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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政府“停摆”纪录恐继续被刷新
参议院将就两项新拨款法案举行表决，然通过几率很小

22 日， 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 民

主两党领袖共同宣布， 同意 24 日就结

束联邦政府部分 “停摆” 的两项提案

进行投票表决 。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 ，

由于政党分歧严重 ， 这两项提案几

无通过可能， 政府停摆纪录将继续被

刷新。

22 日是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第

32 天。 国会参议院多数党 （共和党 ）

领袖麦康奈尔和少数党 （民主党） 领

袖舒默共同宣布， 同意就两项提案举

行投票表决。 其中一项按照总统特朗

普要求， 拨款 57 亿美元建造美墨边境

墙 ， 同时延长童年抵美非法移民的

暂缓遣返时限 。 另一项不包括拨款

造墙内容 ， 而是提供临时拨款资助 ，

使已关门的联邦政府机构重开并维持

到 2 月 8 日， 从而为两党磋商提供更

多时间。

新一届国会参议院中， 共和党拥

有 53 席， 民主党拥有 47 席， 两项提

案均需 60 票方能获得通过， 因此成败

关键在于能否获得跨党派支持。 美国

媒体普遍认为， 这两项提案获得通过

的几率都很小。 截至目前， 尚无任何

民主党参议员公开表态支持特朗普的

造墙要求。

参议院即将投入表决的两项拨款

案， 分别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人的版本。

其中民主党版本的拨款案此前已经得

到众议院的支持， 但遭特朗普明确反

对。 而共和党版本则由于支持特朗普

建墙被民主党人抵制。

尽管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美国

两党已经采取措施应对政府停摆造成

的负面后果 ， 但本次停摆时间之长 ，

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冲击仍超出大部分

分析家的预计。 统计显示 ， 78%的美

国工薪阶层是 “月光族”， 储蓄极少。

《金融时报》 称， 被特朗普称为 “伟大

的爱国者” 的坚持无薪工作的联邦雇

员， 已经开始排入领取食品券的队伍

之中， 一些人则靠出售家中物品或向

消费金融公司借钱维持生计。

此外， 随着时间持续， 美国政府

停摆对于实体经济的伤害开始引发关

注。 评估认为， 本次停摆造成的直接

损失为每周 12 亿美元， 而间接损失则

更大。 2013 年，美国政府停摆 16 天，曾

导致当季度 GDP 增长减少 0.3%。

特朗普原定 1 月 29 日在众议院举

行每年一度的国情咨文。 但随着停摆

结束的前景看淡， 民主党籍众议长佩

洛西上周以 “停摆导致安全难以得到

保障” 为由， 建议特朗普推迟本次国

情咨文。 但 CNN 报道称， 白宫决意如

期安排本次演讲， 如果众议院拒绝邀

请， 特朗普将考虑将国情咨文的地点

从众议院改为共和党人控制的参议院，

或者干脆改成 “群众集会” 形式。

21 日 ， 记者由国内飞抵华盛顿

时， 发现美国海关值勤柜台比以往明

显减少。 一位值勤警察告诉记者， 虽

然他身为 “重要人员” 而得以继续工

作， 但已经一个月没有领到工资， 这

使得身为工薪阶层的他开始面临生活

压力。 他称大家希望一周内政府能结

束停摆， 但谁都对白宫与国会能否达

成协议不抱信心。

（本报华盛顿 1 月 23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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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2 月 22 日开始的美国政

府停摆已超过一个月，其背后围绕着的

核心问题是民主党与特朗普心心念念

的边境隔离墙的“战争”。 事实上，特朗

普之“墙”不仅包括人们熟知的由砖或

栅栏建成的实体墙，也包括一系列由人

为措施所硬砌的“虚拟墙”。

一直以来，特朗普之“墙”都是他执

政与谋求连任所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至少在特朗普看来，有了这堵“墙”，才

能将非法移民、毒品泛滥和工作机会等

问题解决，才能“让美国再次伟大”。

昙花一现的“关税边境墙”

