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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钱从哪来？增税

根据拜登公布的这份基础设施建设一揽子计划，美
国未来8年将拨款6210亿美元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修
复和更新高速公路、桥梁、港口、机场、轨道等公共交通基
础设施。其中，1740亿美元将专门用于发展电动汽车市
场，在全国建立50万个电动汽车充电桩。

此外，4000亿美元用于改善老弱病残者护理服务，
3000亿美元用于振兴制造业，2800亿美元用于研发创新
与劳动技能培训，1000亿美元用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其
他资金将分别投入住房条件改善、学校设施更新、电网基
础设施改造、清洁饮用水和废水处理设施改善等领域。

拜登表示，该计划的重点是促进美国就业，希望通过增
加企业税为基建计划提供资金。他同时公布一项公司税制
改革计划，提议将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从目前的21%上调至
28%，并将美国企业海外利润的最低税率从10 . 5%提高至
21%，以限制美国企业海外避税、激励它们在美国国内扩大
投资。这将大幅逆转特朗普政府2017年出台的大规模减税
法案，当时美国的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降至21%。

白宫预计，增税计划将使得联邦政府在未来15年增
加约2万亿美元收入，可抵消基建计划的成本。但据美国
基石宏观咨询公司分析师施奈德测算，基建计划仍会导
致美国财政赤字累计增加约5000亿美元。

遭商界强烈反对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于如何筹集资金分歧很大。民主
党希望通过对企业加税为基建计划融资，但共和党向来坚
决反对任何加税计划。同时，民主党内部对于基建投资和税
制改革远未达成一致，一些激进左翼议员认为拜登提议的
基建投资规模远远不够，应出台更大规模的投资计划。

白宫期待基建投资立法能在5月底取得明显进展，并

在今年夏季得到国会批准。白宫副新闻秘书让-皮埃尔
表示，白宫已就该计划与国会两党展开协商。

拜登对企业加税的提议遭到美国商界强烈反对。代表
超过300万家美国企业的美国商会高级副会长布拉德利当
天发表声明说，拜登提出的基建融资方案“危险且具有误导
性”，将令美国经济复苏放缓并降低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
力，大型基建项目应由从基建投资中受益的用户埋单。

由约200家美国大公司高管组成的“商业圆桌会议”
也强烈反对提高企业税。“商业圆桌会议”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博尔滕表示，该组织向来支持“用户付费模式”为基
建项目融资，美国决策者应避免为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
增添新的障碍，特别是在经济复苏期间。

还酝酿两项计划

拜登未来几周还将公布一项扩大医疗保健、儿童保育、
教育等政府支出的计划。美国媒体披露，这两项计划的支出
总规模介于3万亿至4万亿美元。而过去一年美国为应对疫
情和支持经济复苏已累计出台约6万亿美元的财政纾困法
案，美国政府债务负担势必因新的投资计划进一步加重。

分析人士认为，逾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将进
一步推高联邦预算赤字，令美国经济不可持续。另外，拜登
加征企业税的做法也可能导致美国企业将业务向海外迁
移，对美国实体经济产生长期影响。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
家拉赫曼表示，拜登的基建计划将令异常庞大的美国财政
赤字进一步攀升，这会加大美国经济过热的风险，推动美国
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并可能造成金融市场动荡。

美国宏观经济政策还可能带来外溢影响。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日前警告，美国经济复苏加
快可能导致利率水平迅速升高，引发全球融资环境急剧
收紧，使大量国际资本流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
尤其会给外部融资需求巨大且债务水平较高的中等收入
国家带来严重挑战。 综合新华社消息

美宏观经济政策很不负责任

从应对危机角度看，短期成规模刺激措
施确实有助于美国经济从危机中快速复苏。
然而，持续强刺激势必加剧美国财政危机和
市场乱象，非但无助于解决美国经济的深层
危机，反而会使问题积累和恶化。

