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这么一张 “信用卡”， 它
可以依靠特权无限透支， 可以不
断上调 “授信额度”， 让债主继
续埋单。

这张 “信用卡 ” 即美债体
系 ， “持卡人 ” 为美国政府 ，
“授信额度” 即债务上限， 那项
特权就是美元霸权。 最近20多年
来， 这张 “信用卡” 频繁刷爆，
触及债务上限， 对全球经济金融
体系持续造成累积风险。

当地时间28日晚， 美国总统
拜登表示， 民主党与共和党就提
高债务上限达成的最终协议正在
提交给国会。 此举让全球市场情
绪稍有缓解， 却无助于化解多年
“寅吃卯粮” 积累的美国债务危
机。 据美国财政部数据， 美国目
前联邦债务规模约31.47万亿美
元 ， 相当于每个美国人负债9.4
万美元。

源于霸权、 滥于弊政、 乱于
失控———作为美债危机的外在症
候， 债务上限政治闹剧在华盛顿
反复上演， 向世人展示美元霸权
和美国党争这对糟糕组合， 如何
制造危机， 祸延世界。

警报为何常鸣？
今年1月19日，美国联邦政府

触及31.4万亿美元的法定举债上
限。美国财政部官员指出，尽管通
过采取“非常规措施”暂时避免发
生联邦债务违约，但白宫6月初就
可能陷入无钱可支的窘境。

所谓 “债务上限” 是美国国
会为联邦政府设定的为履行已产
生的支付义务而举债的最高额
度， 触及这条 “红线”， 意味着
美国财政部借款授权用尽， 除非
国会另行授权， 否则白宫无权继
续举债。

数十年来， 美债触顶的警报
不断鸣响。 据美国国会相关部门
统计，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
来， 美国国会已102次批准对债
务上限进行调整。 仅自2001年以
来， 此类调整就高达20次。 其间
常伴随激烈党争、 市场动荡、 政
府停摆等乱象。

“美国债务警报不断的病根
是美元霸权， 美元霸权带来了诸
多两难困境。” 澳大利亚经济学
家郭生祥告诉记者， “美债危机
是美元霸权反噬美国经济的外在
表现之一。”

自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
金脱钩以来， 发行美元的担保物
就由黄金转变为了美国主权信
用。 换而言之， 美元变成了一种
没有兑付担保物的货币， 其发行
的外在约束就此去除， 美债扩张
的 “潘多拉魔盒” 由此打开。

作为全球头号支付货币和储
备货币， 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份
额眼下仍接近六成， 在国际支付
中的占比近四成， 美国国债主导
全球债券市场，被视为避险资产。

由于美元霸权的存在， 包括
美国国债在内的美元资产受到全
球贸易商和投资者追捧， 从而让
美国能够以极低成本吸纳美元回
流。 美方还通过量化宽松等超常
规货币政策， 压低美元汇率和国
债收益率， 稀释投资者权益， 反
复收割他国财富。

正如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慨叹
的那样： “美国享受着美元所创
造的超级特权和不流眼泪的赤
字， 它用一钱不值的废纸掠夺其
他民族的资源和工厂。”

然而， 美国凭借美元霸权攫
取巨大利益的同时， 却也造成贸
易逆差膨胀、 国际收支失衡等严
峻问题。 加之美国政府日益举债
成瘾、 公器私用， 由此埋下了美
债危机的种子。

自20世纪80年代， 美国政府
开始大量举债。1985年，美国从净
债权国变为净债务国 。1990年迄
今，美国国债规模从3.2万亿美元
一路飙涨至超过31.4万亿美元。

在以霸权谋取暴利冲动的驱
使下， 美国长期维持对外贸易赤
字， 输出美元和通胀， 并通过大
量发债促使美元回笼 ， 形成了
“债务货币化” 的美元循环体系。
由此， 美国财政赤字不断膨胀，
财政纪律逐步废弛， 美债遂成尾
大不掉之势。

与高债务伴生的是高赤字，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 2025
年之后， 美国政府赤字率将一直
保持在 4.5%以上 ， 这是美国自
1930年以来首次出现类似情况 。
据美国穆迪分析公司预测 ， 到
2025年或2026年， 美国每年需偿
付的国债利息就将超过军费。

