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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8 月 4 日，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声
明，对也门交战各方同意把现有停火协议再延
长2个月的决定表示支持。声明称，希望各方
能抓住这一时机，实现全面停火，以达成一项
包容性、全面的政治解决方案。

停火再度延期

美联社报道称，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
格伦德贝格日前宣布，也门交战各方已同意在
相同条款下将停火协议再度延长至10月2日。
也门目前受国际承认的哈迪政府和胡塞武装还
承诺，双方将进一步谈判，以期尽早达成“升级
版停火协议”。

当前的停火协议于今年4月2日由也门冲
突各方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为期2个月，6月2
日首次到期后交战各方一致同意将协议期限延
后2个月。格伦德贝格的声明指出，“升级版停火
协议”将在现有协议基础上新增多项内容，涵盖
荷台达港口燃料供应和流转保障、公务员薪资
及公民养老金发放机制等议题。该协议若能达
成，将为也门冲突各方就进一步实现全国范围停
火和促进经济发展等核心问题进行谈判提供机会。

和解成为共识

自2014年也门内战爆发至今，也门局势
一直反反复复，此前多项停火协议都因交战

各方缺乏互信而沦为一纸空文。分析认为，
此次协议得以两度延期，很大程度上是自去
年沙伊和谈以来中东“和解潮”的延续。

“近两年，全球经济下行和新冠肺炎疫情
的双重冲击让阿拉伯国家认识到，以对话而非
对抗的方式解决内外部纷争，对构建中东新秩
序、推动地区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北京
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院长刘欣路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指出，去年以来，包括沙特在内的多
个阿拉伯国家同伊朗关系出现明显改善，这也
促使受沙特支持的也门哈迪政府与受伊朗支
持的胡塞武装的关系出现转机。

此外，受俄乌冲突影响，全球粮食供给不
足，包括也门在内的多个阿拉伯国家面临严峻
的粮食危机。半岛电视台近期报道援引联合国
官员的消息称，当前也门有超过2/3的民众迫
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长期内战以及经济崩溃
正将也门民众推向饥荒的深渊。

“在粮食安全受到极大威胁的情况下，继
续战争对也门冲突各方来说都是难以负荷的
选择。”刘欣路指出，各方都在释放善意信
号，这既是客观条件下的无奈之举，也体现
了各方对和平的迫切渴望。

和平尚需时日

据报道，一些也门政治人士认为，本次
人道主义停火已经成功进行了4个月，是也门

7年战乱中最长的一次，人们因此再次看到了
和平的曙光。

“此次停火协议两度延期，在也门迈向和
平的进程上具有重要意义。”刘欣路认为，推动
也门实现全面停火，将为阿拉伯国家进一步
加快工业化进程、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营造一
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但同时应认识到，也门
南北双方在资源分配等方面的利益诉求存在
难以弥合的长期分歧，至今尚未消失，冲突
各方就哈迪政府和胡塞武装的合法地位之争
也久悬不决，也门实现全面停火仍然面临多
重阻碍。

专家分析称，哈迪政府和胡赛武装各自
掌控也门南北部分地区，导致国家长期分
裂。实际掌控也门更多地区的胡塞武装从未
获得国际社会对其合法性的认可，而受国际
承认的哈迪政府则屡遭胡塞武装的攻击，这
导致也门国内的国家认同感脆弱不堪。

此外，曾于2020年底与哈迪政府共同组
建也门联合政府的南方过渡委员会，近年来
不断指责政府的不作为和腐败无能，并打出
自治口号。围绕权力的争夺使也门南部派系
对立严重，给也门和平进程蒙上阴影。

“还需注意的是，对峙双方背后的沙特和
伊朗，出于维护边境安全和保持地区话语权等
目的，不会轻易放弃在也门的这场代理人战
争，这同样为也门实现全面停火带来变数。”刘
欣路说。

