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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近日公布最新
数据显示，受新冠肺炎及合成阿片类药物用
药过量等因素影响，2021 年美国人均预期寿
命从 77岁降至 76.4岁。这是美国人均预期寿
命连续两年下降。美疾控中心同时指出，
2021 年，因吸食冰毒和可卡因而死亡的人数
大幅增加，用药过量死亡可能涉及多种毒品。

长期以来，毒品泛滥一直是美国社会难
以根治的痼疾，由此导致的死亡人数触目
惊心。仅2021年，美国就有约11万人死于吸
毒过量，其中2/3是因为滥用芬太尼。而在过
去20年里，美国毒品致死人数足足增加5倍。

美国毒品泛滥成灾，是政治制度、经济
利益、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盘错交织的结
果。事实上，数以百万计的药物成瘾者是在
美国法律构建的框架下合法“吸毒”。这一令
人惊愕的现实，根源正是美国政治体制纵容
之下的政商勾结。

2022年2月，由美国国会议员、专家和联
邦机构官员组成的跨党派机构“打击合成阿
片类药物贩运委员会”发布 《最终报告》
称，美国芬太尼及其他合成阿片类药物滥
用，起源于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
于 1995 年批准使用阿片类止疼药奥康施定。
奥康施定及其他阿片类药被错误宣传成一种
简单、不上瘾的止疼药，导致药店大力兜
售、医师滥开处方，数百万美国人因此药物
成瘾。直到 2020年，奥施康定制造商普渡集
团才承认由全美多州受害者发起集体诉讼提
出的指控，同意赔偿 83亿美元，并随之宣告
破产。

然而，一家巨型药企的倒下，并不意味
着美国就此打赢了“禁毒大战”。恰恰相反，
时至今日，美国制药商仍能取得美国食品药
品管理局的药品批准书，经销商们继续向药
房和医院合法贩售阿片类药物，“患者”们也
心照不宣地使用所谓“止疼药”。这背后，是
美国利益集团持续不断的“金钱攻关”以及
美国相关监管部门的“默许”。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显示，自 1971
年以来，美国在打击毒品犯罪上已经耗费1万
亿美元。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宣称要严控毒
品，但在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下，并未采取
实质性举措，甚至在推进毒品合法化道路上
越走越远。

2022年4月，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大麻在
全美范围内合法化，并取消对拥有或分发大麻者的长期刑事处
罚。舆论认为，此举意味着美国朝大麻合法化又迈出了关键一
步。此前，俄勒冈州等 10 多个州已经实现非医用大麻合法化。
许多专家指出，将大麻这一极具迷惑性的入门级毒品合法化，
会导致青少年更加容易获得并吸食，进而更易毒品成瘾，引发
严重社会问题。

美国滥用毒品现象有增无减，已经产生家庭危机、暴力犯
罪、代际贫困加剧、种族歧视加重、儿童心理创伤等一系列问
题，使其社会面临严峻挑战。医学期刊 《柳叶刀》 一项研究预
计，未来 10 年，美国可能将有 120 万人死于吸食毒品过量。美
国医学会董事会主席博比·穆卡马拉疾呼，美国政府应当采取行
动，修改导致滥用毒品的相关法规，“否则将会有更多人死亡，
更多家庭遭受本可避免的悲剧”。

面对美国社会如此之深的“中毒”症状，某些美国政客非
但没有积极找寻“解毒”之策，反而打起“甩锅”的太极，编
造所谓“美国芬太尼来自他国”的荒谬言论，妄图“内病外
治”。好在美国国内不乏清醒的声音。如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
发布报告所言，打击外国毒品供应无法根本扭转美国国内毒品
滥用恶化形势，只有美国自身采取预防、治疗、减害等一系列
减需措施，才能有效应对毒品流行并减少其破坏性。美国政客
如果一心只想“碰瓷”他国，而不真正对症下药，只会让更多
美国民众沦为致命之“毒”的牺牲品。

