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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毒品和药物滥用问题日趋复
杂。在利益集团游说下，大麻在美合法
化程度逐渐加深，滥用药物现象有增无
减，越来越多美国青少年吸食大麻成
瘾。美国媒体认为，毒品和药物滥用已
经深入美国社会肌理，是社会深层问题
的反映。

毒品和药物滥用已经成为美国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之

一。美国药物滥用与心理健康服务局的一份调查显示，2020
年有 5930 万 12 岁以上的美国人滥用毒品，其中 4960 万人吸

食大麻。2021 年，超过 10.7 万美国人死于吸毒过量。美国联

邦和各州政府表面信誓旦旦要控制毒品和药物滥用，但在各

路利益集团游说下，实际上对毒品和药物滥用极度纵容，甚至

立法让大麻等合法化。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盘根错节的毒品

和药物滥用问题折射出美国政府管控不力、禁毒效果不佳等

诸多问题。

“芬太尼几乎渗透到非法毒品
买卖每一个渠道”

美国司法部不久前发表声明说，2022 年 5 月至 9 月，美国

司法部缉毒署在全美各地缉获 3600 万剂致命剂量的芬太

尼。2021 年，超过 10.7 万美国人死于吸毒过量，其中 66%的死

亡归因于滥用芬太尼等合成阿片类药物。《华尔街日报》报道

说，“芬太尼几乎渗透到非法毒品买卖每一个渠道，且毒性

强”，受此影响，美国因吸毒死亡人数创历史新高。

扎克·多伊尔曾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玛丽哈文戒毒中

心戒毒，他滥用阿片类药物已经 20 年了，近些年开始接触芬

太尼，并两次吸食过量。他说：“我有 20 多个朋友已经死于芬

太尼。”

哥伦布市一些社区充斥着阿片类药物。当地执法官员表

示，哥伦布市中心以西有一个被称为“波顿”的社区，那里充斥

着毒贩和“陷阱屋”，吸毒者可以随意购买和吸食毒品。在许

多街道上，经常可以看到形容枯槁的吸毒者迟缓地走过用木

板封住的店面和破旧的房屋。

47 岁的谢莉·格拉斯纳普在“波顿”长大，30 岁时开始服

用镇痛药。最近几年芬太尼侵入了她居住的街区。格拉斯纳

普不时购买各类掺入芬太尼的新型毒品，“我知道这些药丸可

能被芬太尼污染了，但我还得服用，我需要更强效的药丸。”格

拉斯纳普说，她的姐姐已经在 2018 年死于吸食毒品过量。

27 岁的谢拉·格兰博坦言，自己 18 岁时开始服用止痛药

和镇静剂，后来吸食海洛因。以前她在电视上看到芬太尼如

何致死的报道并试图远离这种毒品，直到 2018 年，芬太尼成

为她所在地区能够找到的唯一毒品，“芬太尼的毒瘾发展得比

海洛因更快，我每天都需要吸食大约 80 美元的芬太尼，之前

每天购买海洛因的费用是 20 美元”。为了购买毒品，格兰博

有时会铤而走险去偷窃，后来被送入当地戒毒中心治疗。

俄亥俄州的毒品情报官员肖恩·贝恩说：“芬太尼改变了

一切，它已经充斥了市场。”

“美政府对大麻产业的监管不
力令人感到震惊”

大麻具有成瘾性，是联合国禁毒公约中被管制的麻醉药

品。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颁布《管控药物法》，大麻被列为联

邦一级管控物质。但随着医用及非医用大麻在美国多州陆续

放 开 ，推 进 大 麻 合 法 化 悄 然 兴 起 ，越 来 越 多 青 少 年 成 为 受

害者。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2022 年 8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2021 年，美国年轻人对大麻和致幻剂的使用达到历史最高水

平。该研究院收集了 2021 年 4 月至 10 月的调查数据，结果显

示，此前的一年内吸食过大麻的年轻人比例达 43%，11%的年

轻人每天吸食大麻，较以往呈明显上升。滥用致幻剂的数据

同样触目惊心，8%的美国年轻人在调查日期的过去一年内使

用过致幻剂，而 2011 年这一数据仅为 3%。

美国民众越发担心，一些年轻人正日益养成吸食大麻这

一危害性极强的恶习。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网站的公开

信息显示，近四成美国高中生长期使用大麻。有研究显示，美

国使用大麻的年轻人比同龄人更可能从高中或大学辍学。

英国《每日邮报》网站不久前报道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等大麻合法化地区，大麻使用量激

