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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难言自主

升级美国对韩提供“延伸威
慑”是尹锡悦此访主要议题之
一。韩美通过《华盛顿宣言》约
定美国对韩提供“核保护伞”，同
意扩大韩美核危机磋商，建立

“核磋商小组”机制，新增韩美军
事训练和模拟演习，增加半岛周
边美战略资产部署，包括部署战
略核潜艇。

此外，122家韩国企业和团
体代表组成的经济代表团随尹
锡悦一同出访，谋求在供应链、
核心技术和尖端产业方面的合
作。根据联合声明，两国决定强
化在半导体、电池、尖端材料等
领域研发合作，建立新一代核心
技术和新兴技术对话机制。不
过，在韩国企业最关切的电动车
补贴和芯片限制等问题上，双方
未获得实质性进展。

前韩国国立外交院院长洪
铉翼认为，韩国领导人此访显
示，美国在韩美关系中掌握主导
权，并通过强大实力操纵韩国，
确保自己能够发挥压倒性影响
力。而韩国向美国单方面做出
过多让步，美国虽给予韩国所谓

“延伸威慑”承诺，但韩国在与美
国的核磋商机制中到底能有多
少发言权不得而知。

韩国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
授申晋旭表示，尹锡悦政府满足
了美国和日本强硬派想要的一

切，正使韩国沦落为没有任何控
制力、参与权、自主性的国家。

破坏战略平衡

分析人士指出，尹锡悦访美
是韩国对外政策的重大分水岭。
目前看来，尹锡悦政府显然抛弃
相对平衡的外交路线，对美亦步
亦趋，主动与美捆绑，一意孤行
搞“阵营外交”。这将破坏地区
战略平衡，激化半岛和东北亚紧
张局势，让本地区面临美国鼓动
的“新冷战”风险。

今年3月，在美国撮合下，尹
锡悦政府不惜在历史问题上做
出大幅让步以谋求改善韩日关
系，意欲加速推进美日韩三方合
作。他还在缺乏民意基础的情
况下迅速访问日本，此访被在野
党和市民团体指责为“屈辱卖
国”。尹锡悦还迎合美国，多次
发表挑衅中国和俄罗斯的言论。

在朝鲜半岛，韩国近来多次
与美国或美日两国共同进行演
习和训练，包括韩美“自由之盾”
大规模联合军演，使得半岛局势
更趋紧张。针对尹锡悦访问期
间与美国发表的《华盛顿宣言》，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
金与正4月28日发表声明予以严
厉批评，表示朝方将“成正比地
增加行使自卫权”。

前韩国汉阳大学亚太地区
研究中心研究教授权起植表示，

尹锡悦政府正走向盲目亲美亲
日的外交路线。美国一直想把
韩国打造成“印太战略”的一枚
棋子，而尹锡悦政府正将韩国带
入美国设下的阵营对抗圈套。
这恐将进一步诱发韩朝对峙，不
利于管控半岛局势，而且会打破
东北亚安保平衡，成为地区局势
的不稳定因素。

申晋旭认为，韩国正成为朝
鲜半岛、东亚地区乃至世界“新
冷战”的推手，尹锡悦政府不仅
没有努力缓解半岛紧张局势和
避免走向“新冷战”，反而带头加

强和促成这一局面。《韩民族日
报》发表社论警告，如果韩国单
方面卷入美国鼓动的“新冷战”，
半岛周边的安全风险将大幅
提高。

自身利益受损

分析人士认为，韩国政府当
前的亲美外交政策不仅破坏地
区稳定，也将本国拖入恶性循环
的安全困境，还令自身经济利益
蒙受损失。

韩国前统一部长官李钟奭

撰文质疑，美国打着价值观旗号
宣称需要同盟级别的美日韩军
事与政治合作，但韩国到底能从
中得到什么让人怀疑。《韩民族
日报》指出，尹锡悦虽然把此次
出访的重点放在加强“安全”上，
但由于与朝鲜陷入强硬对峙局
面，韩国的安全状况反而变得更
不稳定。