也门距离全面停火还有多远？
杜 珂

穿过崇山、跨越江河，中老铁
路开通运营8个月以来，为中老两
国及周边地区架起一座开放合作的
陆上桥梁。如今，中老铁路客货运
输两畅旺，带动沿线产业热潮涌动，
已成为连通区域发展的黄金动脉。

中老铁路运力十足，国际物流
通道作用不断增强，为中老经济走
廊建设提供可靠运力支撑。从运输
时效看，全长 1035 公里的中老铁
路，货运列车全程最快仅需 30 小
时，运输成本下降 40%至 50%。从
运输能力看，截至8月2日，中老铁
路累计发送货物600万吨，其中跨
境货物106万吨。从服务质量看，
中老铁路货运品类从开通初期的化
肥、橡胶等100余种，拓展至电子、
光伏、通信、汽车、果蔬、鲜花等2000
余种，仓储物流、冷链运输等新业态
加速发展，跨境货物承运能力进一
步提升。

中老铁路拉动力十足，对两国
沿线经济辐射效应持续显现，助力
中老两国民众同乘致富列车。中老
铁路开通后，老挝农产品迎来出口
新机遇。据老挝工贸部“老挝贸易
网”日前发布的数据，老挝木薯粉今
年上半年出口2.5亿美元，成为老
挝头号出口农产品，吸引更多老挝
农民开始种植木薯，以满足出口需
求。与此同时，中老铁路沿线旅游
业也迎来发展春天。截至 8 月 2
日，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554万
人次，其中中国国内段 484 万人
次、老挝段70万人次。7月暑期旅
游旺季，中国国内段途经的云南普
洱、西双版纳等地游客数量呈“井
喷”态势，中老铁路全线单月发送
旅客 145 万人次，达到历史最高
值，日均4.6万人次。

中老铁路活力十足，互联互
通效应日益凸显，为中国—东盟
经贸往来注入新动能。中老铁路
向西连接西部陆海新通道，向北
与中欧班列多个物流集散中心相
连，向南打通中国和南亚、东南亚
国家经济通道，延长线空间广阔。
目前，中国已有21个省（区、市）开
行了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货物
运输覆盖老挝、泰国、缅甸、马来西
亚、柬埔寨、新加坡等10多个“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近期，中
国海关部门正探索推进中老铁路
应用“铁路快通”模式，简化通关手
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与此同
时，中国铁路部门也在积极推进“澜湄快线+跨境电商”

“中老铁路+中欧班列”等国际运输新业态、新模式，增强
中老铁路辐射效应和跨境货运能力。

中老铁路畅通运行，为越来越多沿线国家和地区
带去发展新契机。7月1日，中老铁路万象南站换装场
正式建成投用，首批跨境集装箱货物在此完成换装作
业后，驶向泰国林查班港，这标志着中老泰铁路迈向
互联互通新阶段。该换装场投用后，从中国昆明到泰
国林查班港间的运输时间缩短1天左右，运输成本减少
20%以上，预计每年可吸引泰国30万吨以上的农副产
品、橡胶等跨境货物通过中老铁路运销沿线。法国

《费加罗报》称赞中老铁路正帮助老挝成为东南亚物流
枢纽。

联通和发展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要义，也是东
南亚国家的共同期待。中老铁路以通道促物流，以物流
促经贸，贯通南北，连通区域，成为中国同东盟国家共建

“一带一路”的生动写照，也为全球范围内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树立了典范。随着中老铁路不断延长开放合作
之路，中国与东盟还将书写更多互利共赢新篇章，为稳定
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多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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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比利时埃诺省布吕热莱特的天堂动物园举
行活动，为在这里出生的大熊猫“宝弟”和“宝妹”庆祝3
岁生日。2019年8月8日，中国旅比大熊猫“好好”产下
龙凤胎“宝弟”和“宝妹”。

图为在天堂动物园，观众观看大熊猫“宝弟”（左）、“宝
妹”享用它们的生日大餐。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