增，“当大麻出现在商店货架上时，年轻人使用大麻出现爆炸

式增长”。该报强调：“如今美国的大麻销售额已达 300 亿美

元，美政府对大麻产业的监管不力令人感到震惊。”

在美国，当局禁止酒精与烟草公司向年轻人出售其产品，

而大麻商家却使用卡通封面包装大麻进行售卖，以吸引年轻

人。研究发现，在大麻合法化的州，青少年使用比大麻更强效

毒品的频率更高了。

美国一名业内人士透露，美国大麻行业不断壮大，近年来

游说联邦政府的力度也在加大。美国网站“公开的秘密”数据

显示，2018 年至 2021 年，美国一些大麻及制品相关企业、行业

协会等花在政治游说上的钱累计达 1540 多万美元，近 3 年年

均花费是 2016 年的 10 倍。业内人士预计，美国大麻市场在

2030 年将达到 650 亿美元。

“折射出美政府社会治理的失败”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前副部长、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

卫生学院教授高京柱表示，当前美国毒品和药物滥用是最具

破坏性的公共卫生灾难之一。除造成沉重的公共卫生负担

外，还将导致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失业、逃学、家庭破裂等。新

冠疫情掩盖了这一危机，也放大了这一危机。这场危机似乎

没有得到遏制，急需紧急、统一、全面的应对措施。“这场危机

是美政府多系统（对毒品和药物滥用）监管失败的反映。”高京

柱说。

曾任白宫国家禁毒政策办公室主任的迈克尔·博蒂切

利表示，越来越多致命毒品进入市场，毒品和药物滥用问题

越来越严重，毒品吸食过量的情况以及给社会带来的灾难

令人心碎。“在担任白宫国家禁毒政策办公室主任期间，我

目睹了既不基于科学也不基于证据的毒品和药物滥用管制

政策的后果”，目前美国针对毒品和药物滥用问题的管制工

作“做得很少”。

美国智库曼哈顿政策研究所不久前刊文指出，近年来，死

于毒品和药物滥用的美国人急剧增加，每年超过 10 万人。美

国政府的决策者们必须集中精力限制芬太尼等非法阿片类药

物的数量，以更好地保护公众健康。不幸的是，在美政府发布

的国家毒品管制战略中，几乎看不到政府在抗击这场最大公

共卫生挑战之一时本应展现的重要作用。放任毒品和药物滥

用愈演愈烈，“折射出美政府社会治理的失败”。

专家指出，利益集团是美国毒品和药物滥用问题“死结”

难解的重要原因。美国政府的不作为与高昂的利润以及政治

献金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高京柱表示，阿片类药物制造

商对政客的捐赠持续影响着政府决策。离开美国司法部缉毒

署等政府监管机构的官员经常加入制药企业，政商勾结的“旋

转门”问题导致毒品问题的解决陷入死循环。

（本报华盛顿 1月 5日电）

美国毒品和药物滥用问题“死结”难解
本报记者 李志伟

去年 12 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上

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50 个基点到 4.25%
至 4.50%之间。这是 2022 年内美联储连续第

