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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功能失调加重

这一年，美国两党斗争激烈，同
一个党内部也严重分裂。出于对选
举的算计，两党在诸多问题上闹剧
频出，不断刷新民众对美式民主体
制的认知下限。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因涉嫌不当
处理涉密文件等遭指控，成为美国
历史上首位被刑事起诉的前总统；
现任总统拜登之子亨特·拜登面临
税收和枪支等方面的指控，是美国在
任总统的子女首次遭刑事起诉。拜
登本人则于12月 13日遭美国国会
众议院发起弹劾调查，在大选年即将
开启之际两党之间的斗争持续升级。

美国国会政党内斗日趋“白热
化”。1月，共和党众议员麦卡锡经
历15轮投票勉强当选众议长，履职
仅 9个月后就被迫下台，成为美国
历史上首位被投票罢免的在任众议
院议长。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
克斯对新华社记者表示，美国政治
机构不能有效运作，功能失调越来
越严重，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政治被
富人、大企业、特定利益集团的竞选
资金所腐蚀，导致国会和白宫寻求
的政策脱离公众利益，公众对政府
的信心处于历史低点。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一项调
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式选
举沦为金钱政治，美国政治进程正

在由特殊利益集团主导，政客深陷
党派斗争，自私自利且效率低下，选
民在投票之后对国计民生重要事务
几无发言权。86%的美国人认为，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更专注相互争
斗，而非解决问题；63%的人对美国
政治制度的未来没有信心。

经济暂时避险但仍脆弱

目前看来，美国经济暂时躲过
了此前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测的衰退
风险，但能否真正实现“软着陆”还
有待观察。

2023 年美联储通过一系列加
息、缩表行动，推动通胀水平继续下
降，但通胀水平仍高于其2%的长期
目标。美联储激进加息还一度引发
美国金融动荡，祸及欧洲，多家美欧
银行关门。

美联储加息吸引资金大量回流
美国，为私人领域投资提供支持。
随着对美联储明年开始降息预期的
逐渐升温，表现强势的美元已经呈
现走弱势头，国债收益率明显回落。

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德斯
蒙德·拉赫曼说，今年美联储似乎成
功对抗了通胀，但政治失灵让联邦
赤字上升、公共财政走上不可持续
道路，年初的地区性银行危机可能
是明年出现更多金融震荡的先兆。

尽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同比涨幅从年初的 6%以上降至近
3%的水平，在物价持续高企的情况

下，美国中低收入阶层民众仍承受
着沉重的经济负担，动用养老金支
付账单者大有人在，社会贫富分化
继续扩大。不少专家将美国此轮经
济复苏称为“无感复苏”。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达雷尔·韦斯特告诉新华社记者，高
昂的价格伤害了消费者利益，也损害
了公众对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信心。

外交政策“双标”广受诟病

2023 年，乌克兰危机延宕不止
的同时，新一轮巴以冲突大规模爆
发。这对在中东地区长期采取维护
自身霸权政策的美国而言，无异于
一起“灰犀牛”事件。拜登政府原有
的外交议程受到冲击，其对两场冲
突的应对之策明显“双标”，在国际
和国内广受指责，面临内政外交
压力。

白宫无休止地向乌克兰提供军
援受到共和党人猛烈攻击，国会“援
乌疲劳症”凸显。美国盖洛普咨询
公司11月公布的民调显示，有41%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帮助乌克兰方
面做得过多，比今年 6 月的 29%增
加了12个百分点。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
沙地带已有超过两万人死于战火，
停火止战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呼
声。多年来自我标榜为“人权卫士”
的美国，不仅向中东地区增派军事
力量，向以色列提供大量军事支持，

还多次阻挠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相关决
议，在国际社会招致广泛批评。

随着巴勒斯坦民众陷入深重的人
道主义灾难，美国国内反对政府偏袒
以色列的声音也在加大，美国年轻人
和少数族裔对巴勒斯坦的同情度不断
上升。美国近来多项民调结果显示，
大多数年轻选民不赞同拜登政府对巴
以冲突的处理方式，可能对拜登谋求
连任的选情构成冲击。

（小标题）社会弥漫焦虑不安情绪
这一年，枪患、种族矛盾、非法移

民、毒品泛滥等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
问题没有出现改观，反而愈加严重。

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计
数据，美国枪患形势依然严峻。截至
12月20日，今年各类枪支暴力事件已
在美国造成41623人死亡。

