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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美国参议院1日晚以63票赞成、36票反

对的表决结果，“火速”批准民主党籍总统拜

登与国会共和党籍众议长麦卡锡就提高联邦

政府债务上限达成的协议相关法案，从而避

免美国债务违约。该法案5月31日已在众议

院获得批准，拜登表示将在3日签署该法案。

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国

会第103次调整债务上限。法案提出暂缓联

邦政府债务上限的效力至2025年1月1日，

并对2024财年和2025财年的开支进行限制。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人查克 ·舒默

在表决结束后说：“美国能舒一口气了……我

们正避免债务违约。”今年1月19日，美国已

触及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财政部长珍

妮特 ·耶伦屡次警告，国会须及时采取行动，

否则相关措施到6月5日将用尽。

美国政府因长期财政赤字需要不断提高

国会设定的债务上限，债务上限问题逐渐沦

为党派争斗工具。两党数月来就提高债务上

限问题“缠斗”不断，尽管美债违约已进入“倒

计时”，两党依旧进行最后的“极限拉扯”。

据报道，共和党人坚持以削减政府开支

为同意提高债务上限的条件，起初未获民主

党人接受；白宫方面则推动征收“富豪税”以增

加政府收入，又遭共和党人强烈抵制。最终，

拜登和麦卡锡双方团队找到妥协方案，不触碰

防务和退伍军人开支、社会福利和医保项目，转

而拿一小部分国内“可支配”项目“开刀”。

据美联社报道，共和党强硬保守派众议

员认定麦卡锡谈妥的协议就削减政府开支力

度远不及预期，原本有意提出罢免麦卡锡动

议，但因凑不够支持票数而暂时作罢。

共和党强硬保守派代表人物、国会众议

员玛乔丽 ·格林认为，把麦卡锡赶下台会导致

共和党人因内斗白白浪费众议院多数优势，

这会让“美国民众彻底恶心”。 海洋

虽然本轮美国债务上限危机暂告缓解，

但外界质疑美国巨额债务的形成根源、资金

流向、可持续性和巨大风险。这些问题与美

元霸权、美国党争、美国弊政等问题叠加交织，

成为威胁全球经济和金融安全的“灰犀牛”。

开支无度疯狂举债
据美国财政部数据，美国联邦债务规模

已从1990年的3.2万亿美元，一路飙升至如

今逾31.4万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比例已经超过120％。如果把GDP

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偿付能力的标准，美国已

经严重“资不抵债”。

美国政府在经济衰退时期，习惯于通过

不断推高财政赤字和宽松银根，延缓危机到

来；在经济较好年份，则热衷于多花钱谋求

政绩，以便收获更多选票，而惰于推动着眼

长远的结构性改革。这种追逐短期利益的

治理方式，将债务提高到空前规模，也使债

务问题沦为击鼓传花的政治游戏。

两党“轮流坐庄”体制下，为拼政绩拉选

票，双方都希望多花钱。尽管控制债务增长

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但没有哪届政府、哪

家政党愿意背上削减福利或加税的“恶名”。

近年来，两党争斗日益激化，债务上限

谈判被视作美国选举政治下的“高光秀

场”。在这一聚光灯下，两党议员的根本关

注点并不在于疯狂举债危害，甚至对最终提

高债务上限有着“共同默契”，目的是借助最

后关头谈判的“极限拉扯”逼迫对方作出更

多妥协，为自己捞取更多政治利益。

裹挟全球有恃无恐
开支无度、纲纪废弛、寅吃卯粮……这

是观察人士提到美国政府财政政策时的常

用词汇。最新数据显示，2023财年上半年即

2022年10月至2023年3月，美国财政预算

赤字达到1.1万亿美元，同比增加4300亿美

元。赤字扩大主要原因是政府支出增加，

2023财年上半年美国政府支出同比增加

13％，收入同比减少3％。

伴随债务高企，仅债务利息一项就已成

为美国联邦政府的长期财政负担。2023财

年上半年，美国政府仅债务利息支出一项就

同比增加900亿美元，增幅达到41％。

如果是企业像美国这样疯狂举债，早该

破产了。美国之所以能不断举新债还旧债，

原因归根结底仍在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

中处于霸权地位。掌握国际货币印钞权，以

美国国债裹挟全球，控制全球经济金融命

脉，即便“资不抵债”，只要美元霸权稳固，美

国就依然有恃无恐，这是美国貌似“大而不

能倒”的底层逻辑。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郭生祥指出，正是这