“美国已成为债务的海洋，”
双线资本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弗
里·冈拉克对此忧虑地指出， 早
在2018年， 美国债务规模就已超

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GDP） ，
“如果没有债务增长， 美国的经
济将负增长”。

目前 ， 美国债务规模占其
GDP的比例已经超过120%。 美
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最新数
据显示， 排除季节因素， 2022年
第四季度， 美国债务总额占GDP
的120.2%。 英国司尔亚司数据信
息有限公司数据则显示 ， 截至
2022年 12月 ， 美国债务占名义
GDP的比例已达123.4%。 2021年
3月， 这一比例曾达到历史最高
点132.4%。

从市场供求逻辑看， 只要有
人愿意接盘， 美国巨债盛宴就永
不散席。 然而， 如果缺乏实际偿
付能力， 长期看来， 美方无限扩
大负债、 举新债还旧债的行为，
与庞氏骗局并无本质不同。

警告缘何失灵？
政府停摆35天， 约80万联邦

雇员停发薪水； 在首都华盛顿，
因环卫部门停止工作， 垃圾堆积
如山； 因国家公园公厕关闭， 游
客不得不在路边方便……

上述乱局， 发生在2018年末
至2019年初的美国， 其直接原因
正是美国两党围绕债务上限等问
题激烈争吵， 无法就拨款法案达
成一致。

2011年8月 ， 国际评级机构
标准普尔公司历史性地将美国主
权信用评级由最高的 “AAA” 降
到 “AA+”， 前景展望为负面 。
这一举动击破了美国国债 “零风
险” 的神话， 标普方面对美方中
长期偿付能力提出质疑和警告。

对债务上限各类警告， 华盛
顿见怪不怪。 1976年至今， 美国
已因债务上限问题， 发生过约20
次或长或短的政府 “停摆”。

联邦政府 “停摆” 是美国行
政、 立法部门权力制衡的结果。
行政部门的预算开支方案需要国
会批准， 而国会批准的预算案又
需要总统签字才能生效。 这种制
度设计用好了， 可以避免 “开支
无度”， 用不好就会沦为 “党争”
工具。

当所有议题都被两党视为利
益捆绑和讨价还价的筹码时， 债
务上限问题无可避免地沦为政治
操弄的手段。

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结束

后， 掌握众议院的共和党人与拜
登政府就提高债务上限陷入僵
局。 数月来， 美国总统拜登多次
表示， 众议院应当无条件提高债
务上限， 但共和党方面坚称， 除
非拜登政府同意大规模缩减联邦
预算， 否则不会提高债务上限。
双方为此一直缠斗至今。

批评人士指出， 债务上限警
告遭到无视， 源于美国选举政治
的低效失能。 美国乔治敦大学公
共政策研究所客座教授约翰·帕
尔古塔认为， 美国债务问题不是
天灾而是人祸， “停摆” 扰乱政
府运转是 “管理不善” 的后果。

过去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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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较好的年份， 则
热衷多花钱谋求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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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债务提高到了
空前规模， 使债务问题沦为击鼓
传花的政治游戏。

对美国政府而言， 要从根本
上缓解乃至解决债务问题， 必须
采取一系列 “刮骨疗毒 ” 的措
施 ： 取消非法的贸易和投资壁
垒， 改善国际收支状况； 遏制过
度金融化， 提振实体经济； 缓和
地缘政治关系， 减少非必要军费
开支； 减少采用极端货币政策，
缓解 “债务货币化”； 加强国际
政策协调等。

然而， 这些吃力不讨好的深
层改革， 无助于实现政客短期利
益， 必然遭到美国金融、 军工等
利益集团狙击。

在无休止的拉扯、缠斗中，两
党根本无望达成有质量的治本方
案，外界所能期待的最佳结果，无
非是美国再度提高债务上限。

警钟为谁敲响？
根据经济学家说法， 实现美

元霸权与维护美元信用有着结构
性矛盾。

1960年，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
特·特里芬在其 《黄金与美元危
机———自由兑换的未来》 一书中
提出，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核心
是保持币值稳定与坚挺， 这要求
美国必须保持长期贸易顺差； 但
国际贸易、 投资、 储备等活动要
求美元具有高度流动性， 这推动

