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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月 !"日，美国国会众议
院投票通过民主共和两党达成的 "#!$ 财
年和 "#!% 财年的联邦政府预算方案。协
议暂停了两党僵持已久的预算拉锯战，美
国政府有望在今后两年内避免重蹈“关
门”覆辙。

跳出僵局 迈向稳定

根据协议，未来 !# 年内美国财政赤
字将被削减 ""%亿美元，同时，在未来两
年内，政府将把自动减支规模削减 &'#亿
美元，由国防和非国防项目开支均摊，以
平衡因减赤机制被迫削减的支出。外媒评
论，此次预算协议虽规模不大，却可以成
为国会两党关系破冰的开端，使未来两年
的经济发展摆脱政治纷争带来的不确定
性，降低了信誉受损风险，让美国经济复
苏的步伐稳定下来。

本次协议是近年来罕有的两党意见一
致。事实上，胶着状态下的恶斗最终波及
的是民生开支和国防开支，若不及时暂停
这场“持久战”，两党最终会被各方人士
的批评声所淹没。白宫与参众两院的领导
人也充分给予了两党谈判的空间，没有做
出政治干预。因此，为夯实各自选民基础，双方都打算将
减支的“紧箍咒”放松，不愿在 "#!$ 年国会中期选举前
围绕预算议题反复争吵。种种原因导致这份“看似不可
能”的协议最终达成，也让忧心忡忡的美国民众吃了一
颗定心丸。对此，奥巴马赞其为“良好开局”；瑞安称协
议预示着他们正“朝着正确方向迈出坚实一步”；默里也
表示，协议有助于国会两党重建信任。

预算分歧 危险游戏

近三年来，民主党和共和党一直在政府预算计划上各
持一端，互不相让。虽然在高额的公共债务面前，两党都

努力做出削减财政赤字的姿态，但民主党主张增税不减
支，共和党主张减支不增税；民主党提出上调富人税率，
增加基础建设支出，反对削减社会保障，共和党则坚持通
过大幅削减社保项目支出来实现预算平衡。

今年 !# 月 ! 日起，由于两党的激烈博弈，预算方案
迟迟未能通过，致使联邦政府的非核心部门被迫关门 !&

天，引发一系列民众抗议，好几百人拆掉了国家纪念碑和
纪念园周围的隔离障碍，把其中一部分带到白宫，还打出
了批评总统奥巴马的标语。

政府停摆不光危及美国国内社会民生，更导致美国债
务逼近上限，影响全球股市变动，资金成本上升，甚至可
能波及各大经济体的正常发展。而政府停摆的直接原因便

是两党“互相反对”的预算分歧，这种由党
派争斗引发的后果，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产
生了政治厌倦，评论人士形象地称其为两党
“在财政悬崖上的危险游戏”。经济学家曾经
警告，若无法跨越这道悬崖，美国和全球经
济可能被拖入“二次衰退”的深渊。在各方
批评反对和美国经济逐渐复苏的双重解药
下，民主党和共和党终于“悬崖勒马”，放
下分歧，及时迈出妥协的第一步。

挣脱迷雾 !"退出？

由于金融环境收紧对住房市场和整体经
济的影响，以及财政政策可能引发的严重风
险，是否退出 () 曾让美联储内部纠结许
久。而今年的华盛顿政治“关门”和美国债
务违约风险似乎给它提供了一股推力。分析
人士推测，尽管协议不会让美国政府债务的
增长速度变缓，也不会提高债务上限，更不
会完全取代自动减支，但它可以让一两年内
自动减支的规模减少 !### 亿到 "### 亿美
元，而美联储在 !"月 !*—!+日的会议上削
减资产购买计划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大增。

近日达成的预算协议是对失业率的又一
波冲击，而失业率也是推出 () 的重要指

标。今年 *月，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曾表示，“委员们大部
分支持使用 *,的失业率作为终结资产购买计划的指标”。
而最新消息显示，美国今年 !!月失业率已触 *,之界。

费城联储主席查尔斯·普罗索曾表示，美联储应开始
缩减每个月购买 +%# 亿美元债券的量化宽松计划的规模，
让美国经济依靠自身力量稳定下来。还有专家称，强调平
稳的鸽派代表人物美联储副主席珍妮特·耶伦在未来登上
主席座时面临的第一道难题便是“如何平稳退出 ()”。