新一轮巴以冲突加剧了美国民众
已有的对立和社会撕裂。反犹主义和

“伊斯兰恐惧症”进一步蔓延，持不同
立场的民众举行抗议示威，仇恨犯罪
数量激增。

出于党派利益考量，共和党控制
的“红州”政府持续向民主党控制的

“蓝州”运送越境的非法移民，令华盛
顿特区、纽约和波士顿等民主党主政
地区疲于应付。今年 9月以来，美国
与墨西哥边境涌现新的移民潮，迫使
拜登政府转变立场，允许修建边境墙。

洛杉矶、纽约和旧金山等城市犯
罪率上升。不法分子聚众快速偷盗或
抢劫零售商店和超市，违法案件层出
不穷。

多数美国民众对国家发展前景感
到焦虑和不安。最新的“里根国防调
查”显示，高达70%的人认为美国正走
在错误的道路上。（记者杨士龙、刘亚
南、兴越、熊茂伶、邓仙来）

（新华社纽约12月23日电）

全球七大地区2023回眸——美国：

制度困境加剧矛盾对立
新华社记者

美国商务部2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1月个
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指数同比增长2.6%，剔除食
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PCE 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3.2%，涨幅较前月均收窄。PCE涨幅收窄表明美国
通胀在“降温”。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本轮加息周期
可能已结束，明年或将降息，而美国经济能否“软着
陆”仍有待观察。

美联储本月中旬召开本年度最后一次货币政策
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5.25%至
5.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9月以来连续第三
次维持这一利率区间不变。

美联储在会后声明中说，在确定“任何”进一步收
紧货币的政策时，美联储将考虑货币政策的累计收紧
程度、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和通胀影响的滞后程度，
以及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记者会上说，使用“任
何”一词表明，美联储认为当前利率可能已经处于或
接近本轮加息周期的峰值水平，但并不排除进一步加
息的可能。他还表示，尽管美联储在降低通胀方面
取得进展，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美联储正谨慎评估
是否需要采取更多行动。

与此同时，美联储预计明年美国经济增长将放
缓。美联储近日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前景预期，将今
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较9月预测上调0.5个百分点至
2.6%，同时下调2024年经济增长预期0.1个百分点
至1.4%。美联储认为，家庭和企业的金融和信贷状
况收紧可能对经济活动造成压力，但影响程度仍不
确定。

针对美国经济能否实现“软着陆”的问题，《华尔
街日报》近日报道说，6个月前，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
普遍认为美国经济将在未来12个月内进入衰退，而
在10月份的调查中，经济学家的平均预测是不会出
现衰退。这篇报道认为，美国通胀下降情况好于预
期，目前也没有衰退迹象，但消费者已开始缩减
开支。

在近期美联储的表态中，有关降息的预期备受
关注。美联储最新经济前景预期中的“点阵图”显
示，19名美联储官员中有17人预计，到 2024年年
底，政策利率将低于目前水平，其中大多数人预计利
率将下降50个或75个基点。这意味着，如果以每次
降息25个基点计算，美联储明年将降息两次或三次。

尽管降息预期在投资者中引起较大反响，但正
如鲍威尔所说，“点阵图”并不代表实际货币政策，美
联储对未来利率走势的预测存在相当大不确定性。

富国银行证券经济学家在分析报告中说，在经
历了将近两年的货币政策快速收紧之后，明年美联储转向降息似乎是最有可
能的结果，他们预测美联储将在明年6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首次降息。报告认
为，美国经济可能在2024年实现“软着陆”，但即便能避免经济萎缩，由于货币
政策的限制性立场，未来几个季度实际经济增速可能低于趋势水平。

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德斯蒙德·拉赫曼告诉新华社记者，今年美国经
济整体表现良好，通胀下降，经济持续复苏。然而，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滞后时
间长且多变等因素影响，美联储能否确保经济“软着陆”仍不得而知。

（新华社华盛顿12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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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人
道主义援助的决议22日在联合国安
全理事会获表决通过。这项决议历
经多次修改，相关表决此前在一周内
因美国方面阻挠而四次推迟。

