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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纽约7月1日电（记者
刘亚南）美国国会参议院 1日以 51
票赞成、5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
过“大而美”税收与支出法案。

法案内容包括延长美国总统
特朗普在其第一个任期内于 2017
年通过的企业和个人减税措施，让
小费和加班工资收入免于纳税，削
减在医疗保险和营养补助项目的
投入，同时授权在打击非法移民和
国防方面提供数千亿美元资金等。

参议院通过的这版法案还规
定，美国从今年 9月 30日起将不再
为电动汽车提供税收抵免，同时只

有在 2027年底前投产的风电和太
阳能项目可享受税收抵免。

此外，参议院版本的法案预计
将美国债务上限进一步提高 5 万
亿美元，高于此前众议院版本的数
额。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众
议院版本和参议院版本的法案从
2025年到2034年将分别使美国赤字
增加 2.8 万亿美元和近 3.3 万亿美
元。此外，参议院版本法案中对医疗
补助和平价医疗法案的修改将导致
到 2034年美国无保险人数增加近
1200万。

一些民主党参议员指责参议
院版本法案是“劫贫济富”。佛蒙
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说，
该法案是“给亿万富豪阶层的礼
物”。密歇根州联邦参议员加里·
彼得斯说，该法案“鲁莽且不负责
任”。

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国财
政可持续性的担忧正将美元对欧
元汇率推向自 2021 年 9 月以来的
最低点。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
币汇率的美元指数 1 日凌晨跌至
96.50 下方，为 2022 年 2 月下旬以
来的最低水平。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安娜·西斯
拉克说：“财政赤字、美元贬值、美
联储主席继任者的不确定性以及
（特朗普）对美联储独立性的质疑，
都对美元的避风港地位产生负面
影响。”

共和党议员占多数的美国国
会众议院 5 月 22 日以一票优势艰
难通过“大而美”法案。由于参议
院对该法案有较大修改，参议院通
过的版本还需要得到众议院的再
次通过才能提交给美国总统签字
并成为法律。特朗普日前呼吁国
会在 7月 4日前通过这一法案。

美国参议院通过“大而美”税收与支出法案

美国国会参议院 1 日以 51 票
赞成、5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
总统特朗普力推的“大而美”税收
与支出法案。该法案自诞生之初
便争议不断。批评者认为，它表面
上为美国全体国民许诺一个繁荣
的经济前景，其实只是在“画大
饼”，其本质是为金字塔尖的富裕
阶层“开小灶”，精心构建了一场隐
蔽而巨大的财富转移。美国参议
员伯尼·桑德斯认为，这无异于一
份“送给亿万富翁阶层的礼物”。

“大而美”法案核心内容是规
模空前的减税，但其利益分配却极
度失衡。桑德斯披露的数据显示，
该法案为最富有的 1%的美国人提
供 9750 亿美元的税收减免，同时
为最富有的 0.2%的美国人提供了
2110亿美元的遗产税豁免，大型企
业更是收获了 9180亿美元的减税
大礼。《纽约时报》评价此举为“反
派版罗宾汉的劫贫济富：从穷人手
中拿走数千亿美元，然后分给富
人”。

巨额减税带来的财政缺口，则
部分通过削减社会福利来填补，而
这部分代价最终由普通民众承
担。桑德斯说，该法案计划大幅削

减《平价医疗法案》及医疗补助计
划，此举预计将导致超过 1600 万
美国人失去医疗保险。更为严苛
的是，法案首次要求部分医疗补助
受益者开始支付自付费用，这对他
们是难以承受的重负。耶鲁大学
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联合研究发
出警告，该法案拟议的削减措施可
能造成每年超过 5万美国人的“不
必要死亡”。

与减税政策相配套，美国政府
此前推出了同样饱受争议的对各
国征收“对等关税”政策。该政策
宣称旨在“保护美国工人”和“振兴
美国制造业”，但其带来的进口商
品价格上涨却直接推高了民众的
生活成本。这些增加的成本最终
会转嫁给消费者，对中低收入家庭
的冲击尤为严重。多项研究已经
证实了这一影响。美国智库“税收
和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分析报告显
示，关税对低收入家庭的实际冲击
是高收入群体的三倍以上。耶鲁
大学预算实验室 4 月发布的研究
显示，美国政府今年以来实施的关
税措施，在短期内把物价水平推高
了 2.3%，这相当于让今年每个家
庭平均损失约 3800 美元的购买

力。
当我们将“减税”与“关税”这

两项政策并置观察，一个清晰的财
富转移路径形成了：政府通过减税
法案，将本应属于全民的财政资源

“赠予”富裕阶层和企业股东；同时
通过加征关税填补减税造成的漏
洞，而由此增加的成本最终由国内
消费者，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通过
支付更高的商品价格来“买单”。
这种政策组合，客观上对中低收入
阶层形成了债务税负与生活成本
的“双重挤压”，构成了一场从广大
普通民众向少数富裕精英和大型
企业的变相财富转移。批评者普
遍担心，法案通过减税惠及富人、
削减福利伤害低收入群体，可能导
致美国贫富分化加剧和社会矛盾
升级。

这场财富转移不仅发生在不
同阶层之间，更通过债务扩张的形
式，将负担甩给了下一代。美国国
会预算办公室预测，该法案将在未
来十年新增约 3.3 万亿美元赤字，
使已高达 36.2 万亿美元的国债雪
上加霜。当前的富裕阶层享受着
减税的即时红利，而偿还巨额国债
的义务却留给了子孙后代。美国

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曾在社交媒体
上抨击该法案“令人作呕”，认为这
将使本已巨大的预算赤字大幅增
加，给美国公民带来难以承受的债
务负担，并称“国会正在让美国破
产”。此外，还有批评者认为，法案
削减了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
投资，这无异于将环境治理的重担
同样转嫁给了未来。