草率通过引批评

2022 年 12 月 23 日，美国国会众议
院以 225 票赞成、201 票反对的表决结
果批准 2023 财年综合拨款法案，以确
保联邦政府有足够资金运转到2023年9
月底。表决结果基本按党派划线，仅 9
名共和党人“倒戈”投赞成票，1名民
主党人“投敌”。前一天，该法案在参
议院艰难通过。因担心该法案走完送签
流程时间不足，或将导致 2022 年 12 月
24日零时联邦政府因资金问题停摆，众
议院 2022 年 12 月 23 日还批准了一项临
时拨款法案，并已提交拜登签署生效。

2023财年综合拨款法案包括在国防
项目上的 8580 亿美元预算以及在非国
防、非退伍军人相关项目上的 7725 亿
美元预算。其中，国防项目支出较上一
财年增加近10%，非国防项目支出增幅
约为6%。该法案还包含总额450亿美元
的对乌克兰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
资金，向从自然灾害中恢复的地区提供
约 380亿美元援助，并塞进了针对低收
入美国人的退休计划和医保改革、选举
计票法改革、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禁
止在美国政府数字设备下载 TikTok 等
内容。

火急火燎通过的巨额法案，引燃美
国众议院两党议员的批评“炮火”。即
将卸任的美国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
洛西称，“该预算案数目大是因为我们
国家需要这些资金，该预算案是真正为
了美国民众”。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共
和党人麦卡锡则猛烈抨击这项立法及其
起草过程，称这是“对每一个美国选民
的耳光”。他认为，该预算案“花费过
多”，且基本没有涉及非法移民、药物
危机等重要问题，只会让美国边境移民
危机更糟糕、让通货膨胀更严重、让联
邦政府更混乱。

艾奥瓦州众议员兰迪·芬斯特拉称

该法案为“怪物”，指责法案“延续了
国会不计后果的支出和政府浪费的令人
遗憾的传统”。俄克拉荷马州众议员凯
文·赫恩表示，国会投票决定花费这么
多纳税人的钱，“议员们甚至没有足够
的时间阅读该法案，这正是美国人对其
政府的信任度如此之低的原因。”部分
共和党议员认为，该预算案中向乌克兰
提供援助数目“过于巨大”，这些资金
理应用在解决美国国内问题。

法案内容显分歧

连日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新
财年支出规模、疫情期间一项强制遣返
移民措施是否存续等焦点问题存有巨大
分歧，相互攻讦不断。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综合拨
款法案主要用于支持美国政府一个财年
内的正常运转。每年年末国会辩论综合
拨款法案是两党斗争最激烈的“年终大
戏”。尤其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的综合
拨款法案，实质体现了新一届国会与老
一届国会的权力博弈。历史上，美国国
会曾多次出现综合拨款法案无法如期通
过，联邦政府不得不“关门”的情况。
此次两党最终通过法案，反映了两党主
要成员希望展现美国团结的共识，尤其
在当前国际形势较为严峻、美国国内经
济下行的背景下。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
究所副研究员张帆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指出，近年来，在法案通过时效的
最后时刻发布综合拨款法案，是国会
领导层经常采取的策略。国会领导层
希望借此“倒逼”参众两院迅速推进
法案批准流程。一些议员批评，批准
过程仓促草率、不公开、不透明。这
是两党对立背景下、国会领导层为加
大法案通过胜算采取的“下策”。但总
体来看，法案内容是两党高层充分讨

