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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在 4个月内两次“缩水”基建计划

规模，终于换来了共和党人的配合。当地

时间 8月 10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 69票赞

成、3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总额约 1万亿美

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

但这一“瘦身”后的基建计划能在多大

程度上提振美国经济，还需打一个问号。

毕竟华盛顿要面对 3 个问题：一个悬而未

决的基建计划，一个硕大无比的预算框架，

一个身无分文的联邦政府。

在美国政坛，共和党总抨击民主党“寅

吃卯粮”。每当民主党执政时，共和党人一

定会紧盯“钱袋子”。果不其然，拜登政府

一上台，就抛出了高达 4 万多亿美元的投

资计划。一时间，两党吵得鸡飞狗跳，白宫

为了通过基建计划使出了浑身解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在马里兰大学

一所实验室演讲时说，投资美国国内基础

设施将保持和增强美国的全球竞争力与影

响力。首席外交官为国内投资摇旗呐喊，

并不多见。

由 于 美 联 储 货 币 政 策 紧 缩 箭 在 弦

上，拜登政府实在是太需要财政刺激来

稳住美国经济了。为了达到目的，白宫

在短短 4 个月里两次“降价”，试图让共

和党满意。

3 月 31 日，美国总统拜登首次宣布基

建计划时总额约为 2.25 万亿美元，希望国

会今年夏天批准，但遭遇共和党阻拦。随

后白宫在5月21日单方面提议将总金额降

至1.7万亿美元，作为向共和党的让步。然

而，共和党方面对“降价”后的基建计划仍

持反对意见。共和党人称，共和、民主两党

仍然需要谈判，两党的最大分歧不在于基

建计划规模，而在于“基础设施到底是什

么”。共和党主张基础设施只包括道路、桥

梁、港口、机场和宽带等，但民主党将从未

被视为核心基础设施的一些社会发展项目

也包括在内。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开始紧

缩的呼声高涨，白宫再次缩减到约 1 万亿

美元才获得通过。

这项基础建设方案是拜登政府大规模

联邦开支计划的一部分。拜登政府希望以

超过 4 万亿美元的联邦开支来改造美国，

国会复会之后，民主党将尝试在国会通过

3.5万亿美元的预算框架，内容包含对健康

教育、应对气候变化和扩大社会福利等项

目进行投资。参议院的预算委员会主席、

独立参议员桑德斯表示，这个预算决议将

是自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20世纪30年代

新政以来，对劳动人民、老年人、儿童、病人

和穷人最有影响的一项立法。

民主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称赞拜

登在上任仅 7个月后就让十多年来第一个

重大基础建设方案在获得两党支持下顺利

通过。拜登政府和民主党希望在明年中期

选举重选国会议员之前，尽可能多地通过

他们的立法议程。

但是，这个 1 万亿美元基建计划能

否通过众议院的表决目前仍充满不确定

性，因为民主党内部的进步派和温和派

之间已经产生了裂痕。预计一些被拿出

基建计划的内容会被塞进 3.5 万亿美元预

算计划中。

众议院议长、加州民主党议员佩洛西

称，在参议院也通过 3.5 万亿美元计划之

前，众议院不会审议这项基建法案。在上

述基建方案 10日获得通过后，参议院多数

党领袖、纽约州民主党议员舒默立即启动

了参议院讨论这个 3.5 万亿美元支出计划

预算大纲的程序。预计相关谈判可能会被

拖延，等到今年秋天才进行最终投票。

在特殊情况下，3.5万亿美元的预算决

议是有望通过的。如果众议院通过一项与

参议院相同版本的预算决议，民主党人就

可以启动一个被称为“协调”的特殊程序，

使他们能够以参议院的简单多数票通过立

法，无需获得大多数法案通过需要的 60

票。这样一来，民主党只要没有失去民主

党阵营任何一票，就可以在不需要共和党

支持的情况下，在两党势均力敌的参议院

