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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参议院1日以51票赞成、5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总统特朗普力推

的“大而美”税收与支出法案。该法案自

诞生之初便争议不断。批评者认为，它表

面上为美国全体国民许诺一个繁荣的经

济前景，其实只是在“画大饼”，其本质是

为金字塔尖的富裕阶层“开小灶”，精心构

建了一场隐蔽而巨大的财富转移。美国

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认为，这无异于一份

“送给亿万富翁阶层的礼物”。

“大而美”法案核心内容是规模空前

的减税，但其利益分配却极度失衡。桑德

斯披露的数据显示，该法案为最富有的

1%的美国人提供 9750 亿美元的税收减

免，同时为最富有的0.2%的美国人提供了

2110亿美元的遗产税豁免，大型企业更是

收获了9180亿美元的减税大礼。《纽约时

报》评价此举为“反派版罗宾汉的劫贫济

富：从穷人手中拿走数千亿美元，然后分

给富人”。

巨额减税带来的财政缺口，则部分通

过削减社会福利来填补，而这部分代价最

终由普通民众承担。桑德斯说，该法案计

划大幅削减《平价医疗法案》及医疗补助

计划，此举预计将导致超过1600万美国人

失去医疗保险。更为严苛的是，法案首次

要求部分医疗补助受益者开始支付自付

费用，这对他们是难以承受的重负。耶鲁

大学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联合研究发出

警告，该法案拟议的削减措施可能造成每

年超过5万美国人的“不必要死亡”。

与减税政策相配套，美国政府此前推

出了同样饱受争议的对各国征收“对等关

税”政策。该政策宣称旨在“保护美国工

人”和“振兴美国制造业”，但其带来的进

口商品价格上涨却直接推高了民众的生

活成本。这些增加的成本最终会转嫁给

消费者，对中低收入家庭的冲击尤为严

重。多项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影响。美

国智库“税收和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分析

报告显示，关税对低收入家庭的实际冲击

是高收入群体的三倍以上。耶鲁大学预

算实验室4月发布的研究显示，美国政府

今年以来实施的关税措施，在短期内把物

价水平推高了2.3%，这相当于让今年每个

家庭平均损失约3800美元的购买力。

当我们将“减税”与“关税”这两项政

策并置观察，一个清晰的财富转移路径形

成了：政府通过减税法案，将本应属于全

民的财政资源“赠予”富裕阶层和企业股

东；同时通过加征关税填补减税造成的漏

洞，而由此增加的成本最终由国内消费

者，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通过支付更高的

商品价格来“买单”。这种政策组合，客观

上对中低收入阶层形成了债务税负与生

活成本的“双重挤压”，构成了一场从广大

普通民众向少数富裕精英和大型企业的

变相财富转移。批评者普遍担心，法案通

过减税惠及富人、削减福利伤害低收入群

体，可能导致美国贫富分化加剧和社会矛

盾升级。

这场财富转移不仅发生在不同阶层

之间，更通过债务扩张的形式，将负担甩

给了下一代。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

该法案将在未来十年新增约3.3万亿美元

赤字，使已高达36.2万亿美元的国债雪上

加霜。当前的富裕阶层享受着减税的即

时红利，而偿还巨额国债的义务却留给了

子孙后代。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曾在

社交媒体上抨击该法案“令人作呕”，认为

这将使本已巨大的预算赤字大幅增加，给

美国公民带来难以承受的债务负担，并称

“国会正在让美国破产”。此外，还有批评

者认为，法案削减了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的投资，这无异于将环境治理的重担同

样转嫁给了未来。

“减税+关税”的政策组合，深刻揭示

了美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沉疴：政策制定被

强大的资本利益集团深度影响，从而系统

性地为其服务。减税法案的政策设计，从

根本上就是将资本利益置于优先地位，而

关税政策虽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结果

却是让普通消费者承担代价，仅让少数受

保护行业背后的资本获得喘息之机。桑

德斯认为，这正是“腐败的竞选融资体系”

的直接体现，亿万富翁阶层通过巨额政治

献金换取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回报。从宏

观上看，正是这种金钱政治的底层逻辑，

塑造了一个更容易响应资本诉求，而非回

应民众需求的政治生态。 据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企业家埃隆·马斯
克近几日围绕“大而美”税收与支出法案
的“口水战”仍在激化。

特朗普1日在佛罗里达州对记者说：
“美国政府效率部将会调查马斯克，如果
它去调查，我们将省下一大笔钱。我认为
他（马斯克）不该跟我玩这种游戏。”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
表示，可能会考虑“将马斯克驱逐出境”。
他说，美国政府效率部应该好好调查一下
马斯克经营的特斯拉和太空探索技术公
司（Space X）所获政府补贴的情况。“政府

效率部是可能回头将马斯克吃掉的怪
物。”