论、谈判协调后敲定的，这也反映了
国会领导层在法案制定过程中的主导
作用。

“美国 2023 财年综合拨款法案在第
117 届国会即将闭幕之际仓促通过，反
映了两党充分认识到通过综合拨款法案
的重要性——法案若无法通过，将导致
联邦政府机构和项目停止运转，损害政
府信用。民主党认识到，随着新一届国
会开幕，共和党控制众议院，民主党将
失去对新一届国会的整体控制权，国会
进入参众两院分治状态，民主党主推的
预算法案通过可能性较低，因此在这届
国会闭幕前的最后阶段，通过一项符合
两党共识的综合拨款法案对民主党而言
至关重要。”张帆分析，法案内容也反
映近年来美国两党在国会的政策意见分
歧。其一，财政预算是两党最根本的政
策理念分歧：民主党主张扩大开支，共
和党主张限制开支。其二，国防与非国
防领域开支分配是两党政策意见分歧的
重要体现：共和党主张增加国防开支，
民主党希望增加非国防领域国内政策开
支，包括增加贫困大学生奖学金、吸毒
预防和治疗预算、退伍军人医疗照顾、
受灾农民政策优惠等。

未来“扯皮”少不了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20年
前，国会山并没有节日季前“搞突击”
的传统。但随着党争加剧，各方对直到
节日季最后时刻才开始制定必须通过的
法案、像劫持人质一样逼迫对方妥协的
做法也就不再陌生。这时候，立法就像
给圣诞树挂礼物，附上大大小小与核心
议程不相关、却能互相取悦的内容。尤
其在国会即将“变天”时，“跛脚鸭式
自助餐”成为一种新常态。英国广播公
司也评论称：边缘政策的游戏已成为美
国政治的一个鲜明特征。

张家栋分析，2022 年 11 月举行的

中期选举中，共和党“拿下”众议院多
数席位，民主党保持在参议院的多数席
位，民主、共和两党未来两年里将分别
掌控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但两党的领
先优势都非常小。可以预期，两党全面
对垒的局面不太可能出现，但两党在参
众两院各自为政的情况可能降低立法效
率，增加法律通过的技术难度。

美国盖洛普公司日前发布的一项民
调结果显示，超过七成美国人不认可国
会工作表现；仅22%的美国人对国会工
作表现持肯定态度，持否定态度的人达
73%。尽管民主党将继续在参议院保持
微弱席位优势，但共和党控制众议院将
基本终结拜登政府立法议程在国会通过
的可能性。已脱离民主党的美国国会参
议员基尔斯滕·西内马表示，美国党派
制度出了问题，党派立场愈发僵化，政
客们更关注打压对手而不是改善民众生
活，让人失望。

据美国媒体分析，随着美联储继续
加息以控制通胀，2023财年美国财政赤
字预计超过 1.2 万亿美元。未来 10 年，
美国平均每年财政赤字预计达到 1.6 万
亿美元。此外，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
已突破 31 万亿美元，超过美国 GDP 总
量。美国分析人士频频建议，美国国会
应采取更负责任的方式控制财政赤字和
债务水平。

张帆分析，当前，美国面临严重通
胀问题，综合拨款法案中显著增加帮助
工薪阶层改善生活水平相关预算，同时
包含提供工资状况较好就业岗位、帮扶
中小企业、重建落后基础设施、投资可
再生能源、打击枪支暴力等内容，对社
会民生领域拨款力度较大，同时加大对
乌克兰援助，这都是民主党执政理念的
体现。

“与美国经济体量相比，综合拨款
法案金额有限，国防开支又占较大比
例，非国防开支主要用于联邦政府运行
开支，对改善美国经济走势的实际影响
较为微弱。”张家栋说。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室近日公开《自由·和平·
繁荣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最终版本，这是韩国政府首次
单独制定地区外交战略。专家分析指出，“韩版印太战
略”或将成为尹锡悦政府外交政策核心，后续影响还需
持续关注。

规划战略前景

韩联社报道称，韩国政府在2022年5月韩美首脑会
谈后着手酝酿“印太战略”，尹锡悦借 11月的韩国—东
盟峰会之机，公开“韩版印太战略”的“自由、和平、繁荣”
三大愿景和“包容、互信、互惠”三大合作原则。

“韩版印太战略”提出九大重点课题，包括建立基
于规则和规范的秩序；促进法治和人权合作；加强核不
扩散及反恐合作；扩大全面安全合作；扩充经济安全网
络；加强高新科技领域合作，消除地区数字鸿沟；主导
气候变化及能源安全领域的地区合作；增进有针对性的
发展合作伙伴关系，为地区发展做出贡献；增进相互理
解，促进人文交流。