同一天，加沙地带战事依然激
烈。一些巴勒斯坦民众哀叹，加沙已

“没有安全的地方”。

【表决终通过】

联合国安理会 22日以 13 票赞
成、2票弃权的结果通过这项由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提交的决议，内容包括
要求“立即、安全和不受阻碍地向整
个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平民直接提
供大规模人道主义援助”等。

决议草案原本呼吁在加沙地带
实现“紧急和可持续停止敌对行动”，
但因美国反对，表决遭推迟。相关措
辞随后修改为呼吁“紧急暂停敌对行
动”，美方仍不满意。22日表决通过
的决议呼吁“为持续停止敌对行动创
造条件”。

美国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表
决前，美国否决了由俄罗斯提出关于
呼吁恢复原草案中“暂停敌对行动”
措辞的修正案。

不顾国际社会的停火呼声，美国
和以色列方面反对在加沙地带全面
停火，认为停火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
抗运动（哈马斯）有利。美方先前表
态支持暂时停火，以保护平民、推动
被扣押人员获释。按以方统计，目前
仍有百余人被哈马斯扣押在加沙
地带。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吉拉德·
埃丹22日在表决后说，安理会应更
多关注被扣押人员。以色列外交部
长埃利·科亨同一天说，以色列将继
续战斗至“所有人质被释放，加沙地
带的哈马斯被摧毁”。

本周早些时候，哈马斯领导人伊
斯梅尔·哈尼亚前往埃及进行有关停
火和释放被扣押人员的谈判。舆论
认为他亲自参与会谈“实属罕见”。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
领导人也前往埃及参与了会谈。

不过，哈马斯和杰哈德21日发
表联合声明强调，巴勒斯坦方面已有
团结一致的立场，即在以色列“完全
停止侵略”以前，不会同意达成任何

“换人”协议。

【加沙民众难】

安理会最新通过的决议要求冲突
方允许并为使用所有通往整个加沙地
带的可用路线提供便利，立即无条件释
放被扣押人员，满足所有被扣押人员的
医疗需求，并向加沙地带提供满足必要
人道需求的燃料。

埃丹说，联合国“只关注对加沙的
援助机制”，“没有必要且与现实脱节”，
以方已允许援助物资按规定的规模运
送。以色列方面称，自巴以新一轮冲突
爆发以来，已有5405辆卡车进入加沙
地带，带去食物、水和医疗用品等。科
亨在22日安理会决议通过后说，以方
出于安全原因将继续检查运往加沙地
带的所有人道援助物资。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在表决后的记者会上说，以色列当前的
军事行动对“分发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带
来了巨大障碍”。

联合国和 23家人道主义机构 21
日发布报告显示，加沙地带200多万人
正经历“粮食危机或更可怕的境况”，其
中57.6万人处于灾难性饥饿水平。世
界粮食计划署说，由于援助物资进入加
沙地带严重受阻，且现有粮食有限，
90%的加沙人经常一整天都没有食物。

除了物资短缺，以军持续轰炸也让
加沙地带民众心惊胆战。以军22日深
夜持续轰炸加沙地带，并要求加沙中部
布赖杰地区的民众立即撤离当地、前往
南方。据媒体报道，一些民众已用驴车
拉着家当离开。

据路透社报道，这一撤离令显示以
军已将地面行动重点从加沙地带北部
和南部转向中部。以军持续推进军事
行动的同时，在埃及举行的停火谈判即
刻取得突破的可能性也日趋黯淡。

加沙地带医生齐亚德告诉媒体记
者，他不知道能去哪里，因为“没有安全
的地方”。以军先前要求人们从加沙北
部前往中部，但随后又“没日没夜”地轰
炸那里。

自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以军
多次向加沙地带北部居民、南部汗尤尼
斯居民发布撤离令。据联合国数据，以
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造成190万
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另据加沙地带
卫生部门22日数据，本轮冲突导致超
过2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5.3万人受
伤。 （新华社专特稿）

安理会人道援助决议终获通过

加沙民众哀叹“已无安全之地”
郑昊宁

一架客机因搭载涉嫌偷渡的印
度乘客 21 日经停法国机场加油时
被扣留。法国检方23日说，调查人
员已核查乘客和机组人员身份，正
核实他们出行的“条件和目的”。两
名乘客已被拘留，调查人员将查明
他们在这次出行中扮演的角色。

