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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日報》分析指出，大而美法案推動經濟短
期增長的條款，包括針對小費收入和加班費的

臨時稅收減免，以及短期增加國防和邊境安全開支
等。多數面向個人的減稅條款，都會在數年後逐步取
消。到明年中期選舉後，醫療補助計劃等福利開支將
被削減。法案等於「先甜後苦」：減稅的經濟刺激在
前、削減政府開支拖累經濟在後。

提振作用或被關稅抵消
即使是減稅政策的短期經濟提振，也很可能被特朗
普政府的關稅政策抵消。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
預算模型主任斯梅特斯估計，到2027年，經通脹調整
後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預計較現時增加 1%至
1.2%。高盛則預計關稅政策會令美國明年第一季度
GDP下滑約1%。
為趕及周五美國國慶日前通過法案，特朗普極力迴
避黨友的質疑。他宣稱關稅會為美國帶來數十億美元
收入，以此說服擔憂法案加劇財赤的極右財政鷹派。
對於溫和派共和黨人，特朗普則對其施壓，要求他們
不得擔憂法案的政治後果。多名搖擺選區的共和黨眾
議員私下抱怨，他們已意識到特朗普恐怕只顧自己權
力，並不在乎中期選舉結果。
白宮經濟學家宣稱法案生效後，會在 4年內推動

GDP增加4.6%至4.9%。《華爾街日報》直言，這一預
測遠超出美國經濟學家的分析。美國聯邦預算問責委
員會估計，若法案的各項減稅措施永久實施，到2034
年，美國聯邦支出將大增5.5萬億美元（約43.2萬億港
元），債務佔GDP比例高達127%。
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預算模型警告，債務攀
升會推高利率，加劇私人投資和貸款壓力。長此以
往，法案帶來的財政壓力會像滾雪球般積累，切實影
響美國民眾生計。法案生效30年後，美國GDP反而會
較現時下跌4.6%，居民平均薪資水平會較現時縮水
3.5%。

「美財政擴張將轉向緊縮」
富國銀行經濟學家普格利澤和沃斯納警告稱，減稅
法案將在未來數年，從財政擴張逐步轉向財政緊縮。
尤其將削減政府開支計劃安排在數年後，意味屆時國
會或會投票決定不再實施相關計劃，聯邦政府或要承
受更大的財赤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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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國會眾議院周四（7月3

日）以218票贊成、214票反對的表決結果，

驚險通過總統特朗普力推的「大而美」減稅法

案，送交特朗普周五簽署生效。這項價值3.4

萬億美元（約26.7萬億港元）的龐大法案最終

過關，凸顯特朗普如何牢固控制整個共和黨。

《華爾街日報》指出，法案中眾多減稅措施將

在短時間內生效，但削減醫療補助等福利會在

未來數年實行，法案只能在短時間稍微提振經

濟，長遠則很可能令美國陷入數萬億美元的債

務困境。

民主黨人拉布 演說破最長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國會以些微差距通過美國總
統特朗普標誌性的「大而美」稅收與支出法案，鞏
固他第二任期的激進施政方針後，特朗普周四（7月
3日）在艾奧瓦州一場造勢大會，向支持者宣稱取得
「非凡勝利」。
法新社報道，特朗普滿懷喜悅地為美國為期一年
的250周年國慶慶祝活動拉開序幕，同時讚揚這項不
得民心的法案。該法案不僅在共和黨內部引起深切
憂慮，民調也顯示許多美國民眾對此同樣感到擔
憂。許多人擔心這項法案將導致國債飆升，削減醫
療與福利支持和清潔能源政策，並加強特朗普對非
法移民的嚴厲管控。

自稱取得「非凡勝利」
特朗普在艾奧瓦州首府得梅因對支持者表示，

「我們數小時前取得的這個非凡勝利，是獻給美國
最好的生日禮物。很簡單，這項『大而美』法案將
為地球帶來最強大的邊境、最強大的經濟、最強大
的軍隊。」特朗普表示，他會於周五美國獨立日簽
署該法案成為法律，並說兩周前執行對伊朗空襲任
務的飛行員也將出席。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周四披露「大而美」法

