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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18 日，美国国债突破 33 万亿美元。美国债务如滚
雪球般膨胀，耗时仅三个月总额又创新高，速度
令人震惊。

今年以来，美国财政管理乱象频发。几个月
前，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党就债务上限问题上
演“懦夫博弈”，冲击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眼下美
国两党仍在预算问题上争斗不休，如果不能在数
日内就拨款法案达成协议，到 9月 30日本财年结
束之际，美国政府或将再度“关门”。

2017年9月，美债规模突破20万亿美元；2022
年2月，美债规模突破30万亿美元。2023年6月16
日，联邦政府债务规模突破 32 万亿美元，达到这
个数字的时间比新冠疫情前的预测提前了9年。

美国独立研究机构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
马娅·麦吉尼亚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已经达到
了一个没有人会感到骄傲的新里程碑，我们的国家
债务总额刚刚超过33万亿美元。我们对这些庞大的
数字越来越麻木，但这并没有降低它们的危险性。”

根据美国彼得·彼得森基金会的测算，将这些

巨额债务分摊到美国民众身上，相当于每人负债
9.9万美元。该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表
示，美国财政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走上不可持续
的道路，而新冠疫情迅速加剧了美国的财政挑战。

对于“野蛮生长”的美债又破“大关”，共和
党、民主党依然互相甩锅。共和党人指责拜登政
府失控的支出导致当前美国的财政困境，在今年
早些时候的债务上限谈判中以及当下的拨款法
案谈判中，共和党都试图推动削减开支。白宫方
面则将债务膨胀的责任归咎于共和党。白宫发言
人迈克尔·菊川表示，过去 20 年债务增加的主要
原因是共和党在向富人和大企业倾斜的减税计

划上花费了数万亿美元。
对于两党互相推诿，预算专家并不买账。彼

得森此前曾指出，联邦政府债务不断累积是国会
两党在财政问题上“不负责任”的结果。过去几十
年，华盛顿政客多次选择减税或推动政府支出计
划，而非考虑美国未来。

事实上，美国两党“轮流坐庄”体制下，为拉
选票，双方都希望多花钱。尽管控制债务增长有
利于美国经济长期发展，但没有哪届政府、哪家
政党愿意背上削减福利或加税的“恶名”。两党政
客只顾眼前政治利益、不顾财政长期健康，“寅吃
卯粮”过度开支，让美债“窟窿”越来越大，给美国

经济和全球市场带来隐患和风险。
眼下，美国两党正围绕拨款法案进行新一轮

争斗，双方仍存明显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众议
院共和党人日前推出了一项短期拨款议案，该方
案将削减 8%的联邦机构开支，还将加强移民限
制措施。但该议案已遭到共和党内部反对，也不
太可能赢得民主党人的支持。

如果两党不能及时就拨款法案达成一致，联
邦政府或再次关停。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凯文·科萨尔日前撰文指出，由于政治分裂严重、
两党争斗加剧、一些共和党保守派试图以政府关
门来威胁民主党人控制开支等，政府“关门”的概

率或许已经上升。
可以预见的是，联邦政府关门将给美国经济和

市场带来冲击。根据高盛的预测，美国联邦政府停
摆每持续一周，经济增速将下降约0.15个百分点。

放眼未来，美国财政前景不容乐观。随着美
债继续飙升，美联储过去一年多猛烈加息带来的
高利率也推高了利息负担。彼得·彼得森基金会
的数据显示，当前美国每天在债务利息上的支出
近 20 亿美元，在未来十年内，联邦政府的利息支
出将超过美国政府传统投入到研发、基础设施、
教育上的开支总和。

8 月 1 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将美国长期外
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从 AAA 下调至 AA+，这表明
美国政府治理和财政管理能力在下降。随着两党
争斗持续，美国政府在增加收入、削减开支上缺
乏作为，财政状况难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各界对
于美国财政危机的担忧进一步加剧。

美债突破33万亿美元 政府关门担忧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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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拍摄的景迈山翁基古寨（无人机照片）。

15日，在景迈山布朗公主茶厂，傣族姑娘叶香在给茶叶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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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日日，，在景迈山芒景村在景迈山芒景村，，布朗族茶农南康在火塘边做烤茶布朗族茶农南康在火塘边做烤茶。。

这是一片神奇的叶子，它散发着浓郁独特的香气，浸润
千年；这是一座充满生态智慧的山，林茶共生、人地和谐，体
现出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朴素智慧……

中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项目日前在第
45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审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
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中国世界遗产增至 57项。

南方有嘉木

群山连绵不绝，青翠欲滴；云雾缭绕润泽，清风拂面。
景迈山，平均海拔 1400 米，是云南普洱茶区最具标志意

义的一座古茶山。
秋日，漫步在景迈山古茶林，就像静静品读一部茶书。这

处新晋世界遗产地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由
5片古茶林、9个古村寨和 3片分隔防护林构成，被世界茶文化
研究学者誉为“茶树自然博物馆”“茶叶天然林下种植方式的
起源地”。

