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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像一个大半学期都不及格的学生，通过熬通宵的方式，在早上6点卡点把期末
论文塞到教授办公室的门缝。他虽然拿不到A，但老师也不会给他F。

这是美国“政客”新闻网站，对美国总统最新的评价。

赶在这个月，拜登接连签署了《芯片和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就在8月2
5日，拜登还签署了一项旨在实施《芯片和科学法案》的行政命令。

目前，拜登任上签署的法案数量，已经超过了奥巴马八年任期内的法案数量。

这些法案，被美国媒体连篇累牍报道，成为美国政治体系良好运转的标榜，被一些
人奉为治理国家和解决问题的圭臬。

但问题是，这些法案，真的有用吗？

从这几个维度，能看清美国法案的“真正面目”。

谭主利用大数据手段统计后发现，到8月23日，本届国会议员已经提交了21693个
提案，平均每天提出36.3个，是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

但看似前所未有的立法热情，只是徒有其表：

21693个提案中，有15882个提案——近73.2%仅仅停留在提出阶段，甚至都没有
被讨论过。

美国的立法流程冗长复杂，一个提案必须要在议员的任期内走完全部流程，否则即
便是“临门一脚”，也会变成废纸一张。而这15882件提案，从一开始就是废纸一
张。

曾经做过美国众议员立法助理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强告诉谭主，这73.
2%绝大多数都是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或者极富争议性因而无法获得两院审议通
过的提案。

谭主注意到，2021年2月18日，一名民主党众议员就提交了一份给州内山峰改名字
的提案。

信强告诉谭主，类似于这样的提案占这么高的比重，足见美国提案质量下降之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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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当下，美国深陷几十年来难得一见的危机之中。

政治层面，前总统被“抄家”，打破美国过去200多年的政治默契，创下两党“斗
争之最”；

经济层面，美国通胀高企，石油等商品价格不断上涨，推高“物价之最”；

社会层面，种族主义等毒瘤加剧美国社会撕裂，面对恶化的安全环境，更多美国人
只能选择武装自己，完成购枪身份背景审查的人刷新“历史之最”。

危机也带来了行动，让议员们提案的数量猛增，但他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这些提
案，真的解决问题吗？

有一个观察的视角耐人寻味。今年的第一、二季度，苹果、亚马逊、英特尔等公司
的游说支出先后创下新高——提案多了，企业的游说支出多了，议员们得到的利益
，也变多了。

共和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就是很好的例子。从去年开始，卢比奥提了892个提案
，涉及能源、医疗等多个行业。

营造兢兢业业的表象，像冲KPI一样地发起提案，为的是实打实的利益。

谭主利用大数据手段抓取了2020年至今给卢比奥政治捐款的公司发现，金额排名前
20的公司，恰恰集中在能源、医疗等行业。

卢比奥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还曾被评为国会负债最多的参议员。如果不通过广撒
网的方式，左右逢源，那单凭这样经济实力的卢比奥，当然拼不过那些自掏腰包竞
选的议员，到时候，卢比奥能否保住自己议员之位，都难说。

从这个切面可以看出，这些提案，想要解决的，不是美国国内问题，不是美国民众
的腰包问题，而解决的，是自己腰包的问题。

自就任以来，拜登一共签署了173个法案。其中，有四个法案很特殊，用美国人自
己的话说，它们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法案。

8月16日，拜登签署了总价值约为7500亿美元的《通胀削减法案》，这是包含了美
国史上最大规模气候投资的法案；

8月9日，拜登签署了总价值约为2800亿美元的《芯片和科学法案》，这是包含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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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二战以来最大规模产业政策的法案；

去年11月15日，拜登签署了1.2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法案，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
美国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改革法案；

去年3月11日，拜登签署了1.9万亿美元的经济救助计划，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
的纾困法案。

这几个法案，对应解决的是美国面临的通胀、芯片短缺、基础设施陈旧、疫情冲击
这几大危机。

但奇怪的是，这四个最大规模的法案，资金盘子看似很大，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的支
出却不多。

熟悉美国议员的信强告诉谭主，就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来说，绝大多数议员根本不
知道需要在哪些方面用钱，需要用多少钱才有效。

《通胀削减法案》虽然名字有“通胀削减”四字，但与能源、气候相关的支出却占
到了总支出的80%以上。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分析结果显示，该法案对2022年通货
膨胀的影响“微乎其微”，在2023年，该法案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也只在正负0.1
个百分点之间。

基础设施投资法案，会在未来5年为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5500亿美元的联邦投
资，但研究表明，修复美国摇摇欲坠的基础设施需要在未来10年投入6万亿美元。

经济救助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提振经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国供给端产出出现
很大缺口，但法案中资助企业的支出，只有1500亿美元，还不到整个法案支出的十
分之一。

通过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法案，但为什么钱却没花在刀刃上？答案是四个字——政
治分肥。

长期研究美国国会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张腾军告诉谭主，大规
模、一揽子方案，这种巨大的支出给了政客权力寻租的空间，可以往法案里塞一些
符合自己政治利益的条款，这样的行为就叫做“政治分肥”。最大规模的法案，也
意味着复杂的政治交易。