七次加息，2022 年成为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

总体加息幅度最大的年份。美元是国际核心

货币，美国在制定货币财政政策时只顾自身

眼前利益，恐进一步拖累世界经济复苏。

新冠疫情发生后，2020 年，美国政府出

台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刺激政策造成美元严重

超发，为通胀走高埋下隐患。乌克兰危机后，

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发起大规模制裁，全

球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尤其是能源与食品价

格攀升，进一步推高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通

胀水平。2022 年以来，美国通胀水平长时间

维持在历史高位，民众生活和经济秩序被扰

乱。美联储试图通过激进加息来控制通胀，

但市场普遍认为，美国通胀势头短期难以逆

转，通胀率仍将在一段时间内高于美联储设

定的 2%长期通胀目标。

美联储货币政策持续收紧产生一系列不

良影响。其一，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可能性进

一步增加。美国经济尚未走出疫情阴霾，增

长基础并不牢固。美联储连续加息将导致整

个经济体系融资成本大大增加。回顾历史，

2007 年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就是美联储

自 2004 年至 2006 年连续 17 次加息引发次贷

危机，进而造成美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危机，

并最终发展为经济危机。目前，在连续加息

之下，美国部分地区的 30 年按揭利率已上升

到 7%以上，抑制了美国房产交易。

其二，世界经济面临严峻增长压力。美

国货币政策通常是全球货币政策的风向标。

美国利率保持高位及继续加息，一些国家不

得不跟进，这将进一步推高全球利率水平，给

世界经济增长形成压力。

其三，全球金融风险增大。一是股市风

险。以美国为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标

准普尔 500 种股票指数均震荡下行。欧洲、

日本和其他主要股票市场也表现为下跌行

情。二是汇率风险。在美联储加息之下，其

他国家货币相对美元呈贬值态势。不少国

家汇率大幅波动，诱发资本外逃。三是债务

风险。美联储及其他主要经济体加息，导致

各国债务成本以及利息支出大幅增加。广

大 发 展 中 国 家 和 新 兴 经 济 体 抗 风 险 能 力

相 对 更 弱 ，其 金 融 经 济 体 系 将 会 受 到 更 大

冲击。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在报告中警

告：“以美国为首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央行继续

加息和出售资产造成企业借贷成本不断上

升，发达经济体应改变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方向，避免全球经济遭受比 2008 年国际金融

危机和 2020 年新冠疫情更严重的损失。”作

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和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核

心国家，美国应采取负责任的经济金融政策，

加强货币政策的多边沟通和协调，把控好政

策外溢效应，避免向全世界输出通胀和经济

衰退风险。

（作者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教授）

美联储加息推高全球金融风险
宋国友

巴西发展、工业、商业与服务业部 1 月 2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该国贸易顺差增至 623 亿美元，创 1989 年此项统计开始以来的最高纪

录。图为 1 月 4 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瓜纳巴拉湾拍摄的一艘集装箱货轮。 新华社记者 王天聪摄

新加坡贸工部近期推出绿色经济监

管创新倡议，支持企业把握新的绿色发

展契机，开发绿色产品与服务，为全球气

候行动作出贡献。

近年来，为加速绿色经济发展、鼓励

相关领域创新，新加坡多个政府部门不断

加强整体协作，绿色经济监管创新倡议就

是其努力成果之一。该倡议整合了不同

监管机构现有的各项企业发展支持项目，

帮助企业节省了前往不同机构咨询或寻

求协助的时间及精力，以便企业在更短时

间内确定发展项目的可行性，极大便利了

那些需要跨机构服务的项目。

根据这一倡议，企业可通过一站式

平台提交项目计划书，相关机构将在 30
天内给出审查意见。部分可行性更强、

更具潜力的计划书会得到快速评估，其

提出的概念、计划等会更快得到试验，一

旦成功会作为新的绿色解决方案被正式

推出。目前，绿色经济监管创新倡议共

涵盖 8 个关键领域，包括碳服务和交易、

循环经济、电动汽车、能源产业、可持续

航空和海事、可持续旅游等。

新加坡政府致力于促进绿色发展。

2021 年 2 月，新加坡政府公布了“2030 年

新加坡绿色发展蓝图”，制定了未来 10
年的绿色发展目标，绿色经济是重点发

展领域之一。新加坡政府希望进一步推

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打造经济增长和扩

大就业的新引擎，并寻求更加注重节能

减排的新投资。

为鼓励绿色经济领域创新，新加坡

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激励措施。新加坡国

家环境局推出“能源效率基金”，支持企

业采用节能技术，提供的津贴最高可达

成本的 70%。通过该基金，新加坡一家

钢铁制造企业换上了更节能的空气压缩

机，每年可减少约 48 吨碳排放、节省成

本超过 3 万新加坡元（1 美元约合 1.3 新

加坡元）。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启动规模

达 1.8 亿新加坡元的企业可持续发展计划，同企业、商会和政

府其他机构合作，通过举办受津贴补助的培训工作坊、在产品

和服务创新等方面给予协助、优化绿色融资渠道等，帮助新加

坡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抓住绿色发展

新机遇。据估计，这项计划至少将使 6000 家企业受益。

新加坡还积极鼓励企业推动绿色创新。新加坡国家发展

部、能源市场管理局、金融管理局等多个政府机构推出了专门的

支持计划，鼓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并积极实践，为企业实施创新

方案创造环境、提供资金支持并在特定条件下放宽监管要求。

为更好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新加坡政府致力于打造绿色

金融中心。2021 年，新加坡政府和金融业合作推出绿色贸易

融资标准，2022 年又出台绿色债券框架，发行首个政府绿色

债券。新加坡计划在 2030 年前发行总额高达 350 亿新加坡元

的绿色债券，资助公共领域的绿色基础设施项目。新加坡贸

工部部长颜金勇表示，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国家和企业发展计

划，是新加坡保持长期竞争力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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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等媒体不久前进行的一项联合调查显

