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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美国经济太难了！复苏前景不确
定性增加

新一轮经济救助计划
千呼万唤不出来

　　旨在帮助美国企业和
劳动者缓解疫情影响的联
邦政府财政拨款，一向被认
为是让美国经济保持足够
动能的重中之重。但是自 7
月至今，美国国会两党围绕
新一轮经济救助计划的谈
判一直处于僵局。
　　由于在救助规模和救
助范围等问题上矛盾尖锐，
谈判双方——代表民主党
的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和代表共和党的财政部长
姆努钦日前双双证实谈判
再告破裂，同时继续就此相
互指责。
　　《华盛顿邮报》文章认
为，从本月大选结束到明年
1 月新一届国会议员正式履
职，美国国会很难在这段
“跛脚鸭”会期内通过重要
法案。这意味着新一轮经济
救助法案到明年 1月前都难
以出炉。而美联储主席鲍威
尔已反复强调，如果政府
没有新一轮经济救助措施，
弥补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害
将变得更加艰难，美国的经
济复苏前景也会面临更多
不确定性。
　　在二季度美国 GDP 下
滑 2.04 万亿美元、创下史
上最大降幅的背景下，三季
度 GDP 出现的 1.64 万亿美
元增长显然不足以补上“窟
窿”。经济学家们预计，

美国经济要到 2021 年甚至
2022 年才能恢复到 2019 年
第四季度的水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
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
员陈凤英认为，新一轮经
济救助方案迟迟难以出台，
将大大影响美国四季度乃
至明年上半年经济的走向。
　　陈凤英：“美国第四
季度必须有新的刺激方案，
否则经济可能会往低点走；
另外，消费者信心也会削
弱，消费的支撑没有了，马
上会影响经济增长。救助方
案实际上有很多内容是针
对企业的，如果企业不能得
到新的救助，可能小企业会
倒闭，进而影响到失业率，
这反过来又影响到消费。所
以，如果救助方案迟迟不出
台，美国第四季度甚至明年
一二季度的经济都会受到
影响。”

抗疫和经济“双输”
局面加重民生之困

　　受疫情持续恶化和新
一轮经济救助方案迟迟不
能出台的影响，华尔街终于
结束了股票指数与实体经
济表现冰火两重天的神话，
三大股指无一例外地经历
了“极度糟糕”的一周。
　　而美国民众的现实生
活所受到的冲击更为触目
惊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非营利组织“赈

饥美国”数据称，由于政
府救济断供，美国有多达
5400 万人可能很快将面临
食品短缺问题。
　　而多家美媒还指出，新
一轮经济救助的缺位，将
使数百万美国低收入者因
无法按时支付水电费而面
临断电断水的风险。同时，
由于联邦政府对租房者、向
银行贷款的学生群体以及
失业者的保护性政策将在
年底到期，这些人的处境日
益堪忧。
　　此外，疫情本身也使得
美国贫富分化的状况更加
突出。根据美国保险行业组
织的研究，新冠肺炎住院患
者的花费中位数为 3 万至 6
万美元不等 ( 约 20 万至 40
万元人民币 )。对于数千万
医疗保险不足或没有保险
的中下层美国人来说，这可
能意味着只有破产一条路
可走。
　　环球资讯广播评论员
姜平表示，美国家庭贫富差
距继续拉大，凸显出美国经
济的脆弱和不平等。
　　姜平：“美国经济总量
确实很大，但这只是一个数
字，因为有 1% 的富人拿走
了 40% 的财富。在这样的一
个经济结构当中，贫富差距
很大，很多人在疫情面前就
显得很无力。再加上现在失
业率很高，食物短缺的情
况就出现了，因为一方面
疫情使得食品的价格上涨；
同时由于失业率高，救济金

申请规模比较大，所以政府
一时之间无法满足，就会出
现很多人在申请过程中，没
有钱来支付相应的费用。”
　　美国劳工部最新公布
的数据显示，在截至 10 月
24 日的一周中，美国首次
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 75.1
万人，已经连续 9周徘徊在
80 万人上下的区间内，约
为疫情前平均水平的 4倍。
根据《华尔街日报》此前
对美国经济学家的调查，
42.9%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
劳动力市场要到 2023 年才
能复苏。
　　陈凤英认为，首次申请
失业救济人数居高不下所
反映出的民生问题在美国
日益凸显。而对疫情的控制
成效是决定经济表现的关
键。如果美国政府继续忽视
疫情应对，经济就很难全面
重启。
　　陈凤英：“美国经济
不能复苏，相当一批人就
无法再就业，从而形成了
现在每周新申请失业救济
金的人多达 80 万左右的局
面。这对美国经济的确会
造成打击，首先是失业者
担心以后仍然找不到工作，
这样的心态就会推迟消费，
影响到美国经济真正的、正
常的健康复苏。这也会引起
社会问题，那就是社会的
不稳定。所以对美国来说，
后疫情时期解决就业是非
常关键的。”

　　据法新社报道，目前，黎巴嫩正
在考虑实施第二次全国封锁，以遏制
新冠病例的激增。但另一方面，再次
的封锁或将给该国带来更严重的经济
衰退，引发担忧。
　　自 2月以来，黎巴嫩已经记录了
83697 例新冠确诊病例，包括 652 例
死亡病例。
　　3月，该国实施了第一次全国范
围的封锁，有效地遏制了新冠病毒的
传播。但随着夏季的到来，人们开始
走出家门，限制措施也逐渐取消。
　　随后，感染病例数开始慢慢回
升——8月 4日发生在该国贝鲁特港
口的爆炸，摧毁了首都的大片地区，
也让医院不堪重负，感染病例激增。
　　目前，该国单日新增病例从初夏
的几十例上升至现在的 1000 多例。
　　“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危
险的十字路口”，黎巴嫩看守政府卫
生部长哈马德 •哈桑 11 月 1 日警告
道，“在一些时候，重症监护室没有
床位”，这需要我们非常严肃地对待
这个问题。
　　他强调，“我们正在接近一种灾
难性的情况”。
　　但是，除了疫情逐渐加剧，黎巴
嫩目前也正处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中。贫困加剧，许多人非常担心该国
在这个艰难的年份将再次陷入停滞。
　　该国实施的第一次封锁加剧了已
经造成数万人失业或减薪的毁灭性经
济危机。当地货币贬值，物价飙升，
对一半以上的人口造成了影响。
　　黎巴嫩看守政府内政部长穆罕默
德 •法赫米 11 月 1 日表示，他意识
到一些人担心会出现更多经济困难。
不过，他仍支持全国实行新的居家政
策。
　　近几周来，黎巴嫩已经实施了一
系列限制措施，但执行情况参差不齐，
该国基本上仍像往常一样运行。
　　10 月初，黎巴嫩开始对病毒迅速
传播的 111 个城镇实施有针对性的封
锁。
　　随着感染人数攀升，黎巴嫩当局
在下令关闭酒吧和夜总会之后，从 11
月 2 日开始在全境实施宵禁。
　　另外，当局现在担心卫生部门将
不堪重负，尤其是贝鲁特的几家主要
医院在 8月 4日的爆炸中严重受损。
　　此前，世界卫生组织在 10 月底
表示，黎巴嫩 306 张重症监护病床中
有 88% 被占用。
　　哈桑 11 月 2 日宣布，占全国所
有医院 80% 的私立医院必须在下周准
备好接受新冠病人的治疗。

为遏制新冠病例激
增 黎巴嫩考虑实施
第二次全国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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