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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吃卯粮”陋习难改
美政府债务再创新高

■债务规模“野蛮生长”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主要包括公众
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间债务。过去10
年来，这两类债务均大幅增长，尤其是
公众持有的债务增幅达122%。

美国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起大
量举债。1985年，美国从净债权国变
为净债务国，此后债务规模不断攀升，
近年则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17年9
月突破20万亿美元，2022年1月底突
破30万亿美元。

2023年9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
突破33万亿美元大关。今年1月初至
7月底，联邦政府债务从34万亿美元
增至35万亿美元。此后短短三个多
月里，联邦政府债务再增加1万亿美
元，不断突破历史峰值。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27
年公众持有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国
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或升至
106%以上，打破1946年创下的纪录。

美国政府负债规模快速增加，直
接导致所需支付利息也相应增多。美
国财政部数据显示，联邦政府2024财
年债务利息支出约1.1万亿美元，是年
度利息支出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较
2023财年增长29%。

■入不敷出举债成瘾

巨额财政赤字是导致美国政府债
务规模持续扩大的直接原因。2024
财年（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4 年 9 月
30日），美国联邦政府支出达到6.75万
亿美元，占 GDP 比重高达 23.4%。
2025财年开始至今，联邦政府支出已
达5840亿美元。其中，社会保障、国
防、医疗和净利息支出分别占支出总
额的21%，18%、15%和14%。

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收入占
GDP的比重出现下降。2024财年，美
国联邦政府收入为4.92万亿美元，占
GDP 比 重 从 2015 年 的 18% 降 至
17%。这导致该财年联邦政府财政赤
字扩大至1.8万亿美元左右，较上一财
年增加1390亿美元。

数据显示，在过去50年中，美国

联邦政府仅有四次出现财政盈余，最
近一次是在 2001 年。自 2015 年以
来，联邦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
20%开始不断攀升。从2016年起，社
会保障、医疗保健和债务利息支出的
增速已经超过联邦政府收入增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一份
报告中指出，美国政府财政赤字过大，
导致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持续上
升。IMF预计，在当前美国政策下，到
2032年，美国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将
超过140%。

不少观察人士认为，美国债务持
续攀升，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共和、民
主两党难辞其咎，美国债务正在不可
持续的道路上失控“狂飙”，而两党出
于政治考量都不愿“踩刹车”。

■制造风险拖累经济

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
马娅·麦吉尼亚斯在一份声明中表
示，联邦政府债务不断上升带来严重
的国内经济和地缘政治风险，拖累美
国经济发展，导致通胀上升和利率攀
升，进一步挤压联邦预算空间。鉴于

公共债务占GDP比重或在未来两年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联邦政府债务前
景不容乐观。

IMF警告，美国政府长期出现财
政赤字反映了“重大且持续”的政策错
位，财政赤字和债务高企给美国自身
和全球经济制造了日益重大的风险。
美国政府亟待解决赤字问题，扭转公
共债务占GDP比重持续上升的趋势。

美国智库两党政策中心经济政策
项目执行主任沙伊·阿卡巴斯表示，当
前联邦债务规模给利率带来上行压
力，包括抵押贷款利率。美国家庭将
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住房成本和食品
杂货花销上升，这将对美国经济前景
产生不利影响。

“大约每5美元中就有1美元用于
还债，而非用于促进未来经济增长的
投资。”阿卡巴斯指出，债务利息支出
增加限制了联邦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
和教育等基本民生领域的支出。

麦吉尼亚斯认为，在下届总统任
期内，联邦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或将
达到新的纪录，利息支出将“几乎超过
预算中每一项支出类别”，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我们的不作为”。

黎以停火协议能否带来地区和平

▲11月25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以军空袭现场升起浓烟。

新华网消息 美国财政部日
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21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
首 次 突 破 36 万 亿 美 元 ，达 到
36.035 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政府难改“寅
吃卯粮”的财政陋习，常年出现巨
额财政赤字，导致负债规模不断
扩大，这给美国乃至世界经济都
带来极大风险。

新华网消息 以色列安全内阁26
日举行会议，以 10 比 1 的投票结果批
准了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停火协议。协
议定于当地时间27日凌晨4时生效。

分析人士指出，停火协议此时出
台，符合以色列、真主党、美国等各方
利益。虽然协议能为黎以双方带来暂
时和平，但如何落实面临许多不确定
性，地区局势能否真正恢复稳定、加沙
地区能否实现停火都充满挑战。

