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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首務防財政奧首務防財政墮崖墮崖
政治僵局未破 衰退風險仍存

【本報訊】據路透社華盛頓 7 日
消息：隨着奧巴馬順利連任，一直沒有取
得進展的伊朗核問題再次浮出水面。美國
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負責外交政策研究
的副總裁因迪克表示，2013 年對伊朗來
說，可能是決定性的一年。他認為，奧
巴馬對核不擴散的廣泛承諾，可能會帶
來一種 「集中和決斷性」的政策。

因迪克說： 「這將在議程上被看
得很重。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是支
持這個核不擴散政策的一項重要的、
必須履行的責任。」

預計主要強國與伊朗尋找外
交解決方法的會談將恢復，且可
能最快在本月。但究竟談判能
否令伊朗抑制核計劃，則仍是
未知之數。

美國指控伊朗以推行民
用核計劃之名，來掩飾發展核
武器之實。但伊朗堅稱其計劃

是和平用途。為了迫使伊朗
妥協，美國和歐盟去年

打伊朗的經濟命脈
─石油的出

口之主意

。美國又針對與伊朗中央銀行進行交易的
外國銀行，歐盟更完全停止進口伊朗原
油。

奧巴馬說過，美國將 「做我們必須做
」的事，去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又多次
表明一切選項都放在桌上─這暗示使用
武力的可能性存在。

蘭德國際安全及防衛政策中心主任多
賓斯認為，奧巴馬也許在偶發情況下，透
過供應軍備被迫對敘利亞作出一定程度的
干預，但攻擊伊朗的可能性是零。

分析家表示，在一個美國負債纍纍、
其他強國崛起和美國面對跨國威脅如恐怖
主義、網絡攻擊和全球暖化的時代，奧巴
馬的總體挑戰將是嘗試塑造一個配合美國
優勢的國際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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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08 年開始，美國的經濟環境極
其嚴峻。奧巴馬上台後通過了醫改法案
、金融監管法案，並採取一系列重大干
預行動讓銀行業擺脫了大蕭條以來的最
嚴重衰退，同時通過以聯邦撥款拯救汽

車業等，也保護了本土就業。但是面對美
國緩慢的經濟復蘇，奧巴馬連任之後，要

改善經濟，鐵定要克服 「財政懸崖」的挑
戰。

「財政懸崖」主要涉及兩大問題，是指
今年年底到期的個人稅收優惠減稅措施

，以及明年 1 月 1 日開始削

減聯邦政府各部門支出，總涉及金額約 6000 億美元，
使美國 2013 年財政赤字將會如懸崖般陡然直線下降，
再次將美國經濟推下衰退的深淵。國會預算處表示，
削赤措施可能使美國明年經濟萎縮 0.5%，失業率也將
從目前的7.8%升高至9.1%。

除非國會和奧巴馬能在明年1月之前達成協議，推
遲這些措施的生效或用其他措施取代它們，否則屆時
美國將面臨 「財政懸崖」。如果不能防止 「墮崖」，
美國市場將會發生動盪，導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而
美國經濟衰退將對全球產生影響。

共和黨續掌眾院
在奧巴馬連任的同時，兩院的格局並沒有改變。

民主黨控制參議院的同時，共和黨也依舊掌控眾議院
，使得美國的政治僵局依舊存在。

在奧巴馬的第一任期中，他沒能解決兩
黨在削減財政赤字上的分歧，而現在也沒有
跡象顯示他能做得更好。白宮和國會領袖
們已將 「財政懸崖」問題的談判，推遲到
總統選舉之後進行。雙方都想等着看民主
和共和兩黨屆時誰會有更多的談判籌碼。

雙方主要因為富人增稅問題陷入膠着。奧巴馬去
年曾雄心勃勃地提出，要在未來10 年通過對年收入超
過25 萬美元的富人增稅，減少赤字。但增稅遭到共和
黨的強烈反對，要求把低稅率擴大至所有入息階層。

奧巴馬已表態，除非國會方面能夠同意政府給高
收入美國人增稅，否則他不會同意與國會達成任何旨
在避免 「財政懸崖」的交易。而許多共和黨議員已表
態說，他們將阻止任何增稅法案通過。

紐約聯合信貸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班德霍爾茨說
： 「處理好黨派關係以及國會的僵局依舊是一項挑戰
，6日選舉的結果並不會使這個局面更簡單。」

巨大財富損失難恢復
即使奧巴馬努力與國會達成減赤協議，這也只可

能為經濟增長增加幾個百分點，而不能解決使經濟恢
復的主要問題：經濟衰退期間的巨大財富損失。

美國中等家庭淨資產已下跌了38%，創有史以來最
大程度的貶值。在過去兩年間，美國GDP的年平均增
長率為2.1%，約2300 萬人處在失業或不充分就業狀態
。政府債務達到16萬億美元。

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分析師林賽說： 「總統面
臨前進的最大挑戰，是財政懸崖和美國整體財政健康
狀況。如果總統無法找出有效方法，使美國逐步增強
財政償付能力，那對美國及其外交政策的長期後果，
將是巨大且悲慘。」