《芯片和科学法案》的前身是“无尽前沿法案”。这一法案关注的是高新技术，但
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逊，就非要往法案里加加强边境安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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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内容，当然会让法案失焦，也让法案偏离了原本设想的轨道。

但这样的局面，拜登政府只能接受，甚至要主动“分肥”，来拉拢一部分议员。因
为，拜登政府面对的，是愈演愈烈的党派斗争。

这四个法案，都经过多个版本的更迭，直到最后，方才涉险过关。

问题，不光出在共和党，还出现在民主党——这和本届国会的席位有很大的关系：

参议院共有100名参议员，民主、共和两党各占50席；

众议院共有435个席位，民主党只比共和党多10个席位，是近20年来优势最小的众
议院多数党。

大多数情况下，共和党的票，民主党想都不要想了。

在经过27小时的会议和15个小时的投票环节后，2022年8月7日，参议院以51比50
的结果通过《通胀削减法案》。

最关键的一票，来自副总统哈里斯——副总统一般不在参议院投票，除非是需要打
破票数持平的局面。

五天后，法案在众议院以220票赞成、207票反对，在众议院通过。

这和民主、共和两党的国会席位几乎完全一致。而其他法案通过的情况，也基本大
差不差：

2021年3月6日，美国参议院以50比49的投票结果通过经济救助计划，4天后，众
议院的投票结果为220比211。

这种僵持的局面意味着，民主党在面对两党斗争的同时，还要时刻警惕党内有人“
反水”。

这也给了民主党议员，以一己之力，绑架法案的机会。

去年，拜登提出3.5万亿美元的《重建更好未来计划》后，两院就法案金额进行了长
达半年多的拉锯，拜登多次妥协并削减法案规模。2021年11月，众议院好不容易
通过了缩水版的1.75万亿美元的《重建更好未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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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个月后，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曼钦反水，反对该法案，从而使得该法案因为缺失
关键一票而意外搁浅。

曼钦倒戈的逻辑很简单，这一法案包含了对于新能源行业的大量援助和支出。而曼
钦是西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西弗吉尼亚是美国的煤炭大州，煤炭产量占到全美产
量的20%，煤炭出口量更是占到了全美出口量的50%多。

曼钦自己，持有100万美元左右的煤炭行业保密信托基金，曼钦家族还有一家煤炭
经纪公司。更不要说，在法案投票前夕，煤炭公司还对曼钦进行了游说与政治捐款
。

张腾军曾经出版了一本学术专著《国会委员会与美国对华决策研究》，探讨国会决
策因素及其对华影响。在这本书中，有两个词——国会议员的“狭隘的区域主义”
和“个人主义决策思维”。曼钦，就是很好的体现。

此次《通胀削减法案》，也单独对曼钦进行了妥协——根据法案，联邦政府想要开
发新的风能和太阳能，首先要放宽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此外，曼钦还希望给西弗吉
尼亚州修一条天然气管道，他也赢得了加快能源项目审批的承诺。

一个法案里，需要满足多少个“曼钦”的想法呢？法案光去满足“曼钦”们的想法
，又会偏离初衷多远呢？

法案本身有问题不说，在落实层面，同样是漏洞百出。

美国国会有权力成立调查委员会，设立特别检察官或者举行听证会，甚至是责成FB
I等执法机关调查法案的落实情况。但这一般是在法案出现重大失败需要问责的情况
下，才会出现的情形。

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法案的实施情况，根本没有监管。这种自我监督，形同虚设
。

就拿基础设施投资法案来说，它的总金额为1.2万亿美元。

据相关机构披露，有议员提议，从经济救助计划中挪2050亿美元到基础设施投资法
案中。

经济救助计划总价值1.9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它有十分之一的钱，将会被用作他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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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钱，多少花得有点不明不白。

经济救助计划中，还有一项支出3.86亿美元的计划，用于向17250名因疫情失业的
退役军人提供为期一年的在线课程，以便他们可以尽快找到新工作。但一年多过去
，只有397人找到了工作。美媒自己都评价，华盛顿经常在有效使用资金方面陷入
失败。

无法监管，也让美国政客，更肆无忌惮地提一些满足自己政治利益的法案。

张腾军告诉谭主，缺少对法案落地的密切追踪与严格监督，只会让美国政客只考虑
法案带来的社会轰动效应及其对个人政绩的加成，这也会导致法案的实际成效远低
于预期。

每一个法案，都能“改变美国的历史”，都能“创造数百万个就业机会”，都是“
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样的口号，赚足了美国民众的眼球与关注，但在实施阶段，
美国民众的获得感极低，反而加剧了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不满。

这也让美国的法案从提出到实施，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每一次，美国民众的期
望都被高高抬起，最后，又重重跌落。

要知道，国会，作为美国的立法机构，这里通过的每一项法案，都将深刻影响每一
个美国人。

这样严肃的工作，现在却靠噱头吸睛，形同儿戏。

200多年前，美国的创立者们费尽心思设立了这样一套制度，希望它能确保美国在
正常的轨道上运行与发展。

恐怕他们也不会想到，200多年后，美国议员们通过的一项项法案，让美国偏离了
原本的轨道，驶向未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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