通过3.5万亿美元的方案。

两个议案都悬而未决。与此同时，共

和党人对民主党“寅吃卯粮”的担心并非空

穴来风。

两年前，国会投票决定暂停债务上限

到今年7月31日。如果议员们在此之前不

能达成另一项协议，债务上限将自动恢复，

财政部将无法通过出售政府债券筹集更多

资金。这意味着，联邦政府很可能在 8 月

份耗尽用来支付账单的现金。换句话说，

在大兴投资之际，美国政府先没钱了。

财政部部长耶伦表示，为了解决燃眉

之急，财政部于 8 月份的第一个周一开始

暂停发债，并暂停对公务员和邮政员工的

退休基金进行投资和其他措施，避免突破

联邦政府借款上限。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肯塔基州共和党议员麦康奈尔此前表示，

民主党人不应该指望共和党人在债务上限

问题上提供任何帮助，一些共和党参议员

表示：“他们不应该期望共和党人支持提高

债务上限，以适应他们‘寅吃卯粮’。”

“瘦身版”基建计划难解美国之忧
关晋勇

美国商务部 8月 5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6 月份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逆

差增长 6.7%，至 757 亿美元，达到创

纪录水平。其中，商品贸易逆差升至

932 亿美元，也是有史以来的最大逆

差；服务贸易顺差降至 174 亿美元。

从全球供应链角度来看，美国内进口

商急于满足商业投资和家庭需求，而

广泛从境外采购。

回顾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

前，全球贸易增速是经济增速的2倍，

危机后则与经济增速大体持平。在

2020年之前的几年，商品贸易的增长

速度持续低于全球 GDP 增速，而服

务贸易增速相比之下更快。这打破

了此前长期存在的商品贸易增速高

于全球 GDP 增速的模式，有观点认

为，随着商品贸易重要性的下降，全

球价值链收缩了，这可能源于民粹主

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由传统

行业向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扩展；

发达国家大力扶持制造业回流，出台

相应政策，吸引汽车制造、装备制造、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行业向国内回

归。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进一步

加速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

全球产业链呈现新特点

疫情对人流和物流的限制，导致

全 球 产 业 链 的 需 求 和 供 给 重 新 调

整。全球原料价格上涨、运输成本上

涨，跨国公司对全球贸易的主导作用

变强，贸易与投资一体化趋势明显，

保护主义政策抬头，各种贸易壁垒不

断出现。需求侧在结构上产生变化，

尽管许多与疫情相关的医疗物资、医

疗服务、住房服务、公共事业、“宅经

济”关联产品放量增长，但广泛参与

全球价值链的汽车、电子产品、旅游

业等商品和服务都需求锐减。

在疫情冲击下，各国产业链均受

到不同程度影响，全球产业链面临巨

大不确定性。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强调供给链

的自主性和可控性，对医疗、高科技

等关键产业供应链布局进行调整，引

导国内应急供应链备份、引导制造业

回流。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资源要素禀

赋 格 局 调 整 将 推 进 产 业 链 重 新 布

局 。 未 来 全 球 产 业 链 主 要 有 以 下

特点：

一是区域化分布。跨国公司将

通过多元化产业聚集以增强产业链

抗风险能力。但在全球经济贸易的

不确定性仍将持续的大背景下，区域

贸易协定谈判的持续加速，则为全球

价值链区域性布局提供了一种制度

安排。比如，2020 年 11 月签署的《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允许零部件的免税贸易往来，将促使