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20财年财政
赤字已达创纪录的3 .13万亿美元，公共债务
达到21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2%。
沉重的债务压力，难免制约美国经济增长的
可持续性。同时，刺激计划带来的货币超发
风险，可能造成美国经济过热和通胀压力上
升，并让更多资金流向房地产和金融市场，
吹大资产泡沫，鼓励市场投机，而非实体经
济增长，进而加剧美国经济长期存在的脱实
向虚趋势和贫富分化局面。

去年以来，疫情冲击下，美国大量实体
企业宣告破产，金融市场却不断刷新历史峰
值。今年初，美国三大股指齐创收盘新高。新
一轮刺激计划预计将进一步推高美国资本
市场估值，给富裕阶层带来丰厚回报。市场
观察网站专栏作家纳丁撰文指出，美国经济
复苏将呈现“K形”曲线，在不同人群中分歧
明显。他认为，过去数十年来，美国前1%的富
裕人群已掌握美国三分之一的财富。

可见，大规模强刺激堪称美国应对危机
的一剂猛药，却算不上固本培元的良药。由
于缺乏结构性配套改革，这剂猛药无法根治
贫富悬殊、产业空心化等经济沉疴，对其过
度依赖还有恶化病情的副作用。对此，美国
前财长、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萨默斯批评
说，当前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可谓40年来“最不
负责任”。财政、货币政策两大因素共振可能
加剧通胀。如果美联储届时对宽松货币政策

“猛踩刹车”，可能将经济推向衰退。

新兴经济体需提防溢出效应

美式强刺激的溢出效应也不容忽视。作为国际最主要
储备货币美元的发行方，美国在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
握有特权，巨额债务可透过体量巨大、流动性超强的美债市
场实现转嫁，借贷成本可通过美联储的持续宽松不断压低，
强刺激措施引起的通胀压力将被转移到其他经济体身上。

近期，美联储持续释放宽松政策信号，市场对通胀和经
济过热的忧虑高企，拉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涨至
1 .7%以上，导致国际资本加速回流美国，给不少债台高筑、
储备不足的新兴经济体造成资金外流、债务违约等风险。

国际金融协会近期发布报告，今年3月第一周，新兴市
场近半年来首次录得资金净流出，每日资金流出约2.9亿美
元。让人不免担忧，今后美联储政策一旦转向，甚至仅透出
意欲缩表的口风，都可能引发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给新
兴市场经济体以沉重打击。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教授艾格华指出，美国是在为
自己的利益行事，并不关心全球市场波动对其他经济体的
影响。事实上，面对美国通胀预期重压，巴西、俄罗斯、土耳
其等新兴经济体开始出于挽留资本、遏制本币贬值、舒缓通
胀压力等目的被动提早加息，尽管这可能不利于经济复苏。

势如累卵的局面下，无休止的美式强刺激，正给世界经
济安全带来更大隐患，但这些似乎并不是美国所关心的。一
如美国前财长康纳利所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
的问题。”对此，饱受美元霸权之苦的各国不得不防，包括美
国的盟友在内。 据新华社

继前不久签署1 . 9万亿美元经济救助计划后，拜登又
抛出2 . 25万亿美元基建计划。若付诸实施，将使得白宫近
一年来累计出台的刺激计划规模飙升至空前的约8万亿
美元。美联储以“无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配合白宫大水
漫灌式的强刺激，分析人士惊呼，时下美国财金政策组
合，实属现代经济治理的“实验性举动”，后果吉凶难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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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3月31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发表演讲，宣布一项总额约2 . 25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揽子计划，以升级美国现有基础设施，刺激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分
析人士认为，基建投资资金谁来承担、能否得到国会批准、投资会否增加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金融
风险，都将是拜登政府推进计划时需要回答的问题。

大搞基建
拜登抛出2 . 25万亿美元一揽子计划

这张3月31日拍摄的视频直播画面显示，美国总统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发表讲话。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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