这架空中客车 A340 型客机属
于罗马尼亚传奇航空公司，原定21
日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富查伊拉
市飞往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飞机
在法国瓦特里机场加油时，法方接
到匿名举报，获悉客机上可能载有
偷渡者，便截停飞机并展开调查。

依据法国民事保护部门说法，
机上 303 名乘客中，年龄最小的仅
21个月大。路透社以接近检方的人
士为消息源报道，有关方面已安排
专人临时照顾乘客中 11 名没有大
人陪护的未成年人。

法国相关法院定于24日举行听
证会。据法新社报道，法官有权延
长边境警察拘留上述两名乘客的期
限。

法新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
道，机上 10名乘客已申请庇护，另
有6名未成年人也表达申请庇护的
意愿。机上部分乘客可能是在阿联
酋打工者，这些打工者被怀疑试图
取道尼加拉瓜前往美国或加拿大。

印度驻法国大使馆23日说，已
安排领事官员与法方合作，以争取

“尽早处理”相关事宜。
瓦特里机场位于法国马恩省。

据美联社报道，该机场主要用于包
机和货运航班，现被警方封锁。那
架客机停在航站楼附近，其他航班
被取消或改道。被扣留的这些乘客
已被转移至机场大厅。候机厅玻璃

外墙和附近行政楼被油布遮盖。
马恩省省长办公室发言人在一

份声明中说，当地应急部门向这些
乘客提供了临时床位、食物、热饮、
移动厕所和淋浴设施。有关部门已
启动司法调查，调查人员包括有组
织犯罪方面的专家。

传奇航空公司发表声明说，该

公司“在这条航线上只运营几个航
班，其客户只有一家”，该客户的总
部不在欧洲。如果检方以贩卖人口
罪立案，传奇航空公司将作为原告
参与诉讼。该公司律师利利亚娜·
巴卡约科说，涉案机组人员来自多
个国家，均已接受完问询且获准离
开。

墨西哥移民部门数据显示，2022
年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的印度非法移
民不到3000人，今年1月至11月增至
1.1 万余人。截至今年9月 30日的一
年时间内，从墨西哥非法进入美国的
印度人被逮捕近4.2万余次，是此前一
年的两倍多。

（新华社专特稿）

涉嫌偷渡 300 余名印度人经停法国机场被扣留
王鑫方

这是12月23日在法国瓦特里机场拍摄的被扣留的飞机。
（新华社发）

捷克首都布拉格查理大学 21
日发生校园枪击事件时，现场一名
藏身安全地带的记者朝枪手喊话，
试 图 转 移 枪 手 视 线 ，帮 助 人 员
逃离。

路透社22日报道，这名记者名
叫伊日·福曼，供职捷克一家关注
防务新闻的小型媒体，自称有战地
报道经验。福曼在枪击事件发生
时一度向枪手喊话：“嘿，我在这

儿，朝我开枪！”
枪手那时在查理大学文学院建

筑顶楼的阳台，福曼躲在建筑附近
广场的一个角落，持续向外围警察
提供信息并敦促他们反击枪手，同
时用手机拍摄现场情况。

在福曼拍摄的视频里，有一名
警察问福曼在这儿干嘛，他大声答
道：“这样他（枪手）就不会朝人群
开枪！不然你认为我在干嘛？那

里有人！”
福曼的行为获得捷克媒体赞

扬，而他认为“自己只是做了正确
的事”。他 22 日接受路透社记者
采访时说，当时所处位置绝对安
全，“没有人在那里，并且可以躲
在障碍物后面”。“如果枪手朝我
这边开枪，那他就不会朝逃离人
群射击，这样他们就有机会找到
掩体。”

在福曼协助下，广场上的警察朝
枪手射击，最终让枪手放下了带瞄准
器的步枪。福曼回忆道：“警察当时
向枪手开了三枪，我认为这让他失去
了平衡。然后他又听到警察从楼内
靠近，所以他最终自杀。”

查理大学 21 日发生的枪击事件
导致 14 人死亡、25 人受伤。捷克政
府当天宣布23日为全国哀悼日。

（新华社微特稿）

记者在捷克校园枪击现场喊话枪手 助人员逃离
包雪琳

2023 年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呈极端对抗之势，美式民主失能失序加重；经济依仗美
元霸权暂避衰退之险但仍有隐忧；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上的“双标”在国际国
内广受诟病；社会分裂与民意对立呈加剧之势，民众焦虑和不安全感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