“景迈山古茶林是世界上保存完整、面积较大、种植历史
悠久的人工栽培古茶林典型代表，有千余年历史，其中集中
连片面积达 1.8 万亩。”普洱景迈山古茶林保护管理局副局长
周天红说，这里树龄 50年以上的老茶树有 300多万株，其中树
龄逾百年的古茶树有 100多万株，树龄最高达五六百年。

“远看是森林，近看是茶林”，只见高大乔木下，错落分布
着大片 2 米多高的古茶树。周天红说，布朗族、傣族等世居民
族熟悉茶树生长习性，利用自然生态系统，在森林中育茶种
茶，呈现出“高处是乔木层—中间是茶树等灌木层—地表是
草本层”的立体群落结构，不同古茶林片区间还保留森林作
分隔、防护之用。

顺着古茶林往山坡下走，来到糯岗古寨，这里保留着景
迈山傣族村落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在村落里，干栏式木
结构建筑房屋依山而建，围寨心分布，街巷皆可通向寨心。如
糯岗古寨这般布局，分布在茶林中的 9 个传统村落，共有居民
近 5000人，传统民居建筑 530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
建筑 321座。

第 45 届世界遗产大会认为，“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
观”符合世界遗产标准，这一独特的古茶林保护管理体系充
分尊重当地气候条件、地形特征和动植物种群，实现了对文
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以及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展现了
山地环境下布朗族、傣族等世居民族人民对自然资源互补性
利用的独创传统。遗产构成要素中的村寨与传统民居建筑在
选址、格局和建筑风格方面，也体现了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和
利用。

山水为体，人文为魂

公元 10世纪至 14世纪，布朗族先民发现和认识了野生茶
树，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与傣族等世居民族一起，探索出林下

茶种植技术。“我要给你们留下牛马，怕遇到灾难死掉；要给
你们留下金银财宝，也怕你们吃光用完；所以只给你们留下
茶树，让子孙后代取用不尽。”这是景迈山布朗族群众世代相
传的“茶祖遗训”。

在景迈山古茶林，森林—古茶林—村落的空间组合、与
天然林相似的茶林生态系统、特殊的茶祖信仰以及世居民族
文化，创造了独特的山地人居环境。

“相较于梯田式、农庄式台地茶园，景迈山古茶林是特色
鲜明的传统的林下种植方式和充分利用森林生态系统稳定
性的维护方式。”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陈耀华说，
茶在森林中、村在茶林中、耕地和其他生产活动在茶林外的
山地人居环境，彰显了古代先民在认识自然、尊重自然的基
础上合理、可持续利用自然的卓越生态智慧。

文化景观是“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陈耀华说，景迈山
的气候、土壤、水文、局部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特别适合大叶
普洱茶生长和保存，而景迈山世居民族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
践中与茶相伴，创造了包括种茶制茶、食茶用茶、品茶咏茶等
在内的一系列茶文化。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
‘茶’主题项目的空白，生动展现了中国茶文化的悠久历史和杰
出成就，彰显了中国在世界茶叶起源、种植、贸易和茶文化传播
领域的主导地位。这个项目也是‘活态’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
案例’。”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说。

明天会更好

2010 年，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工作正式启动。10
多年来，保护管理水平不断提升。2010 年以来，普洱市 136 万
余亩茶园完成生态化管理，其中澜沧县完成 37.9万亩，极大提
高了茶叶品质。2013 年以来，当地陆续实施村寨文物保护展
示、消防防雷及古茶林监测项目。在具体实施中，优先采用传
统工艺、传统材料，延续传统干栏式民居建筑结构、特征和风
貌，并进行适应性改造和性能提升，在保护传承遗产真实性、
完整性的同时，推动遗产保护成果惠及当地群众。

多个保护管理体系也逐步建立：建立古茶林、传统村落
等要素保护管理长效机制；发挥群众主体作用，一体推进景
迈山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谋划好“茶+旅游”

“茶+生活方式”等业态……
古茶林中，架设备、泡新茶……22 岁的傣族女孩仙金在

茶林里直播售茶，不到一年销量已达 2 万份，销售额 80 余万
元。“要把生态好茶卖到各地，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景迈山。”
她说。

关于古茶林未来的保护和发展，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相
关负责人表示，将坚持保护第一、规划先行，提高保护管理系
统性、规范性；鼓励引导村民，特别是年轻人从事茶文化传
播、茶产业发展实践；深化有效利用，规范旅游发展，推动世
界文化遗产“活”起来，更好推动遗产保护融入现代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