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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
邦地区法院法官布鲁斯·莱因哈特眼下正面临网络上
暴风雨般的死亡威胁。不久前，他授权联邦调查局搜
查前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佛州棕榈滩的住宅海湖
庄园。

美联社 17 日报道，联邦调查局 8 日突击搜查海湖
庄园后，莱因哈特的家庭住址被一些右翼网站曝光，相
关帖子夹杂着攻击他犹太人身份的言论。因为担心受
到攻击，莱因哈特经常去的犹太教堂取消了上周五晚
的礼拜活动。特朗普方面似乎没有出面平息网络喧嚣
的意思。

美国执法官局在一份声明中暗示，会依据情况变
化采取恰当措施保护莱因哈特及其家人。

莱因哈特受到威胁，只是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在“搜
家”事件后对司法部门发起大范围攻击的一个案例。
一些专家警告，近年来，美国国内对法官和整个司法体
系的威胁逐渐增加，正在危及美国法治、司法乃至民主
制度的根基。

比如，针对法官的恶言攻击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2014年，美国执法官局处理768件针对法官和法院工作
人员的“不当言语沟通”事件；2021 年，这类事件超过
4500起。

得克萨斯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席法官芭芭拉·
林恩说：“曾几何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因为不赞成一
项裁决就威胁法官的人身安全何等不妥……现在，许
多人觉得那么做一点也没错。”

华盛顿智库两党政策研究中心“民主倡议”项目执
行主任马修·韦尔认为，特朗普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公
开抨击一名裁定他在“特朗普大学”欺诈案中败诉的法
官因其墨西哥裔身份而判案不公，却不妨碍他胜选，这
一现象改变了美国公共话语领域中不应针对司法部门
发表威胁性和攻击性言论的基本规则。如今，类似威
胁“到处都是，变得越来越平常”。而且，无论右翼和左
翼都在这样做。

美国最高法院6月24日推翻联邦层面确立宪法保

护女性自主堕胎权的经典判例“罗诉韦德案”后，自由
派示威者围聚在投赞成票的保守派大法官住宅外。其
间，警方在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住宅附近逮捕一名持
有数把刀、扎线带和一支枪的男子，后者称打算杀死这
名特朗普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法官面临威胁增多，正值美国

社会对公权力机构的信任大幅下降，民主共和两党极
化对立愈演愈烈之时。这正符合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
史蒂文·列维茨基在其2018年合著著作《民主国家如何
死亡》一书中描述的西式民主政体“崩溃”模式。

“这是民主崩溃的一个经典先兆，”列维茨基说，
“说它是预警信号，都算是说轻了。”（胡若愚）

因批准对特朗普搜家
美国一法官遭“网暴”

美国总统拜登 16日签署《通胀削减法案》，声称这
项涉及医疗保障、清洁能源、税收等内容的法案能缓解
通胀、削减赤字。

但美国批评人士认为，这一法案只是盯着短期选
举利益，抑制通胀实际效果非常有限。而且法案计划
新增投资约4370亿美元，如此继续“放水撒钱”的举
动反而可能进一步推高美国国内通胀，并给世界经济
复苏带来更大风险。

重新包装为选举

拜登在法案签署仪式上声称，《通胀削减法案》
“将给美国带来进步和繁荣”，将在未来十年内削减约
3000亿美元联邦赤字并创造约7400亿美元财政收入。

然而，一些美国专家和媒体指出，该法案名为
“削减通胀”，实际却与应对通胀无关，只不过是对拜
登政府去年提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重建更
好未来计划》的重新包装。