“旧酒”装进“新瓶”

综合美媒报道，《通胀削减法案》长达
755 页。从具体内容上看，法案将增加政
府支出合计4300亿美元，同时创造近7400
亿美元的财政收入。在政府支出中，创纪
录的3690亿美元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目标
是到 2030 年将碳排放量减少 40%；640 亿
美元用于降低处方药的价格。同时，法案
还授权联邦医疗保险在未来10年就100种
药物的价格进行谈判，以推动处方药定价
改革。在税收领域，法案将对大型公司征
收15%的公司最低税、对收入在40万美元
以上的人群收税，并斥资800亿美元用于
提高美国国税局的税收执法能力。在参议
院此前的谈判中，民主党议员还增加了一
项针对股票回购的税收。

分析指出，拜登政府推出《通胀削减
法案》的主要目的，可概括为“一升一降一
增”，即通过“升”税来降低联邦政府财政赤
字；通过“降”医疗成本来减轻通胀对部分
人的影响；通过“增”补贴来鼓励新能源和
新能源车的发展，以应对高油价带来的通
胀问题。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
参议员查克·舒默指出，“推出关于应对气
候变化和改善民生的经济立法，是拜登政
府一直在推进、但过程艰难的一项事业。”

尽管《通胀削减法案》被一些民主党政
客包装为当下应对通胀的‘良方’，但事实
上，该法案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是拜登
政府 2021 年提出的《重建美好未来法案》

“缩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所副研究员肖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
出，《重建美好未来法案》最初版本总价高
达 3.5 万亿美元，但因规模过于庞大，遭
到以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曼钦为代表的民
主党温和派的反对。2021年11月，缩水至
1.75万亿美元的一揽子支出计划框架在民

主党主导的众议院获批，但在参议院受
阻。之后，曼钦更是公开批评该法案在财
政上“不负责任”。今年7月，随着美国通胀
持续高企和国会中期选举临近，民主党在
压力下达成内部妥协，法案经改头换面后
重新被提上议程，主要聚焦于削减通胀议
题，资金规模也大幅缩水。

凸显政治极化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美国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一直维持高位，且
呈上升趋势，6月份达9.1%。7月份，通胀
小幅回落至8.5%，但仍处于历史高位。在
高通胀急需“降温”的背景下，这份听起
来似乎直中要害的《通胀削减法案》，却并
未在国会一呼百应。

综合路透社等外媒报道，此前《通胀
削减法案》交由参议院表决时，议程耗时
近 27 个小时，可谓一场“马拉松”。在民
主、共和两党在参议院各占 50 席的情况
下，兼任参议院议长的民主党籍副总统哈
里斯投下关键一票，打破了 50 比 50 的僵
局，最终促成法案勉强通过。众议院投票
时，在民主、共和两党席位分别占 220、
210 席的情况下，法案也是以十多票的较
小优势获得通过。

“从投票结果上看，《通胀削减法案》凸
显美国严重的政治极化现象，国会议员对
法案的意见明显以党派划线。”肖河指出，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民主党提出的这份法
案几乎没有得到跨党派支持。这就意味
着，在参议院表决中，民主党必须争取到
每一个议员的支持，否则法案就会“流
产”。对于持反对意见的部分民主党温和
派议员，法案都作出了单独妥协。

综合外媒报道，参议院民主党在推进
《通胀削减法案》一揽子方案时，遭遇了共
和党人设下的“减速带”。例如，共和党议
员就立法中对大型公司征税15%的条款提

出一项修正案，希望将一些私募股权公司
及其所有的企业从征税范围中剔除出去。
最终，该修正案在温和派民主党人西内马
等6名民主党人的支持下得以通过。

分析人士指出，“妥协”是《通胀削减
法案》的底色。在参议院投票中，民主党
人唯有通过被称为“预算调节”的方式，才
能回避参议院冗长辩论需要的60票要求，
在共和党人全员反对的情况下通过提案。
相应地，这一策略要求民主党内部绝对的
团结。

