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大而美」 法案每年將直接或間接導致5.1萬
美國人死亡。圖為眾議院民主黨領袖傑弗里斯1
日在國會講話。 美聯社



憂武器庫存不足
美暫停對烏部分軍援

▲美國暫停援烏的武器包括數十枚 「愛國者」 防空導彈。 法新社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路透社報道：美國白宮1日證
實，美國將暫停對烏克蘭的部分軍援。美媒指出，這一決定是基
於對美國軍火庫存過度下降的擔憂。

白宮發言人凱利在一份聲明中指出，五角大樓在審查美國對
全球其他國家的軍事援助後， 「決定將美國利益放在首位」 。

白宮和五角大樓沒有透露暫停向烏克蘭交付武器的類型和數
量。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援引匿名國防部官員的話稱，其中包括數
十枚 「愛國者」 防空導彈、數千枚155毫米高爆榴彈炮炮彈以及
逾100枚 「地獄火」 導彈等。這些均為拜登政府任內承諾向烏克
蘭提供的武器。

除3年多來的對烏軍援外，美國近期還空襲也門胡塞武裝、
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並參與對伊朗空襲等，導致軍火庫存快速下
降。有國會議員指出，美國彈藥庫存的快速消耗可能影響其應對
其他潛在衝突的能力，例如在 「印太」 地區的戰略準備。

另據報道，俄羅斯總統普京1日和法國總統馬克龍通電話。
這是兩國領導人近三年來的首次通話，兩人上一次通話是在2022
年9月11日。

愛麗舍宮發布消息稱，馬克龍與普京交談了兩個多小時。馬
克龍呼籲俄烏盡快達成停火協議。

克里姆林宮則援引普京的話說，烏克蘭危機是西方國家政策
的直接後果，西方國家多年來無視俄羅斯安全利益，現在正通過
為烏方提供各種現代化武器，延長敵對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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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7月2日上午9時，美國國會眾
議院開始召開會議，討論參議院版本的所
謂 「大而美」 法案。美國總統特朗普此前
放話稱，希望在7月4日獨立日前簽署該法
案。但由於參議院版本的法案預計將美國
債務上限大幅提高5萬億美元，引發部分保
守派眾議員不滿，能否在眾議院通過還是
未知數。民主黨和獨立議員則批評法案
「劫貧濟富」 ，是 「給億萬富豪階層的禮
物」 。

【大公報訊】據報道，眾議院2日首先進行程
序性投票。如果程序性投票通過，眾議院將就該
法案進行辯論。

7月1日，美國國會參議院以51票贊成、50票
反對的微弱多數通過了 「大而美」 法案，並提交
至眾議院。由於較眾議院此前通過的版本有較大
修改，因此該法案需要得到眾議院的再次通過才
能提交給美國總統簽字並成為法律。

法案在參院通過後，特朗普在社交網站發
文，呼籲共和黨眾議員團結一致，投下贊成票，
將法案在7月4日前送到他的桌上。他表示，美國
「將迎來爆炸性的經濟增長」 ，邁向 「嶄新的黃
金時代」 。

逾20共和黨眾議員威脅反對
不過，法案要在眾議院闖關卻沒那麼簡單。

目前共和黨在眾議院擁有220個席位，民主黨則
有212個席位，也就是說，面對民主黨的一致反
對，要想通過法案，最多只能承受3名共和黨議員
倒戈。然而，據美國Axios網站報道，一名要求匿
名的眾議院共和黨議員聲稱，有 「超過20名」 共
和黨議員威脅要投票反對該法案。5月曾對眾議院
初始版本法案投下反對票的共和黨眾議員戴維森
與馬西至今仍堅持反對立場。

一些鷹派共和黨眾議員，已經對參議院版本
的 「大而美」 法案可能增加聯邦赤字的幅度感到
不滿。眾議院共和黨極右翼黨團 「眾議院自由黨
團」 成員指出，參議院版本每年可能導致赤字增
加6510億美元， 「這可不是我們當初講好的」 。

該黨團成員奧格茲抨擊參議院版本是 「閹
割」 了特朗普關鍵條款的 「啞彈」 。他要求恢復
眾議院版本，但重新協商可能耗時數周之久。立
場反覆的共和黨眾議員史帕茲警告，若眾議長約
翰遜強行推動表決，議長職位恐受威脅。

特朗普的 「鐵粉」 、眾議員格林表示，在7月
4日前通過法案的想法 「不切實際」 ，約翰遜將面

臨一場艱苦的戰鬥。 「我認為這件事遠遠沒有結
束，我們很難就任何事情達成協議。整件事，我
不知道該怎麼形容，就是一場狗屎秀。」

減稅益富人 削福利傷平民
參議院通過的這版法案內容包括延長特朗普

在其第一個任期內於2017年通過的企業和個人減
稅措施，削減在醫療保險和營養補助項目的投
入，同時在打擊非法移民和國防方面增加數千億
美元資金等。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分析報告估計，從
2025年到2034年，參議院版本的 「大而美」 法案
將使聯邦赤字增加近3.3萬億美元，遠高於眾議院
版本的2.4萬億美元。參議院版本法案中對醫療補
助和平價醫療法案的修改，將導致2034年新增

1180萬美國人失去醫療保險，多於眾議院版本的
1090萬人。此外，參議院版本的法案預計將美國
債務上限進一步提高5萬億美元，比眾議院版本的
4萬億美元多出20%。