在经济方面，美国最近公布
《通胀削减法案》细则，将在美销
量靠前的韩系电动车全部排除
在补贴名单之外。美国的《芯片
与科学法》更是施压韩国半导体
企业对华“脱钩”，还强迫韩国企
业向美国政府分享超额利润，提
交敏感商业机密。这两项法案
凸显浓厚的保护主义和“美国优
先”倾向，引发韩国企业界广泛
担忧和强烈不满。

韩国各界原本期待尹锡悦
此次访美能就上述关切为韩方
争取权益，但结果是韩美双方仅
表示通过多种渠道沟通协商了
贸易领域的相关担忧。对此，韩
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
李在明批评，尹锡悦政府完全没
有保护本国产业和企业，在很多
方面做出了无法承受的让步。
韩国《京乡新闻》评论，现代汽车
仍然拿不到美国的电动车补贴，
三星电子等企业依然要向美方
提交公司内部财务资料，此次访
问“未带来任何变化”。

新华社首尔5月3日电

升级美国对韩提供“延伸威慑”拓展韩美日三边合作

韩国“阵营外交”损人不利己

美国为何陷入“债务上限”死循环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5月1日

向美国国会发出警告：按照当前
美国政府举债的速度，美国可能
最早在6月1日触及现行法定债
务上限，如果国会不抓紧通过立
法提高债务上限，美国届时将再
次陷入债务违约困境。

身为全球头号经济体且把
持美元发行权，美国这次能否尽
快脱困？美国缘何屡屡陷入可
能“倒债”的窘境？美国为何无
法彻底摆脱“债务上限”？“债务
上限”危机又为何堪称威胁世界
经济稳定的一大祸源？

这次能否尽快脱困

耶伦致函国会两院党团领
袖，敦促他们“尽快采取行动保
护美国信誉”后，美国总统拜登
随即邀约四位党团领袖9日到白
宫议事，包括正在国外访问的众
议院议长、共和党人麦卡锡。

今年1月19日，美国联邦政
府债务规模就已达到31.4万亿
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为避免
债务违约，财政部随即开始采取
一些“非常规措施”，比如暂停某
些例行开支以维持关键支出等。

一些经济分析师认为，假如
二季度税收如期到位，财政部可
以获得喘息空间，或许可以通过

非常规措施支撑到7月。但在人
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下，养老和医
保支出日益庞大，美国“举债度
日”模式注定难以维持，未来多
年可能还将不断面临类似危机。

美国众议院4月26日通过共
和党提出的一项法案，要求政府
将今后10年的联邦财政开支削
减4.5万亿美元，并取消部分清
洁能源减税政策等。在此前提
下，国会将批准把债务上限额度
调高1.5万亿美元。

白宫方面说，拜登将在9日
的会晤中重申，国会必须“干净
利落”地提高债务上限而不附加
任何条件。从当前政治氛围和
最新动向来看，拜登恐难如愿。

按照美国国会智库机构国
会研究服务部的记录，自1978年
以来，国会把提高债务上限与其
他法案捆绑出台达32次之多。
博弈结果主要取决于两党力量
对比。

从过往经验来看，两党往往
要拖到最后一刻，迫于多种压
力，反复权衡利害后，才会达成
某种妥协。只是，时下博弈过程
恐怕会尤其“难看”。

当前，共和党在众议院议席
优势微弱，捆绑债务上限的法案
赞成票与反对票仅有两票之差。
路透社认为，在民主党人控制的

参议院，该法案“没有机会”过
关；即便侥幸过关，按照白宫此
前声明，拜登也会动用总统否决
权把法案压下来。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2024年
大选已吹响号角，拜登不久前正
式宣布竞选连任意愿。两党利
用包括“债务上限”在内的各种
筹码互相攻讦、“拆台”本已成常
态且日益激化，现在为了争夺白
宫和国会主位，双方更难让步。