除此之外，雖然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後年才卸任，
但現任財政部長蓋特納計劃任期屆滿就離職，奧巴馬
還得為新財長的人選費一番腦筋。

【本報訊】綜合路透社、《華爾街日報》、中央社7日消息：成功連任的美國
總統奧巴馬，似乎沒有多少時間來享受勝利的喜悅。他將面臨一系列全球威脅和必
須做出的決策，其中包括伊朗核計劃以及中東地區不斷加劇的政治動盪所構成的挑
戰。而他當務之急須即刻解決的是美國即將到來的 「財政懸崖」 問題，如果奧巴馬
與國會無法達成妥協，就有可能令美國脆弱的經濟復蘇功虧一簣。

美智美智庫：奧庫：奧或明年應對伊核或明年應對伊核

內政
經濟：與國會達成共識，削

減財政赤字，改革稅制，提高對
富人徵稅程度，2016年之前創造
100萬個製造業職位；

移民：實行停止遣返非法移
民子女的 「夢想法案」 ，年輕非
法移民只要符合無前科等特定條
件，就能獲得2年居留權與工作
許可。

槍枝管制：支持加強槍枝購
買者背景調查，加強管制槍擊案
常用槍枝買賣。

美新財長可能人選

隨着新的總統選舉周期結束，現在是一個良好時
機，使我們不僅可以總結得失，而且可以反省美國政
治制度的本質和反省為什麼該制度不僅使選民失望，
也使總統們失望。

每隔四年，美國人便被總統選舉的政治漩渦弄得
暈頭轉向。沒有任何國家像美國這樣花如此多時間選
舉其最高政治領導人。也沒有任何民族像美國人這樣
，在選舉中大灑金錢。持久的總統選舉政治，已像蘋
果批一樣，成為美國的特色。

總統權力不如想像的多
至於候選人，是什麼促使他們競選？美國是一個

長期以來相信任何兒童都有機會做總統的國家，因此
看到那麼多野心勃勃的男人（和至少幾個女人）把此
言當真，也就一點不奇怪了。

但是，連奧巴馬在內的總統們都很清楚，美國總
統是一種特殊制度，其權力遠遠不如民眾想像的多。
總統和副總統只不過是華盛頓 537 名民選官員中的兩
人。白宮被一個政治遊戲場包圍着，那裡太多互相傾
軋，使最野心勃勃的人也會為之氣餒。

現代總統們負責着一架龐大的21世紀國家機器的
運轉，但必須與50個州長分享行政權力；眾多政府機
構都是在形式上獨立的，不受總統控制。總統在立法
程序中沒有正式聲音，除了行使否決權，但否決權可
被國會推翻。他可任命聯邦法官和最高法院法官，但
他們必須獲參議院確認，並且是在一個無比獨立的司
法制度中終身任職。他是三軍總司令，但憲法把宣戰
權交給了國會。

美國人更喜歡政府分裂
美國人也許渴望強有力的領導人，但顯然喜歡政

府更加分裂，沒有一個政黨同時控制參眾兩院的局面
，這也意味着總統權力旁落。

奧巴馬原本雄心勃勃，要成為一位強勢的總統，
但幾乎從他上任第一天起，體制機器的輪子便開始朝
他輾來。經濟停滯不前，於是我們開始怨聲載道。

從一切表象看，我們未來極有可能重複過去兩年
的表現：紀律嚴謹但也冥頑不化的共和黨繼續主宰眾
議院，民主黨則以微弱多數控制參議院，另外就是一
個已被縮減、遭打擊、受挫敗、沒有多少迴旋餘地的
總統。這些還不算什麼，更嚴峻的是大家面臨美國歷
史上最巨大的財政挑戰、愈來愈動盪不安的國際環境
，以及一系列未完成的方案例如創造自足的國家能源
和制訂明智的移民政策。

（史丹福大學前教授戴維．肯尼迪、CNN）

▲密歇根選民6日在票站等候投票 美聯社

▲一名伊朗婦女2日手持反美和以色列
的標語在前美駐德黑蘭大使館前示威

法新社

奧巴馬內外挑戰嚴峻

（《華爾街日報》、中央社）

外交
中國：避免在貿易與匯率問題上

加強施壓中國，認為無助減輕緊張對
峙，希望中美發展 「夥伴而非敵人關
係」 ；

伊核：誓言在他主政下伊朗無法
製造核武，如以色列遭到攻擊將保護
以色列；

敘利亞：敘利亞衝突更趨激化，
要求美國支持在敘利亞國際軍事行動
的呼聲越來越高，奧巴馬支持對敘利
亞提供更多非致命性質的援助措施；

北非 「基地」 組織：北非的 「基
地」 對本土安保造成隱患。

傑克．盧
（現任白宮幕僚長）

羅傑．阿爾特曼
（投資Evercore
公司行政總裁）

勞倫斯．芬克
（黑石投資集團

行政總裁）

厄斯金．鮑爾斯
（減赤委員會
聯合主席）

吉尼．斯珀林
（國家經濟
委員會主管）

謝麗．桑德伯格
（Facebook
營運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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