「大而美」 法案的核心內容是規模空前的減
稅。佛蒙特州獨立參議員桑德斯披露的數據顯
示，該法案為最富有的1%的美國人提供9750億
美元的稅收減免，同時為最富有的0.2%的美國人
提供了2110億美元的遺產稅豁免，大型企業更是
收穫了9180億美元的減稅大禮。《紐約時報》評
價此舉為 「反派版羅賓漢的劫貧濟富：從窮人手
中拿走數千億美元，然後分給富人」 。批評者普
遍擔心，法案通過減稅惠及富人、削減福利傷害
低收入群體，可能導致美國貧富分化加劇和社會
矛盾升級。 （綜合報道）

▲大批工人上月在國會山抗議 「大而美」 法案削減醫保補貼。 法新社

◀特朗普施壓眾
議院7月4日前通
過法案。

美聯社

▲眾議長約翰遜
被 指 若 強 推 表
決，議長大位恐
不保。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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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稱以色列允停火60天 施壓哈馬斯接受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BBC報道：
美國佛州新建非法移民拘留中心 「鱷魚惡魔
島」 1日投入使用，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天出
席啟動儀式。特朗普讚揚該設施被長達數英
里的沼澤環繞，這裏 「唯一的出路就是被驅
逐出境」 。

他還表示，希望以後在 「很多州」 都能
看到類似的拘留中心，也許可以 「形成一個
系統」 。

這座非法移民拘留中心位於佛州國家公
園 「大沼澤地」 的濕地中央，四周環繞着大
片沼澤，據報有多達20萬條鱷魚與蟒蛇在此
棲息，因此被白宮稱為 「鱷魚惡魔島」 。

特朗普1日在佛州州長德桑蒂斯和國土
安全部部長諾姆等人的陪同下視察該拘留中
心。他向媒體表示，這裏很快就會關押 「最
危險的移民，其中一些是地球上最兇惡的
人」 。

諾姆稱，預計首批被拘留者於2日抵

達。她還稱，非法移民可以自願離開美國，
以避免最終被送往此類拘留中心。

據悉，德桑蒂斯之前加速審批該拘留中
心興建的流程，只用8天時間便完工，目前
可容納3000人，最終預計容納5000人，預
計每年運營成本高達4.5億美元。

為宣傳該設施啟用，白宮在社交平台X

上發布鱷魚戴着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
（ICE）帽子的圖片。佛州共和黨人販售鱷
魚主題的服裝等紀念品。

數百名居住在附近的民眾以及抗議人士
當天冒雨前往該設施外抗議，反對特朗普政
府這種非人道的關押非法移民方式。一些環
保團體表示，該設施的建設違反環境法。

20萬鱷魚環伺 佛州非法移民中心啟用

◀▲ 「鱷魚惡魔島」 拘留中
心條件惡劣，外圍有約20萬
條鱷魚。 美聯社

▶加沙城海濱地區的一間餐廳6
月30日被以軍炸成廢墟。法新社

美眾院討論「大而美」法案 共和黨內訌升級

債務上限調整幅度
參議院版本提議將美
國債務上限提高5萬億
美元，眾議院版本則
為4萬億美元。

「大而美」法案要點
延長特朗普在其第一個
任期內於2017年通過的

企業和個人減稅措施，讓小費和加班工資收入免
於納稅，預計將減稅高達4.5萬億美元。

大幅減稅

削減在醫療保險和營
養補助項目的投入，

將導致到2034年，美國將有1180萬人失去醫療
保險。每年將直接或間接導致5.1萬美國人死亡。

削減醫保支出

未來10年將增加約1500億美元
國防開支，國土安全部門將獲
得近1300億美元的預算，用於
打擊非法移民。

從今年9月30日起
將不再為電動汽
車 提 供 稅 收 抵
免，同時只有在
2027年底前投產
的風電和太陽能
項目可享受稅收
抵免。

預計增加赤字幅度
參議院版本預計10年內使聯邦赤
字增加近3.3萬億美元，眾議院版
本則為約2.4萬億美元。

大公報整理

增加國防開支

打壓綠能產業
參眾

兩院版本
不 同 之 處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半島電視台
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1日表示，以色列已
同意與哈馬斯達成60天停火協議的必要條
件，並呼籲哈馬斯也接受這項協議。哈馬斯
方面2日發表聲明指出，正與有關
各方開展磋商，討論加沙地帶停火
談判斡旋方的提議，以達成一項實
現以色列撤軍並向加沙民眾提供緊
急援助的協議。

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
美以1日就加沙地帶局勢進行長時
間會談，以色列同意達成60天停火

協議的必要條件，卡塔爾和埃及將提交協議
的最終文本。 「我希望哈馬斯能夠接受這項
協議，因為情況不會好轉，只會惡化。」

特朗普將於7日在白宮會見來訪的以色

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這將是內塔尼亞胡自今
年1月以來第三度訪美。

半島電視台2日援引加沙衞生部門的消
息稱，受美以支持的私營組織 「加沙人道主
義基金會」 5月底開始運作以來，在加沙援
助物資發放點附近，已有超過600名巴勒斯
坦人遇襲身亡，超過4000人受傷。

以色列與伊朗6月24日停火以來，地區
局勢仍存在很大不確定性。中國駐伊朗大使
館2日發布通知，再次提醒中國公民暫勿前
往伊朗。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2日表示，伊朗
核問題應當通過政治外交手段和平解決，希
望各方相向而行，推動伊核問題重回政治解
決軌道。

民主黨轟「劫貧濟富」 加劇美國社會撕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