美元大量流出美国， 使得美国陷
入长期贸易逆差， 进而危及美元
稳定与坚挺， 弱化美元信用。

如特里芬预测那样， 美元与
黄金最终脱钩， 布雷顿森林体系
走向崩溃。 然而， 由于美元霸权
并未终结， 美元流动性与美元信
用这对矛盾非但没有解决， 反而
以美债危机等方式走向失控， 成
为威胁全球经济和金融安全的
“灰犀牛”， 为美国自身、 世界经
济和全球投资者敲响了警钟。

从增长曲线来看， 美国国债
规模达到某一时间段的峰值， 往
往与当时美国卷入战争或危机有
关。 因此， 美债危机是美国治理
失控的症候， 也是美国经济走向
的风向标。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 受进
口激增推动， 2022年美国货物和
服务贸易逆差额较上一年飙升
12.2%至9481亿美元 ， 创历史新
高。 为遏制通胀， 美联储连续激
进加息， 给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
击。 而 “债务上限” 危机， 不仅
会显著加大美国经济治理难度，
还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冲击。

分析人士认为， 建立在巨额
负债基础上的美国经济扩张模
式， 除导致联邦政府债务上限危
机之外 ， 还与美联储政策极端
化、 财政政策赤字化、 产业空心
化、 家庭财务高杠杆化等众多次
生危机息息相关。

鉴于前期美联储激进加息已
显著增加新兴经济体债务负担，
如果美国债务危机反复出现， 难
免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 乃至
诱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 给世
界经济带来更大麻烦。

从自行授信， 到不断失信，
再到不断增加授信， 美国手上的
这张 “信用卡” 越刷授信额度越
大， 越刷待付账单越长。 据美国
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 美国债务
规模占其GDP的比例到2052年将
高达185%。

尽管两党眼下就债务上限达
成了协议， 在尘埃落定前， 本轮
危机走向尚存在变数， 短期仍是
威胁世界经济安全的重大风险。
长期看， 华盛顿在化解美国巨债
方面表现出的政治失能， 正严重
损耗美国信誉， 必将加速美元霸
权衰落。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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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爆的“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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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美国债务危机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近日
就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反应
堆存在的潜在塌陷风险， 敦促东
京电力公司尽快制定应急措施，
以免再次造成大量放射性物质泄
漏。 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这一明确
警告显示， 东电在处理福岛核事
故后的核设施退役等工作方面仍
存在怠慢和淡化风险的惯性做
法， 同时揭示福岛核电站今后可
能面临的重大事故风险隐患。

福岛第一核电站受损的4个
机组中， 受损严重的1号机组因
持续释放致命的高辐射量， 工作
人员无法接近， 东电对其内部受
损情况的掌握也不清楚。 东电利
用水下机器人对1号机组安全壳
内部进行了勘查， 发现用于支撑

反应堆压力容器的钢筋混凝土底
座严重受损， 机器人检视到的范
围内， 底座下部混凝土已腐蚀殆
尽， 钢筋裸露。 据研判， 应为堆
芯熔毁时高温的核燃料穿透压力
容器、 进而烧熔了底座混凝土。

正是基于这种重大风险可能
性，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24日
敦促东电正视和评估底座一旦崩
塌带来的风险， 尽早制定防范放
射性物质外泄的措施。

1号机组在福岛核事故中发
生氢气爆炸， 反应堆所在厂房屋
顶被炸飞。 日本媒体报道， 东电
原本计划2023年度左右将整个1
号机组厂房用一个 “大屋顶” 罩
起来， 以防止今后在取出燃料池
中的核燃料等施工过程中放射性

物质外泄。 但由于高辐射量导致
工程不畅， 厂房周边的管线等废
弃物处理缓慢 ， 无法如期完成
“大屋顶”。 而摇摇欲坠的底座随
时可能出现问题。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对东
电的不满， 还因为后者在这一问
题上的怠慢态度。 《朝日新闻》
报道说， 东电声称， 压力容器即
使下坠， 也会被底座残余的铁板
“托住”， 不会导致压力容器和安
全壳之间各种管线的损伤。 但原
子能规制委员会的专家指出， 东
电的这一看法过于乐观， 压力容
器下坠的话， 很可能扯断管线，
因此东电要有放射性物质外泄影
响的评估和预案。

据新华社

日本原子能监管机构为何示警福岛核电站新风险

联黎部队纪念联合国维和人员国际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