种“大而不能倒”的垄断优势，制造了美国

“资不抵债”而不破产的怪象。这也就是美

国采取各种手段极力维护美元霸权的根本

原因。但是，这种明显违背经济学规律和常

识的现象，无论如何不可能长久下去。

加速美元霸权衰落
依托美元霸权加持的美债系统，美国不

断收割掠夺世界，大行滥发钞票、转嫁危机

之恶。随着美元海量超发，以及美国大搞金

融制裁和长臂管辖的危害不断显现，国际货

币体系多元化趋势加速演进。美国两党在债

务上限问题上多次搞边缘试探，罔顾全球利

益，不断侵蚀为美元背书的美国国家信用。

经济学家菲利波 ·戈里指出，严重的债

务上限危机将加速美元霸权衰落，这是美国

自己制造的惊人溃败。越来越多的国家为

摆脱对美元过度依赖，通过多元化货币储

备、建立本币结算机制和加强国际合作等探

索“去美元化”路径。2023年1月，美元在全

球支付体系中占比约40％，逐年下降。截至

2022年四季度，美元在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中

占比降至58.36％，是1995年有数据记录以

来最低水平。美国财政部3月发布的最新

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今年1月全球至少

有16个国家出售了美国国债。卖家名单上

包括美国一些亲密盟友。

美国政治评论家法里德 ·扎卡里亚指

出，美国无法维持世界对美元的信任，美国

自己要为“去美元化”负责。 新华社记者

债台高筑“缠斗”不断 二战后第103次调整

美提高债务上限协议“火速”通关
寅吃卯粮资不抵债 祸水外流掠夺世界

美债危机：威胁全球经济“灰犀牛”

印度列车脱轨相撞
至少   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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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稿 当地时间6月2日，苏丹武装部

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市及其周

边地区的武装冲突仍在持续，其中，喀土穆市南

部、西部以及邻近的恩图曼市南部、北部地区战

火尤为激烈。双方围绕国家铸币厂、国家电视

台大楼、几处军事基地等战略要地展开争夺。

据当地媒体报道，苏丹武装部队正向首都

增派军队，并占据了喀土穆市南部一座此前被

快速支援部队控制的军事基地。

除首都地区外，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战

况也非常激烈。快速支援部队试图围困该州首

府奥贝德市，苏丹武装部队予以反击，双方围绕

奥贝德市机场的争夺已持续数天。

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4月15日在

首都喀土穆等地爆发冲突，冲突延续至今。5

月20日，双方在沙特签署为期一周的临时停火

协议，之后又宣布将临时停火协议延长5天。

但在此期间，双方的交火并未停息。双方多次

互指对方破坏停火协议。 （杨石）

苏丹武装冲突持续
首都周边战火激烈

新华社东京6月2日电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
2日发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2022年日本新

生儿数量为77.747万，自统计以来首次跌破80

万，较上一年减少4.875万。

日本每年会对女性一生中平均生育子女人

数进行推算，这个推算指标被称为“合计特殊出

生率”。日本“合计特殊出生率”及每年新生儿

数量已连续7年负增长。受新冠疫情影响，年

轻人经济状况不稳定，少子化趋势进一步加剧。

日本去年新生儿
首次跌破80万

新华社新德里6月2日电 印度官员3

日确认，2日晚发生在该国东部奥迪沙邦的

列车脱轨相撞事故已造成207人死亡、900

人受伤。

印度媒体援引铁道部发言人夏尔马的

话说，当地时间19时左右，一列从加尔各答

开往金奈的客运列车在奥迪沙邦巴拉索尔

地区的巴哈纳贾火车站附近脱轨，十多节

车厢散落四周，一些车厢落在对向轨道

上。随后，一列由班加罗尔开往加尔各答

的客运列车从对向轨道驶来并撞上脱轨的

车厢，造成该列车的几节车厢也脱轨。

事故共造成12节车厢被毁，当地电视

台的画面显示，事故现场一片混乱，许多人

在车厢和轨道上搜寻被困人员。

事故发生后，这条路线的火车运行严

重受阻。奥迪沙邦多地的灾害应急反应部

队以及约60辆救护车已被动员并展开搜救

行动。

由于铁路设施陈旧且年久失修，印度

列车出轨及相撞事故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