示，澳大利亚医保系统存在漏洞，医保支付系统内的不当计

费、错误付款等问题难以被发现，导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每年

损失达 80 亿澳元（1 美元约合 1.48 澳元）。

调查发现，不当计费情况广泛发生于澳大利亚医疗部门。

例如，有的医生伪造患者病历并开具假账单，有的医生对患者

进行过度治疗，还有的医生向老年护理院的死者开具假账单

等。据估算，这些损失占到了澳大利亚医保年预算的近 30%。

澳大利亚卫生部前部长普利伯塞克认为，这一调查结果令人震

惊，“我们需要严厉打击不法分子，让其受到法律制裁”。

澳大利亚医保问题专家玛格丽特·福克斯表示，几十年来

澳大利亚医保系统内一直存在欺诈和浪费问题，且数额越来

越大。澳大利亚每年发生的医保索赔案件不计其数，其中大

量的单笔索赔额都在 100 澳元以下。她本人也经常发现客户

的账单存在问题，甚至她个人的医保记录也被造假过，包括没

有接受过的医疗服务被列上、治疗时间被多算等。曾任澳大

利亚医保监督机构“专业服务审查”负责人的托尼·韦伯表示，

他曾向联邦卫生部门表达担忧，但最终仍是不了了之。

澳大利亚政府官员比尔·肖顿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

医保系统的“支付诚实性”被忽视了，未来政府将投入更多资

源，实施更严格的监管，系统打击这类欺诈活动。

（本报堪培拉 1月 5日电）

澳大利亚医保系统存在漏洞
本报记者 陈效卫

据 新 华 社 巴 西 利 亚 电

（记者卞卓丹）巴西新一任总

统卢拉日前集中签署了多项

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行政法令，

其中包括恢复亚马孙基金运

作、遏制非法采矿、打击滥伐

森林等内容。

在 1 日下午宣誓就任巴西

总统后几小时内，卢拉在其内

阁的就职仪式现场签署了上

任后的第一批行政法令。

根 据 最 新 行 政 法 令 及 其

解释性文件，巴西新一届政府

将 恢 复 被 长 期 搁 置 的 亚 马 孙

基金的运作，“允许使用 33 亿

雷亚尔（约合 6.2 亿美元）的国

际 捐 款 来 打 击 亚 马 孙 地 区 的

环境犯罪”。

亚 马 孙 基 金 成 立 于 2008
年，旨在保护亚马孙地区的雨

林和生态环境，它为减少森林

滥 伐 和 监 测 生 物 群 落 的 项 目

提供资金，其最大捐助国为挪

威 和 德 国 。 该 基 金 的 合 议 机

构于 2019 年被当时的政府解

散，此后一直处于闲置状态。

在新内阁就职仪式现场，

卢拉还签署了其他几项法令，

废 除 上 届 政 府 对 在 原 住 民 保

护 区 等 地 的 非 法 采 矿 放 松 管

理的措施，加大对在亚马孙地区、稀树草原

和其他一些生物群落生存地区滥伐行为的

遏制，并要求环境部在 45 天内为国家环境

委员会制订新的相关法规，以保护生态涵

养区、红树林保护区及水库周边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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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去年 11 月商品进出口额环比均下降
新华社柏林 1月 5日电 （记者朱晟、张雨花）德国联邦统

计局 5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工作日和季节调整后，2022 年 11
月德国商品出口额和进口额环比分别下降 0.3%和 3.3%，为进

出口额连续第三个月均环比下降。

数据显示，当月德国商品出口额和进口额同比分别上升

13.3%和 14.7%。此外，当月德国对欧盟成员国出口额和进口

额环比分别下降 0.4%和 5.8%；对欧盟以外国家和地区出口额

和进口额环比分别下降 0.1%和 0.8%。

德国批发和外贸协会负责人迪尔克·扬杜拉当天在一份

声明中表示，德国外贸仍在继续下滑，持续高涨的能源价格依

然是主要负担，需要通过大规模投资来加强德国的商业地位。

伊拉克2022年原油出口收入超1150亿美元
据新华社巴格达 1月 4日电 （记者董亚雷、凡帅帅）伊拉克

石油部长哈扬·阿卜杜勒·加尼 3 日表示，初步统计数据显示，

2022年伊拉克原油出口收入超过 1150亿美元。声明说，2022年

伊拉克原油出口量超过 12亿桶，日均出口量约为 332万桶。

伊拉克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中第二大产油国，原

油出口收入占该国财政收入的 9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