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金圣翰称，与历届政府的地区
合作构想不同，该战略不局限于朝鲜半岛和东北亚问题
及经贸合作，将在双边、地区、全球性问题上积极作
为。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表示，这是韩国外交政策史的
分水岭，韩国将在朝鲜半岛之外规划战略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东北亚问题
专家李成日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韩版印太战略”显
示韩国外交政策三大变化趋势：首先，韩国外交中心领
域已从朝鲜半岛转移到印太地区；其次，韩国外交地理
范围扩大到北太平洋、东南亚、南亚等地区乃至全球；
最后，“韩版印太战略”或将成为尹锡悦政府外交政策
核心。

巩固韩美同盟

韩联社报道称，韩国总统尹锡悦自2022年5月上台
后奉行价值观外交，积极修复韩美同盟，力推外交安全

战略转型。总统室官员表示，尹锡悦政府将在执政第二
年在外交和安全领域进一步加强与美国合作，同时争取
韩日关系重回正轨。

专业人士分析指出，此次韩国推出最终版“印太
战略”，与新政府外交理念、国家定位转变、地区形势
变化以及美国要求有较大关系。尹锡悦政府不仅考虑
外交多元化和经贸多元化，而且把经济、安全、国防
等融入地区合作中，整合其对区域国家政策，为韩国
外交战略服务。

“韩美同盟是韩国外交关系核心。”李成日分析，
“韩版印太战略”强调在安全、经济、技术等领域进一
步巩固韩美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关系，相较此前“半岛同
盟”定位大幅提升。此外，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
架”“四方安全对话”及与北约合作，也是韩国多边外
交重点。

强调价值观外交

《韩民族日报》 报道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杰克·沙利文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政府欢迎韩国通过
新‘印太战略’，该战略反映美韩对地区安全及繁荣的
共同承诺”。但韩国国内有舆论对此表示担忧，质疑

“韩版印太战略”是否与以牵制中国为核心的美国对外
战略步调一致。韩国总统室高官对此表示，韩版印太战
略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包容”，该战略排除韩中合作的
说法与事实不符。

李成日分析，虽然韩国方面表示“韩版印太战略”
强调“包容”，不针对特定国家，但将自由、法治、人
权等普世价值当作韩国对外战略核心因素，九大重点课
题大部分涉及非传统安全领域，表明韩国侧重加强与美
国、日本等“共享价值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中韩两国
未来的合作空间将相对变小。

分析人士指出，“韩版印太战略”一方面将中国定
位为“主要合作国家”，一方面强调价值观外交，希
望降低对中国依赖以增强所谓“自主性”。韩国对华

“忸怩”状态对中韩关系的实际影响还须持续观察。

美国拨款法案引发激烈批评
本报记者 高 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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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众议院近日投票通过总额达
1.7万亿美元的联邦政府 2023 财年 （2022
年10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综合拨款
法案。这份金额巨大、篇幅冗长的法案长
达4000多页，却仅留给国会议员不到一周
的时间进行通读、辩论和投票。作为民主
党控制国会参众两院两年来的最后一个法
案，综合拨款法案被视作美国国会的“年
终大戏”。专家分析指出，法案反映美国民
主、共和两党利益博弈和妥协。随着新一
届国会开幕，美国两党纷争将更加激烈，
影响美国立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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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版印太战略”或成韩外交分水岭
黄晗奕

二
〇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
在
美
国
华
盛
顿
拍
摄
的

雨
中
的
车
辆
和
国
会
大
厦
。

新
华
社
记
者

刘

杰
摄

1 月 1 日，英国伦敦举行新年庆祝活动，
迎接2023年的到来。

上图：人们参加新年庆祝活动。
左图：一名儿童骑马参加新年庆祝活动。

新华社记者 李 颖摄

伦敦迎新年环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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