亚太地区各供应链更具有竞争力和

紧密性。

二是数字经济优势凸显。新冠

肺炎疫情加速了“工业 4.0”趋势，

数字化的技术、商品与服务向传统

产业加速渗透，全球分工的比较优

势被重新定义。一些国家拥有劳动

力成本比较优势，但数字经济发展

滞后，将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中受到

更多限制。

三是生产方式绿色低碳化，将成

为后发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额

外门槛。2021年 7月 13日，欧盟委员

会宣布将逐步推进“碳边界调节机

制”，初步针对钢铁、水泥、化肥、铝和

发电等进口商品征收碳边境关税。

这将对劳动密集型、高碳资源密集型

的后发经济体产生冲击，一些低收入

国家更难以利用劳动力成本或资源

优势在国际分工中获得竞争力。

加快形成更高水平开放

2020 年 3 月份，联合国发布报告

指出，全球约 20%的制造业中间品贸

易来自中国，如果中国的中间品出口

下降 2个百分点，将导致 45个主要经

济体出口下降约 460 亿美元。2021

年 1 月至 6 月，中国的中间品出口同

比增长 34%，占比提升 2.2 个百分点

至 50.7%，为全球经贸复苏提供了有

力支持。在后疫情时代，随着参与全

球价值链方式和地位的变化，中国更

应主动顺应重塑趋势，抓住整合提升

的机遇和空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中国正在意

气风发地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

进。面对国内外环境的重大变化，中

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这要求我们立足新发展阶

段，紧抓疫后全球价值链重塑机遇

期，加快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经济新

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要树立全球思维，坚定不移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补齐产业链短板，

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主动扩大市场

准入，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二要优化

产业布局，鼓励企业开拓创新走出

去，逐步优化供应链体系，增强全球

配置资源能力。三要把握全球治理

变革趋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深化多双边与区域合作。积极推进

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生态环境、应对

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四要

建设全球共享的统一大市场，扩大内

需，推动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

放。五要统筹好开放与安全，健全产

业安全机制，完善经济安全风险预警

机制，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六要提升

参与和引领经济全球化的能力，积极

参与新一轮规则制定，有效维护自由

贸易和多边主义。

紧抓疫后全球价值链重塑机遇期
何咏前

本报伊斯兰堡讯（记者施普皓）当地时间 8月 12日，巴基

斯坦政府在卫生部举行仪式，正式接收中国首批通过“新冠疫

苗实施计划”（COVAX）向巴供应的新冠疫苗。

巴基斯坦负责国家卫生服务的总理特别助理费萨尔·苏

丹表示，中方通过“新冠疫苗实施计划”向巴提供疫苗，巴方对

此十分感激。他说，这批疫苗如今抵巴，既是中国履行将新冠

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这一承诺的实际行动，又是巴中两国

友好关系的生动例证。苏丹同时表示，中国疫苗安全有效，在

巴民众中拥有很高的接受度。巴基斯坦正加速推进疫苗接

种，已于近期实现单日接种 100万剂次新冠疫苗的目标，这批

疫苗的到来将进一步推动巴接种计划。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农融致辞时表示，中国在新冠疫苗

援助和出口上始终将巴基斯坦放在优先位置，两国风雨同舟，

共抗疫情，为全球抗疫合作树立了榜样。未来，中国将通过

“新冠疫苗实施计划”为巴基斯坦提供更多的疫苗，帮助巴基

斯坦强化国家医疗体系，更好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这批 97 万多剂新冠疫苗于当地时间 11 日凌晨运抵伊斯

兰堡国际机场。

上图 8 月 11 日，工作人员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国际机

场卸载抵达的中国国药集团新冠疫苗。 （新华社发）

本版编辑 徐 胥 刘 畅 美 编 倪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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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箭在弦上，拜登政府实在太需要财政刺激来稳住美国经济了。短短4个月里，白宫

两次“缩水”基建计划规模，以换得共和党人的配合。但基建计划悬而未决、预算框架硕大无比、联邦政府身无分

文，成为华盛顿要面对的问题。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资源要素禀赋格局调整将推进产业链重新布局。未来全球产业链将呈现

区域化分布、数字经济优势凸显、生产方式绿色低碳化成为额外门槛等特点。中国应主动顺应重塑

趋势，抓住整合提升的机遇和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