为何无法彻底摆脱“上限”

债务上限是美国国会为联
邦政府设定的为履行已产生的
支付义务而举债的最高额度，触
及这条“红线”，意味着美国财政
部借款授权用尽，除非国会调高
债务上限，否则白宫无权继续
举债。

作为一项财政纪律，债务上
限是维持美国政府偿付信用和
美元霸权地位的一道重要阀门，
牵涉美国根本利益和国运兴衰，
其诞生和延续具有历史必然性
和现实必要性，无法一去了之。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每当白
宫“钱不够花”时，美国国会经常
直接授权发行更多债券来解决
问题。但随着一战期间及战后
多年的财政支出不断扩大，美国

政府举债规模越来越大，国会遂
于1939年设置450亿美元的政
府债务上限额度。自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频繁

“入不敷出”，国会因而屡屡提高
债务上限以解“违约”危机。

近两届美国政府的花费尤
为庞大：共和党人特朗普大推

“减税”，民主党人拜登大推“基
建”，军费支出只增不减，新冠疫
情更是带来高昂的额外支出。
这使“债务上限”问题愈加紧迫。

在债务上限问题上，美国行
政和立法部门权力制衡制度设
计的初衷，在于通过权力制衡避
免“开支无度”，但在美国政治极
化氛围浓厚的背景下，这个问题
已日益沦为“党争”工具。

可以预见，只要白宫寅吃卯
粮的财政模式不改，两党争斗的
政治格局不变，“债务上限”作为
美国财政约束工具和政治斗争
筹码就会持续存在。

世界经济稳定的一大祸源

“债务上限”危机将影响美
国政府正常运转，包括占据财政
支出大头的养老和医保资金发
放，这将直接影响美国民众维持
日常生活开销。另一方面，“债
务上限”危机将增大美国“债务

违约”风险，冲击全球金融市场，
严重损害世界经济复苏前景。

分析人士认为，美元的全球
储备货币地位正是源于各国对
美国联邦政府偿债能力的信心。
如果美国债务发生违约，受损的
不仅是美国民众，也必将引发全
球市场对美元和美国国债的信
任危机，从而导致全球金融体系
陷入困境。

美国智库两党政策研究中
心预算分析师沙伊·阿卡巴斯指
出，美国“又一次”面临几周或几
个月内陷入债务违约的风险，

“这与一个被视为金融体系压舱
石的国家不相称，只会给已经摇
摆不定的经济增添不确定性”。

此外，“债务上限”危机还将
不断消磨美国政府信用和美债
等美元资产价值，从而给全球经
济格局带来显著冲击和深远
影响。

“一旦美债因美国信用降
级、通胀失控、债务违约、市场预
期恶化等因素出现趋势性下跌，
与美债挂钩的众多金融衍生品
也将同步下跌。”澳大利亚经济
学家郭生祥指出，“因此，近年来
一些国家和机构着手减持美债
等美元资产，通过多元化投资布
局，减少过度倚重美债的风险。”

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2022年8月22日，集会者手持标语牌在韩国首尔参加集会反对
韩美军演。 资料照片

韩国总统尹锡悦近日对美国进行访问。在为期一周的访问中，尹锡悦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双方发表《华盛顿宣言》及联合声明，同意升级美
国对韩提供“延伸威慑”，加强在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部署美国战略资产，拓展韩美日三边合作，谋求韩美在尖端技术领域的合作等。

分析人士认为，尹锡悦此次访美显示，韩国政府已脱离均衡外交路线，不顾自身利益向美国“投怀送抱”，积极迎合美国“印太战略”。这恐将使半岛
成为美国鼓动的“新冷战”前沿阵地，进一步加剧东北亚紧张态势，同时还损害韩国自身安全和经济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