“整体上看，《通胀削减法案》是拜登
政府在华盛顿政治丛林中不断进行勾
兑、平衡、妥协后的产物。”中国人民大
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美国
研究中心秘书长刁大明向本报记者指出，

“法案更名为‘应景’的‘通胀削减’，还在
清洁能源、气候变化、税收议题上做出
较大调整，如缩减清洁能源经费和减排
项目、延长减排规划时间表等，以确保
民主党内温和派的支持，同时给对通胀
不满的选民一个交代。”

实际效果存疑

《通胀削减法案》在参议院“惊险过关”
后，拜登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法案将
降低处方药、医保和能源价格，这是“美
国人民的胜利、特权阶级的损失”。作为法
案主要推手的舒默也不吝赞誉之辞：“法案
将成为一个‘转折点’。”

然而，这项法案将会产生多大实际影
响，仍然有待观察。专家分析认为，该法
案并不能完全解决当前美国的通胀，更像
是民主党为应对中期选举拉高支持率而推
出的“宣传口号”。

刁大明指出，在中期选举临近之时，
拜登政府推出《通胀削减法案》有一定政治
考量。民主党试图对选民最关心的通胀问
题做出一个反馈，以减少来自共和党方面

的批评和压力。但是，这份所谓的《通胀
削减法案》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迷惑性。
比如：法案中的增税举措能够增加联邦政
府的财政收入，但是并不能直接促使资金
流入实体经济，刺激消费品生产，也不能
有效缓解美国迫在眉睫的高通胀问题。即
使税收杠杆能够塑造一些市场行为，那也
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
部长、研究员张茉楠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分析，眼下，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而民
主党在支持率上并不占有优势。拜登政府
强推一系列法案，试图为选举加分。但
是，一旦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拜登
或成“跛脚总统”，其施政构想将受到极
大掣肘。《通胀削减法案》能否实际落地、
能执行多久，目前看都是未知数。

值得注意的是，《通胀削减法案》还针
对汽车供应链做出规定：2023年以后，使
用含中国电池零部件的汽车将无法获得补
贴，而来自中国的某些关键矿物也将面临
采购限制。替代方案是逐步采用来自北美
的电池组件。代表主要汽车制造商的组织

“汽车创新联盟”近日警告称，根据该法
案，只有在北美组装的汽车才有资格获得
该优惠，一旦法案生效，现有的大多数电
动汽车车型将无法获得7500美元的税收抵
免。此项规定将危及美国2030年实现电动
汽车销量占比达到40%至50%的目标。

张茉楠指出，美国近期通过的《芯片
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都在围绕
供应链做文章，试图通过这些强制性手
段，使制造业回流美国。“美国打着‘削减
通胀’的旗号，却在破坏基于比较优势的
国际分工，严重损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格局和经济全球化进程。这不仅不能解
决美国国内通胀问题，还将提高生产成
本，进一步抬高美国及全球通胀水平。
跨国公司和市场是用脚投票的，人为进
行‘脱钩’‘断链’的做法是不理智的、也
是无效的。”

《通胀削减法案》真能削减美国通胀吗？
本报记者 李嘉宝

据美媒报道，8月12日，美国国
会众议院以220票赞成、207票反对的
结果，通过了民主党提出的《通胀削
减法案》。该法案总计开支约4300亿美
元，内容涉及气候、医保、税改等。
此前，法案已在国会参议院获得通
过。下一步，经美国总统拜登签署
后，法案将正式生效。

今年以来，高通胀的阴云始终笼
罩在美国经济上空，屡创40多年来新
高。《通胀削减法案》被一些美国政客
称 为 “ 近 十 年 来 最 重 要 的 立 法 之
一”。有分析指出，从其具体内容和出
台过程分析，这份被冠以“通胀削
减”之名的法案，究竟能在多大程度
上做到“名副其实”，恐怕还要打上一
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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