案在眾院通過前的幕後細節，指特朗普周三天未亮

就起床，在20小時內斷斷續續打電話，勸說不情願
的眾院共和黨人推動法案通過。
據白宮官員和消息人士透露，為推動法案在眾院
通過，特朗普從周三凌晨5時就開始給其幕僚和眾院
議員打電話，一直斷斷續續打到周四凌晨1時。同
時，特朗普得到來自包括白宮管理和預算辦公室主
任沃特、白宮高級幕僚布萊爾等人在國會大樓的現
場支持，他們採取「軟硬兼施」的策略進行拉票。
隨着投票進行，特朗普一直密切關注進展，並打電
話給其高級幕僚了解最新情況，詢問他們需要自己
聯繫誰。

特朗普電話游說20小時 法案勉強過關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特朗普推動的「大而
美」法案周二（7月1日）在參議院通過後，送交
眾議院審議。眾院民主黨領袖傑弗里斯採取拉布
策略，演說時長打破最長紀錄。

長8小時44分鐘
傑弗里斯作為民主黨領袖，按照規定他可在立
法辯論期間隨意發言。為了拖延表決，他於美東
時間上午4時53分開始演講，全長達8小時44分
鐘，創下最長紀錄。
傑弗里斯表示，「議長先生，我感覺自己有義務
站到眾院議場上慢慢來。」他在演說中把「大而

美」法案稱為「大而醜」法案。除批評法案內容，
他也向共和黨人喊話，「我們並非替特朗普總統工
作。」他其間還談到hip-hop音樂和自己的人生。
傑弗里斯並非第一個用長時間演說來拖延表決

的眾院領袖。對上一次演說時長突破最長紀錄，
是2021年時任共和黨領袖麥卡錫，他在演講中憤
怒批評民主黨的「重建美好未來」法案，當時演
說長達8小時32分鐘。前眾院議長佩洛西則曾於
2018年連續發言8小時7分鐘。今年3月，民主黨
參議員布克更曾發表超過24小時的演說。
美媒指出，圍繞「大而美」法案，美國連日來已

上演多場「政治馬戲」，包括特朗普與昔日盟友馬
斯克持續罵戰、民主黨持續反對法案進而在國會上
演多輪拖延戲碼，以及多名共和黨議員投票時臨陣
倒戈，凸顯黨內分歧。其中民主黨多次採取拖字訣
全面狙擊法案，在6月28日深夜，參院以51比49
的微弱優勢投票，通過旨在推進法案的程序性投票
後，參院少數黨領袖舒默表示，民主黨將強制在參
院宣讀長達940頁的法案，結果花費16小時法案文
本才終於讀完，進入參院辯論環節。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預算赤字已達到2萬億
美元（約15.7萬億港元），但共和黨人執意推
進減稅政策，令經濟學家和投資者深感擔憂。
《華爾街日報》指出，經濟學家擔心隨着「大
而美」法案過關，赤字高企已成為美國常態，
特朗普政府將把美國推向危險的財政道路。
報道指出，在疫情期間和國際政治局勢動盪
時，面對政府大幅舉債，美國市場表現容忍，
認為這是政府面對經濟增長急劇放緩時，合理
作出的暫時性反應。但業界人士如今發現，即
使沒有面對緊急情況，美國政府也在瘋狂舉
債，當前美國財赤佔經濟總量比例，已逼近
2008年金融海嘯和疫情期間水平。

接連舉債成美「特徵」
許多投資者擔憂，接連舉債證明財政揮霍並

非美國決策的偶然失誤，而是其固有特徵。太
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創辦人格羅斯直
言，「美國政府就像一個手持信用卡的青少
年，這張信用卡在必須還款之前沒有限額，

『還款日』不是信貸違約，而是以美元匯率走
弱、利率上升的形式呈現。」
特朗普宣稱，「大而美」法案帶來「飛速增

長的經濟」，可以避免負面影響。然而投資市
場已發出警告。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
學家格羅夫稱，「在大規模危機中，我們通常
考慮借入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20%或
30%的資金，我不清楚現時的市場，還能否容
忍美國政府這樣做。」
《華爾街日報》指出，美國國債普遍被視作