“减税+关税”的政策组合，深
刻揭示了美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沉
疴：政策制定被强大的资本利益集
团深度影响，从而系统性地为其服
务。减税法案的政策设计，从根本
上就是将资本利益置于优先地位，
而关税政策虽打着“国家利益”的
旗号，结果却是让普通消费者承担
代价，仅让少数受保护行业背后的
资本获得喘息之机。桑德斯认为，
这正是“腐败的竞选融资体系”的
直接体现，亿万富翁阶层通过巨额
政治献金换取对自己有利的政策
回报。从宏观上看，正是这种金钱
政治的底层逻辑，塑造了一个更容
易响应资本诉求，而非回应民众需
求的政治生态。

新华社记者 叶书宏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画大饼与开小灶
——美国关税与减税政策背后的财富转移

新华社巴黎 7 月 2 日电（记
者 罗毓）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 2
日上午报道，最近该国遭遇强热
浪天气，目前已有 2人被官方确认
直接死于高温。

这家电视台援引法国生态
转型、生物多样性、森林、海洋和
渔业部部长阿涅丝·帕尼耶-吕
纳谢的话报道，目前法国已有 2
人因热浪直接死亡，300 多人接
受紧急救助。报道还说，巴黎所
在的法兰西岛大区已收容 500 多
名 处 境“ 极 其 危 险 ”的 人 ，因 为

“在这种极端高温情况下，如果
人们没有避难所，可能会造成致
命后果”。

该媒体还援引法国劳工、卫
生、团结和家庭事务部部长卡特
琳·沃特兰的话表示，现在评估热
浪程度“为时过早”，“未来几天我

们将看到后果，特别是对最脆弱
的群体造成的后果”。

法国气象局介绍，本轮热浪自
6月 19日以来席卷法国。7月 1日
是这轮热浪中最热的一天，法国
全国多地最高气温达到 38至 40摄
氏度，局部地区达 41摄氏度，有 16
个省份发布热浪红色警戒，68 个
省份发布热浪橙色警戒。该机构
预测，2日法国西部将迎来降温天
气，并将迅速扩散到西北部，但在
法兰西岛大区，气温仍将居高不
下。

法国气象局说，此次热浪之所
以引人关注，主要因持续时间长，
出现在 6月尤为罕见。

受全球变暖影响，法国近年来
正经历越来越热的夏天，而较低
的空调安装率使人们遭遇热浪时
更加脆弱。

法国已有2人死于热浪

新华社德黑兰7月2日电（记
者 沙达提 陈霄）据伊朗迈赫尔通
讯社 2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希齐
扬批准伊朗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
构合作的法案。

伊朗议会 6 月 25 日批准了一
项法案，暂停伊朗与国际原子能
机构的合作。该法案禁止国际原
子能机构观察员进入伊朗境内进
行核查，除非能够保障伊朗核设
施安全以及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
权利，并且需要得到伊朗国家最
高安全委员会批准。

报道还说，伊朗方面正在考虑

禁止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
西入境伊朗。

伊朗核设施遭美军袭击后，伊
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曾表示，国
际原子能机构没有履行任何义
务，沦为政治工具。

以色列 6 月 13 日凌晨对伊朗
实施大规模空袭后，以伊互相发
动多轮袭击。美国于美国东部时
间 6 月 21 日空袭伊朗三处核设
施，伊朗出于报复 6 月 23 日向美
国驻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发
起导弹袭击。6 月 24 日，以伊停
火。

伊朗总统批准暂停
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

新华社柏林 7月 2日电（记者
褚怡）联合国机构 2 日发布的一份
报告显示，在气候变化以及土地和
水资源持续承压背景下，2023 年以
来全球经历了一些有记录以来范围
最广、破坏性最强的干旱事件，全球
正面临严峻的干旱挑战。

这份由《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秘书处等机构发布的《2023—
2025年全球干旱热点地区报告》，聚
焦非洲、地中海沿岸、拉丁美洲、东
南亚等地区，全面分析了干旱如何

加剧贫困、饥饿、能源危机以及生态
问题。

报告指出，干旱可能引发社会、
经济和环境问题。如非洲部分地区
正经历严重干旱，东部和南部非洲
超过 9000万人面临严重饥饿威胁；
因水位大幅下降，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1 月，巴拿马运河日均通航
量锐减，对全球贸易造成严重影响；
亚马孙流域 2023 年和 2024 年创纪
录的低水位导致大量鱼类死亡，同
时影响数十万人饮水和交通运输。

报告认为，2023年至 2024年的
厄尔尼诺事件放大了气候变化的影
响，在一些主要农业和生态区域引
发干旱，使这些本就受气候变化影
响严重的地区继续承压。

报告呼吁各国加强干旱防范力
度，包括建立更强大的早期预警系
统，强化对干旱及其影响的实时监
测，建造有韧性的基础设施，深化国
际合作等。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项
目官员丹尼尔·采加伊日前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人们需要从
危机应对转向积极主动的韧性建
设，如出台国家抗旱计划等。值得
注意的是，干旱并非某个部门的问
题，应对干旱离不开各部门协作，
且干旱不分国界，需要深化国际合
作。

“干旱已不再是遥远的威胁。”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
行秘书易卜拉欣·蒂奥说，“它已经
来临，且不断加剧，迫切需要全球共
同合作。”

联合国机构报告：

全球面临严峻干旱挑战

7月1日，一名男子在加拿大多伦多国庆日游行中表演杂技。
当日，加拿大多地举行活动庆祝国庆日。

新华社发（邹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