特朗普说，马斯克对要失去电动汽车
补贴政策“很沮丧”，“不过他可能失去的
远不止这些”。

当天晚些时候，马斯克在他控制的社
交媒体X上发帖回应说，“真的很想升级这
件事。这（个想法）真的很有、很有吸引
力。但现在我要克制。”

对于特朗普威胁取消所有补贴，马斯
克回应说，“我说把它（补贴）都砍掉吧。
就现在。”

马斯克此前多次批评“大而美”法案，
称其“极为疯狂且具破坏性”。他6月30
日在X上发文说，如果法案通过，他第二天
就会成立新政党“美国党”。马斯克7月1
日转发了投票反对“大而美”法案的肯塔
基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兰德·保罗的帖
文。保罗写道：“国会选择出卖纳税人。
只有当这个法案公之于众时，我们才会知
道付出的真正代价是什么。”马斯克转发
时还评论“说得好！”

特朗普此前就曾表示，马斯克攻击
“大而美”法案是因为法案取消了对新能

源汽车的补贴。按照美国媒体先前的说
法，这将对特斯拉公司产生不小冲击。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
在过去两个交易日里，特斯拉的股价共下
跌了约7%。

美国国会参议院7月1日以51票赞
成、50票反对艰难通过了“大而美”法案。
由于参议院版本较此前众议院已通过的
版本有较大修改，该法案还需回到众议院
再次表决，通过后才能提交给特朗普签字
成为法律。

据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日专程踏
足佛罗里达州南部一处新设的移民收押
中心，为该中心开张“剪彩”，以宣传其政
府对非法移民的“严打”政策。

这座建设中的监狱坐落于佛州大沼
泽地戴德-科利尔训练与中转机场，周围
一片亚热带荒野景象，以鳄鱼和蟒蛇等爬
行动物环伺“闻名”。

美国政府给这座监狱取的非正式名
称是“鳄鱼恶魔岛”，其“创意”来自加利福
尼亚州旧金山附近的“恶魔岛”，那里在上
世纪 30 年代至 60 年代是以条件极其恶
劣、越狱难而“闻名”的重刑犯监狱，后来
开发成旅游景点。特朗普今年5月说，他
已指示相关部门将该岛重新改造成监狱，
以关押“最凶残”的罪犯，引发舆论哗然。

特朗普出行前在华盛顿接受媒体记
者采访，被问及这座监狱选址用意是否让
企图越狱的移民葬身于鳄鱼或蟒蛇口腹，
特朗普承认：“我猜是这么个想法。这不
是什么体面活计。”

面对媒体镜头，特朗普还就“越狱”话
题开起玩笑，说任何越狱者得知道“怎么
从鳄鱼身边逃离”。“别跑直线，得像这么
跑。”他用手比划着“Z”字形说，“你猜怎么
着，这样（越狱成功）几率能高个1%左右。”

与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克丽丝蒂·诺
姆、佛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一起参观“鳄
鱼恶魔岛”设施后，特朗普对媒体记者表
示，他认为监狱选址“很合适”，“因为当我
往外看时，觉得这不是我会想去徒步旅行
的地方”。

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此前一
天介绍了这座监狱的构造，强调其选址位
于危险野生动物环伺的荒野沼泽地，且只
有一条路通向外界，意在震慑企图越狱
者。据介绍，该设施有5000个床位，用于
关押“非法居留的外籍犯罪人员”，可以

“高效而低成本”的方式实施特朗普要求
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的政策。

美国媒体提供的监狱内画面显示，密
集的“床位”被圈在一个个铁笼里。当地
原住民部落不满这座监狱落户自己家园
附近，担心监狱投入运转后，飞机等交通
工具进进出出，将破坏当地生态环境，对
安全也有影响。

据新华社电

特朗普与马斯克“口水战”激化

画大饼与开小灶
——美国关税与减税政策背后的财富转移

6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走向南草坪准备登机。 新华社 图

美国新设移民监狱
特朗普亲赴“剪彩”

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2日报道，伊朗
总统佩泽希齐扬批准伊朗暂停与国际原
子能机构合作的法案。

伊朗议会 6 月 25 日批准了一项法
案，暂停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
作。该法案禁止国际原子能机构观察员
进入伊朗境内进行核查，除非能够保障
伊朗核设施安全以及伊朗和平利用核能
的权利，并且需要得到伊朗国家最高安
全委员会批准。

报道还说，伊朗方面正在考虑禁止国

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入境伊朗。
伊朗核设施遭美军袭击后，伊朗议

会议长卡利巴夫曾表示，国际原子能机
构没有履行任何义务，沦为政治工具。

以色列6月13日凌晨对伊朗实施大
规模空袭后，以伊互相发动多轮袭击。
美国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21日空袭伊朗
三处核设施，伊朗出于报复6月23日向
美国驻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发起导
弹袭击。6月24日，以伊停火。

据新华社电

伊朗总统批准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