2017 年 12 月通过的新版税法是

特朗普执政以来吹嘘的最大功绩之一。

而在该法出台的过程中， 背后实际上还

有一场鲜为人知的围绕边境“虚拟墙”的

博弈。 这堵“虚拟墙”就是边境调节税。

所谓“边境调节税”，指对进口产品

征税而对出口产品豁免税收。这一措施

的主要目的显然是要增加出口，同时限

制进口。 严格意义上讲，边境调节税的

“知识产权”并不属于特朗普，而是属于

时任众议长瑞安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

主席布雷迪。该税收旨在增加美国工作

岗位的主要动机与特朗普不谋而合。

但是，边境调节税在共和党内部也

遭到顽强抵抗。 2017 年 2 月，美国 8 位

零售业巨头 CEO 来到白宫游说特朗

普：“边境调节税将使公司的税率达到

120%。 ”特朗普这才明白过来，他感兴

趣的关税与瑞安他们的想法并不一致。

2017 年 7 月 ，府院 “税改六巨头 ”

发布集体声明， 宣布取消 “边境调节

税”。至此，特朗普的“关税边境墙”之梦

宣告破灭。

作为谈判筹码的移民改革计划

或许是因为在税改中未能实现“筑

墙梦”而心存不甘，“童年抵美者暂缓遣

返”计划（DACA）成了特朗普想扳回一

城的工具。 2017 年 9 月 5 日，趁 10 个

保守州检察长联名要求联邦政府废止

DACA 之际， 特朗普 “顺水推舟”，以

DACA 计划不合宪为由宣布将其废

除。 其实际目的是以 DACA 作为 “筹

码”与民主党做交易。果不其然，一个月

后， 白宫提出了保护 DACA 受益者的

条件，即为边境墙筹资、加强移民执法

措施，及对所谓“庇护城市”减少拨款。

在特朗普看来，“没有美墨边境墙，

就不会有 DACA 谈判”。 去年此时，特

朗普公布的移民改革计划宣称，可以为

180 万没有合法身份的童年抵美者提

供身份合法化途径， 但是有三个条件：

一是投资 250 亿美元建造美墨边境墙；

二是终止每年 5 万个名额的“绿卡抽签

项目”；三是终止以家庭为单位的“链式

移民”。

民主党人对三个条件大为光火且

拒绝谈判 。 直到 2018 年 3 月 5 日

DACA 终止之时，两党仍未达成共识。

2018 年 6 月 27 日，随着共和党折中版

移民改革方案在众议院遭到压倒性否

决，特朗普的建墙倡议被搁置了下来。

建墙：特朗普的“背水一战”

几乎同时，特朗普又发起了“零容

忍”及导致“骨肉分离”的移民政策。 不

甘示弱的民主党人，特别是极左翼民主

党人随即发动“废除美国移民和海关执

法局（ICE）”运动作为回应。 而后中美

洲“移民大篷车”又使边境安全议题走

入舆论漩涡的中央。

这次史上最长的政府停摆正是在

上述事态螺旋式上升的背景下，一次集

中的爆发。它可以被视为民主党人的忍

无可忍， 也可以被视为特朗普在 2020

年前的“背水一战”。

近期民调显示，政府停摆愈来愈遭

到特朗普传统支持者的反弹。特朗普也

开始逐渐软化其立场，如派出女婿库什

纳与国会商量 “DACA 换墙 ”计划 、放

开移民农场工人的准入、与国会两党的

“问题解决党团”对话 ，甚至在 1 月 19

日发表“重大声明”，不惜以激怒保守派

为代价， 宣布将为 1100 万无证 “梦想

者”延长 3 年临时保护，以此换取 57 亿

美元修建边境墙。

但民主党至今毫无妥协迹象。他们

反对边境墙并不是觉得浪费钱，而是在

继续塑造特朗普“不道德”的形象。这与

民主党不断加码对特朗普的 “通俄”指

控目的一脉相承。 他们并不谋求弹劾，

而是想搞臭特朗普，让后者”行下台。

接下来，民主党将继续会在边境安

全问题上揪着特朗普的辫子，在他谋求

连任的道路上立上一堵“政治墙”。因为

他们知道，这是特朗普的“生命线”。 也

正因为此，至少到 2020 年前，两党围绕

边境安全问题“撕破脸”的场面会更多，

特朗普在边境墙上的挣扎会更加激烈，

因为他没有选择。

（作者系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助
理研究员）

我外交部发言人：

新华社北京 1 月 23 日电 （记者温
馨 ）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3 日表示 ，