■多方欢迎停火协议

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拜登26日
发表讲话表示，他已与以总理内塔尼
亚胡和黎巴嫩总理米卡提通电话，确
认以黎两国政府已接受停火协议。

根据媒体披露的停火协议内容，
真主党及所有黎武装团体承诺不对以
色列发动任何攻击，以停止对黎境内
的军事打击，但黎以两国均保有自卫
权；黎军队和国内安全部队将是被授
权在黎南部携带武器或部署部队的实
体；以方将在60天内逐步撤出黎巴嫩
南部，并就边界问题展开间接谈判，力
求达成国际公认的边界划定。黎以双
方还将建立一个委员会，并与联合国
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合作，监督协议执
行情况。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米卡提
欢迎以色列与真主党实现停火。他表
示，黎巴嫩军队将在南部地区加强存
在，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紧密合
作。他呼吁国际社会督促以色列遵守
停火协议，撤出其占领的所有地区。

黎巴嫩真主党政治委员会副主席
马哈茂德·卡迈提在接受半岛电视台
采访时说，他们将审查协议以评估其
内容是否与黎巴嫩政府的谈判立场一
致。卡迈提说：“我们当然希望结束
（以色列）侵略，但不能以牺牲黎巴嫩

国家主权为代价。”
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说，如

果真主党有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
为，以色列都将以武力回应。“停火期
限取决于真主党。”

在停火协议达成后，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和多国领导人都表示欢迎，同
时敦促各方全面遵守并履行承诺。

■各方利益有“交集”

此次黎以冲突是新一轮巴以冲突
爆发后的地区外溢效应。去年10月7
日以来，黎巴嫩真主党隔着黎以边界
与以军交火，策应在加沙地带与以军
作战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
马斯），以色列则还以空袭和炮击。今
年9月以来，黎以冲突骤然升级，双方
交火愈演愈烈，造成大量人员、尤其是
黎方人员伤亡。

分析人士指出，此时黎以停火协
议达成，是各方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
结果。

在以色列方面，内塔尼亚胡面临
日益增加的国内压力。以色列巴尔伊
兰大学贝京-萨达特战略研究中心主
任埃坦·沙米尔对新华社记者说，以色
列在经过数周的北部战事后，逐渐意
识到继续行动的收益已递减。尽管以
军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打击，但全
面摧毁真主党并非其目标，停火被视
为最佳选择。

对于黎巴嫩真主党来说，停火能
够更好保持其自身实力。卡内基中东
中心主任玛哈·叶海亚认为，黎巴嫩真
主党在同以色列作战的过程中指挥体
系、战斗人员和武器装备受到深重打
击，将很难在未来几年内重建军事力
量。另外，真主党与以色列作战持续
时间越长，其面临的来自黎巴嫩国内

选民的压力越大。
而对于美国而言，拜登急于在明

年1月离任前留下所谓“政治遗产”。
美国《纽约时报》评论指出，此时达成
停火协议对于拜登及其外交团队来说
是“一次胜利”，但文章对停火能否持
久画下问号，认为将是一个严峻考验。

■和平依然脆弱

停火协议正式生效前，黎巴嫩首
都贝鲁特南部仍在遭到以军袭击。分
析人士指出，虽然停火协议对缓解黎
以紧张局势起到一定作用，但巴勒斯
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黎以停火
并不意味着能复制到加沙地区，本轮
巴以冲突能否平息、中东地区能否恢
复和平稳定依然面临重重困难。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中东问题专
家埃亚勒·齐塞尔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对于黎以和平的持久性表示怀
疑。他说，根据2006年黎以冲突的经
验，双方曾经历一段时间的相对平静，
但并不意味着冲突彻底解决。

黎以停火协议达成后，以反对派
领导人亚伊尔·戈兰在接受以媒体采
访时质疑内塔尼亚胡政府为何没有达
成加沙停火协议。他说：“最重要的是
结束加沙作战。”

美国《纽约时报》分析文章指出，
内塔尼亚胡政府目前意图不明，似乎
无意终止加沙民众遭受的灾难，战后
计划也是未知数，这使人们对黎以停
火协议能否最终结束加沙战事持怀疑
态度。

据媒体报道，巴勒斯坦国总统阿
巴斯26日在一份通过巴勒斯坦常驻
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宣读的讲话中表
示：“阻止我们在该地区目睹的危险升
级，维护地区和国际稳定、安全与和平
的唯一途径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