在新形势的推动下，() 背后所隐藏的短视性和不稳
定性逐渐暴露，随着今后预算协议的正式出台，相信不论
是鹰派还是鸽派，退出 () 已逐渐成为美联储的必然选
择。

美预算协议释放退出QE信号
杨 宁 武 玥

中美不是敌人，至少，在中国民众心中是这样

的。中美之间的关系最多算得上是竞争，但远远不

是敌对。

这是定于周四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的结

论。该报告由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相

关中国机构共同完成，历时两年多，研究对象包括

中美双方的军方代表、政府官员、商界精英、学

者、记者等。

《华盛顿邮报》 记者以 《研究发现，中国民众

不敌视美国，只是不信任美国政府》为题对该报告

内容进行了报道。这个题目有点意思，因为它似乎

说明，对于至少一部分美国民众而言，中美之间的

“敌视”应该是个默认值。

这样的“默认”似乎不够大气。事实上，报告

的数字也说明，那些潜意识里怀有“敌视”想法的

人有些“想多了”。报告指出，中美双方的大部分

被研究对象都认为，自己的国家应该在世界舞台上

扮演一定的领导角色。不过，持该观点的中国研究

对象比例为 $%,，而美国则高达 *$,。《华盛顿邮

报》记者还“出乎意料”地发现，相当一部分中国

政府官员 （"!,） 和军方代表 （!",） 认为，中国

根本不应该扮演任何世界性领导的角色，而接受调

查的美国精英没有一个人认为美国不应该扮演世界

性领导的角色。而且，大多数中国的研究对象都倾

向于保持中美两国力量的均衡。

近年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

国衰落”、“中国崛起”的论调甚嚣尘上，再加上

有人时不时地炒作一下“守成大国”与“新兴大

国”之间“你死我活”的新旧更替。在这样充满火

药味与血腥味的舆论攻势下，难免有些习惯了站在

“世界之巅”的美国民众在面对中国时多了一丝惴

惴不安和警惕敌视。

这种敌视心态与媒体的互动很容易就会形成恶

性循环。就在最近，围绕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

问题，就有美国媒体兴高采烈地表示，对于美国而

言，这是个机会，并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希望保证

利益最大化。言辞之间，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语气。

在这种舆论引导下，人如何能保持平和的心态？

希望这份报告能让那些不安的心灵稍稍冷静。

冷静之后，他们或许就能拨开眼前的迷雾，看清

楚，站在他们面前的中国虽然的确是个巨人，但却

是个反复强调自己“不称霸”的巨人，是个骨子里

相信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巨人，是个追求与美国

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巨人。

中美不是敌人。美国也应该清楚地看到这一

点。

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 !# 日在南非前总统曼
德拉的追悼会上与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握
手，迅速引发全世界的关注，因为这是美国与古巴关系敌
对半个多世纪来，两国领导人第二次握手。

礼节抑或实质性外交？

就在握手一幕吸引了世界目光的时候，奥巴马的国家
安全事务副助理本·罗兹对外宣称，这次握手“非计划”，
不意味着“政策变化”，美古关系的障碍依然存在，两人
握手只是互致问候，没有实质的意义。

美国依旧“严重关切”古巴人权状况和古巴关押美国
政府承包商阿兰·格罗斯。"#!! 年 ' 月，古巴一家法院认
定格罗斯从事“破坏古巴独立和领土完整”活动，判处他
监禁 !% 年；古巴有意就此与美方协商，但美国几次“捞
人”未果。

而古巴政府则表示，两人握手也许预示着“美国的敌
意有开始结束”的迹象。

尽管如此，美联社认为，奥巴马依然通过握手向古巴
传递一种开放的信息，与他上个月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
一场民主党政治资金筹款会上的演讲相呼应。

上一次握手溯及克林顿时代

这实际上并不是美古领导人近年来的首次晤谈。!-%-

年古巴革命胜利以来，美古领导人上一次也是第一次在公
开场合握手是 "### 年 - 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与古巴
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之兄菲德尔·卡斯特罗曾在联

合国总部参加千年首脑会议时握手寒暄。但由于当时并非
是宏大的公开场合，且电视、相机镜头没有记录下这一时
刻，当时没有引发多大反应，而美方长期否认这次会面的
存在。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事后在谈到这次
握手时表示，“这很正常，我们都是有礼貌的人。”古巴
共产党机关报《格拉玛报》只是用“前所未有”来形容两
位领导人的此次握手。而古巴官方网站“古巴辩论”则刊
登了一张两位领导人握手的照片，注脚写着“奥巴
马向劳尔致意，这是美国结束对古巴侵略的开始”。