美国声称要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的

请求， 既不符合国际法， 也不具备任何

正当性， 实质上是一种科技霸凌行为。

华春莹是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

有关提问时作上述表述的。

她指出， 美方声称要向加拿大提出

的引渡请求， 实质上是涉及美国对伊朗

制裁法案问题。 但是正如大家所知， 华

为已多次声明其遵守业务所在国的所有

适用法律法规。 “我想特别强调， 中方

反对美方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外对伊朗

实施单边制裁的立场是一贯的。 在安理

会框架外对伊朗实施的单边制裁， 本身

就不符合国际法， 遭到了全世界包括美

国盟友的反对。 加方在这个问题上也是

持反对立场的。” 她说。

华春莹表示， 美方行为从根源上讲

既不符合国际法 ， 也不具备任何正当

性， 而是具有高度政治性， 实质上是一

种科技霸凌行为。 大家对美方的真实目

的看得很清楚， 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打

压中国高科技企业， 遏制中国的正当发

展权利。 国际社会所有有识之士和正义

人士都应该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我外交部驳美《国家情报战略》

新华社北京 1 月 23 日电 （记者温
馨） 针对美国发布 《国家情报战略》 报

告称俄罗斯、 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威胁，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3 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表示，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并再次

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过时

观念。

华春莹说： “近期美国出台了一系

列类似报告， 对中国发表不实指责， 我

们对此坚决反对。”

她说， 中方已多次重申， 中国始终

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定奉行防御

性国防政策。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

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

维护者。 “中方再次敦促美方摒弃冷战

思维和零和博弈过时观念， 多做有利于

中美互信合作的事情， 多做有利于促进

世界和平稳定的事情。”

普京在与安倍会谈后表示

据新华社莫斯科 1 月 22 日电（记者

王晨笛）俄罗斯总统普京 22 日在莫斯科

与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后表

示， 俄罗斯和日本在和平条约问题的解

决上还需要长期耐心工作， 以便双方找

到互相满意的解决方案。

普京在同安倍会谈后举行的联合新

闻发布会上说， 双方就和平条约问题已

进行多年对话， 双方仍需长时间耐心的

工作。两国首要任务是确保关系持续、全

面发展。与此同时，双方所达成的共识必

须得到两国民众认同和社会舆论支持。

普京表示， 俄罗斯有兴趣与日本签

署和平条约。两国领导人去年在新加坡会

晤期间商定依据 1956年签署的 《苏日共

同宣言》 加快缔结和平条约谈判进程，俄

方将继续努力推动两国在南千岛群岛（日

方称北方四岛）的共同经济开发活动。

安倍表示，和平条约问题“虽然很艰

难，但应该解决”。 双方对两国外交机构

负责人展开真诚、 认真的谈判表示欢迎，

并责成外交机构负责人在今年 2 月展开

新一轮磋商。双方领导人特别代表也将展

开谈判，以进一步推动该问题解决进程。

安倍 21 日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

斯进行正式访问。

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二战

前属于日本，二战后被苏联占领。苏联解

体后， 俄罗斯作为继承国实际控制这些

岛屿。 俄日两国因岛屿归属问题争议不

断，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普京与安倍去年 11 月在新加坡会

晤，双方商定依据 1956 年签署的《苏日

共同宣言》 加快俄日缔结和平条约谈判

进程。宣言有关条款规定，苏联在条约缔

结后向日本移交争议岛屿中面积较小的

色丹和齿舞。 俄方表示， 两国领导人将

《苏日共同宣言》视为解决和平条约问题

的基础， 但并不意味俄方将向日方自行

移交部分领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