經濟波動時期的安全投資。如今美國社會保障
成本高企，軍事開支攀升、大幅減稅政策過
關，財赤勢必拖累美國經濟。如果海外美債持
有人憂慮美國債務負擔沉重，他們持有美國國
債的意願或會消減。
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警告，如果美國政府

縱容債務水平攀升，美國國債市場總有一天會
嚴重下滑，引發嚴重經濟衰退，或迫使聯儲局
干預，「共和黨的法案反映出一種傾向於取悅
選民，而非審慎治國的政治體制。」

美媒：赤字高企成常態 美財政被推向深淵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特朗普一直將物價高企
等經濟問題歸咎於前總統拜登，不過《華爾街日
報》引述民調機構YouGov上月中一項民調顯示，現
時支持特朗普的選民更傾向認為，相較於拜登，特
朗普更應對當前經濟狀況負責。許多選民認為，特
朗普的關稅戰料會推高物價。

該民調顯示，在去年大選支持特朗普的選民中，
認為特朗普對現時美國經濟負有更大責任的受訪者
佔 46%，認為拜登責任更大者佔 34%。直至上月
前，特朗普的選民都更傾向將責任歸咎於拜登。至
於去年大選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的選民，
則普遍認為特朗普的責任更大。
美國范德比爾特大學政治學家賽德斯指出，當各
類指標發出清晰訊號，說明經濟現時狀況變化顯著
時，就總統是否為現時經濟狀況負責的問題，選民
的黨派分歧或會收窄。如今美國經濟形勢不太明
朗，通脹率仍高於聯儲局目標，關稅戰也令企業經
營面臨更多不確定性。賽德斯認為在這一環境下，
選民會傾向將功勞歸於自己支持的領導人，將過失
歸咎於對手。
部分共和黨選民已表明會觀望特朗普經濟政策的
效果。42歲的亞利桑那州律師貝克表示，她認為現
時將物價高企歸咎於特朗普是為時尚早，「但我非
常想看看，到明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就任滿一
年），情況會否有變化。」

面對經濟困境 特粉覺醒歸咎特朗普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勞動統計局（BLS）負責統計
多項關鍵數據，包括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生產
者物價指數（PPI）和非農就業情況等，是投資業界
分析美國經濟形勢的資料來源。《華盛頓郵報》周
四（7月3日）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大幅削減
統計局預算並收緊人手，在政治壓力下，各方擔心
統計局的關鍵數據日漸失去完整性，影響政策制訂
和投資走向。
報道引述匿名BLS官員稱，特朗普就任以來，BLS

陸續削減包括實地考察、跟進訪問等工作內容，這
些工作對於提升數據準確性至關重要。BLS上月稱，
統計局在美國部分城市人手短缺，被迫減少當地統
計CPI的調查網點，會令統計數據一定程度波動。

資金短缺影響數據準確度
特朗普政府從今年10月開始的新一財年預算中，

提議將BLS的預算削減約8%，多名經濟學家警告，
資金短缺會進一步影響BLS的數據準確度。早前BLS
受限於資金不足，已停止計算和發布PPI中數百種產
品的批發價格。兩個協助政府部門研究BLS數據的

技術諮詢委員會，也被特朗普政府解散。
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贊迪表示，美國面臨
貿易和移民等政策變化的重大轉變之際，美國經濟
數據的質素卻愈發不穩。在前總統布什和奧巴馬時
期擔任BLS局長的霍爾稱，「如果當局擔心數據質
素和準確性，就應投入更多資金，削減預算是錯誤
的。」

政治壓力人手不足 美統計局數據存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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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俄勒岡州多地的護理人員聚集在波特蘭選區參議員辦公室外，抗議特朗普的「大而美」法案削減醫療
開支。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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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勞動統計局是多項投資關鍵數據的資料來
源。 網上圖片

●美國經濟不明朗，物價一直高企。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