奥巴马是否因势而变

美国和古巴两国关系僵局由来已久，在美国对
古巴实行封锁的半个多世纪中，古巴蒙受了巨大经
济损失。联合国大会近年来每年都会通过获压倒性
支持的决议要求停止对古巴封锁，但美国对此置若
罔闻。

奥巴马 "##-年就任总统后，加速了美国同古巴
的各类接触，民间交流不断加强，尝试放松对古巴
的部分制裁，美国先后放宽了本国公民赴古巴旅游
的限令、放松了对古巴裔美国人侨汇的限制，两国
中断了半个世纪的海上直航重新恢复，两国今年又
就重启直邮和移民问题展开了多轮谈判。而就在上
个月，奥巴马首次承认了古巴政府为了改善本国经
济所做出的一系列变革措施，并强调美国对古巴实
施的长时间制裁和禁运“已经过时”。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 报道说，这是一个

有很大象征意义的时刻。美国《迈阿密先驱报》援引分析
人士的话说，奥巴马同劳尔的这次会面正逢两国关系出现
微妙变化之机，两国加强了一系列的合作。 《纽约时报》
的报道说，也许两国关系并不会立刻发生大的改变，但有
一点很明确，两国关系在改善道路上会不断发生细小但很
有意义的事件。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奥巴马在对待美古问题方面是
否会因势而变以改善两国关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 次 颇 有 意 味 的 握 手
杨韵仝

肯尼亚举行独立５０周年庆典
新华社内罗毕 !" 月 !" 日电 （记者吕天然）

肯尼亚 !" 日在首都内罗毕的萨法利#卡萨拉尼体
育场举行隆重庆典，庆祝国家独立 $%周年。

庆典开始后，现场鸣放 "! 响礼炮，观众发出
热烈欢呼声。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随后检阅
了仪仗队。

肯雅塔在庆典上说，团结的肯尼亚拥有巨大发
展潜力。在过去 $%年间，&"个部族出于对未来共
同的意愿和信仰团结一致。他呼吁肯尼亚人民团结
在一起，使国家快速实现发展目标。

肯雅塔说，那些为非洲解放作出牺牲的人都应
被铭记。肯尼亚前领导人乔莫·肯雅塔、加纳前领
导人克瓦米·恩克鲁玛、坦桑尼亚前领导人朱利叶
斯·尼雷尔、赞比亚前领导人肯尼思·卡翁达、阿尔
及利亚前领导人艾哈迈德·本·贝拉、南非前领导人
纳尔逊·曼德拉等都是具有远见的领导人。

共有 !&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及多位外国政
要出席当天庆典。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万
鄂湘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出席庆典。

!'() 年 !" 月 !" 日，肯尼亚脱离英国殖民统
治获得独立。今年是肯尼亚独立 $% 周年，相关庆
祝活动正陆续展开。

当地时间 !"月 !#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美国总统

奥巴马出席曼德拉官方追悼会，并与古巴领导人劳尔·

卡斯特罗握手致意。

图片来源 中国日报网

!"月 !"日，来自布隆迪的表演嘉宾在肯尼亚

首都内罗毕举行的肯尼亚 %#周年独立庆典上表演。

当地时间 !" 日，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莫

伊体育场举行盛大仪式，庆祝肯尼亚独立 %#周年。

新华社记者 李 京摄

!"月 !" 日，在美国纽约联

合国总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右一） 接受联合国调查叙利亚

化学武器问题真相小组负责人塞尔斯特伦

（右二）提交的最终报告后对媒体讲话。

联合国调查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真相小

组当日提交的最终报告说，除此前确认的大

马士革郊区姑塔东区外，在叙其他几处地点

也可能使用过化学武器，但并不能完全确

认。

新华社记者 牛晓雷摄

中美不是敌人
张 红

!"月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国会众议院议长

博纳就联邦政府预算案回答记者提问。 新华网

!"月 !"日，泰国反政府抗议者攀爬位于曼谷

的总理办公室外大门铁闸0要求泰国总理英拉下台。

据悉1泰国反政府示威活动领袖素帖号召抗议者继

续强硬逼宫，称将以“叛乱罪”起诉英拉，两方矛

盾不可调和。

图片来源 SakchaiLalit转自 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