当时，《重建更好未来计划》不仅遭到共和党议
员反对，就连民主党内也有关键议员因担忧政府继续

“放水撒钱”会让通胀恶化予以反对。今年 7月下旬，
民主党内达成一致，将这一法案“缩水瘦身”后重新
包装成如今的《通胀削减法案》。法案8月初在国会两
院通过。

美国时政评论人士斯蒂芬·米勒在《华盛顿观察
家报》网站撰文指出，白宫、民主党人以及一些媒体

“玩文字游戏”，费尽心思包装和宣传 《通胀削减法
案》，目的是在中期选举前提振民主党选情。

美国中期选举将于11月举行，目前民主党选情不
容乐观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拜登政府应对通胀不力。
今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
一直维持在超过8%的高位，民众对此颇有怨气。

法国《回声报》网站文章指出，距离中期选举只

有三个月，白宫和民主党希望将这一法案当成工具和
政治赌注。

政策目标难实现

尽管拜登强调新法案对增加财政收入和削减通胀
的积极作用，但不少美国经济学家认为，法案不会对
通胀产生实质性影响。据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预算模型估算，该法案会在未来几年将通胀降低约0.1
个百分点，“这在统计上几乎与零没有区别”。

新法案的重点内容包括：美国联邦政府计划在应
对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领域投资约3690亿美元；在医
疗保障领域投入约 640 亿美元；对部分大企业征收
15%最低税。但美国舆论对此出现不少质疑之声，认
为法案在这些领域的政策目标难以实现。

在清洁能源领域，为争取部分有化石燃料行业利
益集团背景的国会议员支持，法案中包含了一些有利
于该行业的措施，如允许对联邦土地和水域进行拍卖
以便开采化石燃料等。

在医疗保障领域，法案中旨在降低处方药价格的
联邦政府与药企谈判制度被指适用范围过窄且生效时
间过晚。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批评，该法案在
医疗保障领域给予民众的福利不够，忽视了没有享受
联邦医疗保险的大多数美国人。

在企业税问题上，有分析指出，提升最低企业税
不仅难以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还可能将多出的税负通
过更高价格和更低工资转嫁给消费者和劳动者。美国
福克斯新闻网刊文评论，这可能是美国自新冠疫情导
致众多小企业破产以来，从中产阶级流向企业和国家
的最大一波财富转移。

继续“放水”害全球

对于美国目前严重的通胀问题，不少经济学家指

出，这是美国政府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和超宽松货币
政策共同作用的恶果。

自 2020 年 3 月以来，美联储为应对疫情暴发后
的经济困境推出了一系列超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
策。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推出多轮大规模财政刺激
计划，包括前总统特朗普政府约 2.3 万亿美元的一
揽子支出法案、拜登政府 1.9 万亿美元“美国救助
计划”等。过去两年的财政刺激力度超过 2008 年金
融危机时期。这些举动都为美国当前的通胀问题埋
下了伏笔。

由于美元占据的霸权地位，美国上述做法的不良
后果并不仅限于其国内。全球经济已经感受到美国

“大放水”的冲击，许多国家也面临严重通胀问题。
不仅如此，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美国还滥用经济制裁

“大棒”，扰乱全球供应链，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面
临的通胀压力。

面对自身和全球通胀问题，美国不仅没有吸取教
训，反而在 《通胀削减法案》 中继续“放水撒钱”。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等美
国主流媒体都不约而同将该法案称为“大规模新开
支法案”。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刊文说，《通胀削减法
案》是拜登政府去年推出的疯狂开支政策的重演，而
这些政策已经导致全球经济陷入乱局。巴西圣保罗州
立大学经济与国际研究所主任马科斯·皮雷斯认为，
美国采取的单边经济金融措施一直存在影响世界经济
的风险。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
主任雅罗斯拉夫·利索沃利克说，美元在全球结算中
仍然发挥主导作用，美国“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其政
策必须考虑世界经济的利益”。

新华社华盛顿8月17日电
记者孙丁熊茂伶

美国“四不像”法案自欺欺人

2021年1月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时任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导致参众两院认证拜登当选总统的
联席会议中断。一些示威者闯入国会大厦，与警方发生冲突，至少一名警察和4名示威者死亡，约140名警察受
伤。新华社记者刘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