

秋。退一步讲，就算上述举措都未

达成，    年美联储和财政部也

曾制定过债务违约应急计划，即延

迟向机构、承包商、社会保障受益

人、医疗保险受益人等支付费用，

将资金先支付到期国债利息，确保

名义上不发生债务违约。

尽管债务上限是美国内政问

题，但美一旦发生债务违约不仅

会对本国经济造成进一步冲击，

其外溢效应还将扩散至全球，威

胁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金融市场

稳定。目前，经济学家主要认为，

美债务违约对经济造成何种程度

的冲击存在不确定性，取决于是

否会违约、短期还是长期违约、美

国政府管理债务举措、投资者对

美国债的信心等因素。可以确定

的是美债上限僵局导致各机构所

持美债恐成定时炸弹。如信用评

级机构下调美债评级，就会引发其

他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基础设

施供应商、融资和其他债务发行方

的一系列问题，恐导致金融市场动

荡、借贷成本攀升、削弱美元国际

储备货币地位。鉴于当前全球一

半以上的外汇储备均以美元计价，

美元疲软还加大了高负债低收入

国家支付主权债务利息的难度；

用其他币种计价的债务更为昂

贵，恐造成一些新兴经济体陷入

债务危机。

    年  月   日至   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同美国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

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会晤。

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官方

通报，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排除

障 碍 、止 跌 企 稳 进 行 了 坦 诚 、深

入、实质性、建设性的讨论。王毅

就台湾问题全面阐述了中方严正

立场。双方还就亚太局势、乌克

兰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继续用好

这一战略性沟通渠道。

如何看待和理解此次事前没

有公开的长时间会晤，各方有不

同的解读。其中，欧美部分媒体

尝 试 用 一 种 自 我 建 构 的 乐 观 情

绪对会晤进行解读：英国广播公

司 尝 试 从 会 晤 者 在 各 自 决 策 体

系 中 的 层 级 入 手 ，称“ 这 是 气 球

事件后美中最高级别会晤”；《华

尔 街 日 报》则 以“ 初 步 尝 试 重 启

中美关系”这样的表述来传递体

现白宫观点的乐观判断；法国国

际 广 播 电 台 则 以 更 具 戏 剧 性 色

彩 的“ 放 弃 横 眉 冷 对 ”来 非 对 称

地凸显此次会晤对华盛顿所谓的

“得分”意义。

显而易见，此类解读具有较

为典型的预设立场和先入为主的

报道框架，整体遵循了此次会晤

消息刚刚发出时西方媒体传递的

观点，即华盛顿塑造了“中国难以

拒绝”的对话环境，也就是在不对

中方合理诉求作出实质性回应的

前提下，仅仅通过反复发送“要求

对 话 ”的 信 号 ，就 使 得 中 国 陷 入

“不对话，承担不对话的责任；对

话 ，则 默 认 华 盛 顿 得 分 ”的 所 谓

“尴尬局面”。

这种解读显然是不成立的，

一如客观反映此次会晤的中方新

闻通报展现出来的内容，双方同

意的只是“继续用好这一战略性

沟通渠道”进行对话；在谈及台湾

问题的时候，中方使用了“严正立

场”一词；将这番描述与坦诚、深

入、实质性、建设性等形容词结合

起来，展现出来的就是更加接近

安 克 雷 奇“ 坦 诚 交 换 意 见 ”的 场

景，而非某些方面一厢情愿展开

的乐观解读。

中方的表态非常清楚，“排除

障碍，止跌企稳”，这是当前中美

关系要完成的主要任务。而需要

采取行动的，主要，乃至全部，就

是美方。

当前中美关系陷入的境地，

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的。这届美

国政府入主白宫之后，中方一度

希望美方能纠正错误，推动中美

关系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但令

人遗憾的是，本届美国政府几乎

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举措来推

动中美关系的止跌企稳。且不说

美国政府不取消关税制裁，加码

技术出口管控，构建具有显著意

识形态攻击性的行动战略与国际

同盟，甚至反复出现了美方最高

领 导 人 当 面 说 一 套 背 后 做 一 套

的荒诞场景，以至于中方最高领

导 人 不 得 不 在 电 话 会 议 与 当 面

会谈中反复提醒美国同行，希望

对 方 能 够 落 实 承 诺 ，兑 现 承 诺 ，

一 如 这 样 极 为 罕 见 的 表 述 ——

“中美关系之所以出现目前的局

面 ，直 接 原 因 是 ，美 方 一 些 人 没

有 落 实 我 们 两 人 达 成 的 重 要 共

识，也没有把总统先生的积极表

态落到实处。”

此次会晤前，美方没有进行

单方面的大规模炒作，这虽然可

以看作是一个改进，但其主要诉

求，仍然是毫无根据地希望中国

单 方 面 配 合 美 国 国 内 政 治 的 需

求，安排最高领导人的视频乃至

当面对话。人们清晰地记得， 月

  日刚刚宣布准备在  月退休的

美国国务院所谓二号人物舍曼，

    年  月在天津是接到过两份

清单的，一份是要求美方纠正错

误的清单，另一份是中方关切的

重点个案清单；同时，中国也给出

了三条底线，即第一，美国不得挑

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第二，美国

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

展进程；第三，美国不得侵犯中国

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

完整。

真 正 要 希 望 中 美 关 系 止 跌

企稳，美方需要做的是把精力从

投机取巧的表演中转移出来，脚

踏实地面对问题，实实在在地解

决 华 盛 顿 自 己 给 自 己 制 造 的 障

碍 ，认 真 遵 守 中 国 给 出 的 底 线 ，

完成两份清单。若能如此，中美

关系回归良性健康轨道的障碍自

然消除。

中美止跌企稳，需采取行动的主要是美方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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