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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5月28日电（记者 吕

昂 崔力）“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去 80

年与未来展望”国际会议暨 2024 清华

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 5 月 27 日至 28

日在浙江杭州举行。与会专家认为，

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

键时期，中国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和政策协调、积极开展多边合作，将

推 动 经 济 全 球 化 朝 着 更 加 开 放 、包

容、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表示，近年

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经济碎

片化倾向对世界经济增长动能造成

冲击，给经济复苏增添了不确定性。

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夯实机制保障、

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推动世界经济

持续复苏，是各经济体面临的共同任

务。

重塑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

行董事马克·乌赞认为，过去数十年

全球化一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

动力，收入不平等、地缘政治冲突以

及全球化退潮等因素导致如今全球

经济出现碎片化，因此需要各经济体

推动合作、共同面对全球挑战，“我们

需要把一个碎片化的全球经济重新

组合在一起，使得未来更加公正、平

等和包容”。

“当前中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正

在不断巩固增强。通过全面深化改

革和扩大开放，中国经济定能汇聚发

展新优势、增强发展新动能，持续为

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清华

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焦捷说。

会上发布的《中国金融政策报告

2024》显示，中国特色金融关键核心要

素正不断积累，人民币成为重要国际

货币之一，现代中央银行建设取得积

极成效，金融机构不断发展壮大，现

代金融监管体系不断完善，国际金融

中心地位总体增强，金融人才队伍素

质不断提高。

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是清

华大学于 2014 年发起的系列论坛活

动，已成功举办 9 届，是国内有重要影

响力并享有较高国际声誉的学术交

流平台。本次论坛期间，70 余位中外

政经界人士齐聚一堂，围绕全球宏观

经济转变、新兴市场恢复、气候融资

的未来之路、金融赋能科技创新等 12

大主题，举行 8场主题会议和 4场平行

论坛。

海内外专家共话全球经济金融治理

“汉语桥”中文比赛日前在越南、波

黑、比利时、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举行

赛区决赛。

图为选手在悉尼举行的第 17 届“汉

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澳大利亚赛

区决赛上演讲。

新华社记者 马平 摄

“汉语桥”中文

比赛在多国举行

最新出版的 2024 年第 22 期《瞭望》

新闻周刊刊发记者柳丝采写的报道《买

不起的“美国梦”》。全文如下：

美国有一条百年公路——66 号公

路。它从位于中部的美国第三大城市

芝加哥的密歇根湖畔，一直延伸到加利

福尼亚州圣莫尼卡的太平洋海岸，跨越

8 个 州 和 3 个 时 区 ，全 长 约 4000 公 里 ，

1926 年被认定为美国第一条全天候高

速公路。

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在其 1939

年发表、获普利策奖的小说《愤怒的葡

萄》中这样描述它：66 号公路是母亲之

路，是飞翔之路。

66 号 公 路 是 美 国 文 化 的 代 表 之

一。它象征着流动和对“美国梦”的追

求，见证了这个国家西部开发的历史，

也在大萧条时期为沿途城镇经济复苏

作出了贡献。

小说中，曾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沿着

这条路，向西开拓新生活，寻找“美国梦”。

电影中，阿甘也是沿着这条公路奔跑。

然而，如今的 66 号公路沿途，至少

有 20 万座建筑被遗弃，曾经的繁华之地

沦为一座座人烟稀少的“鬼城”，就像正

在迷失的“美国梦”，只余下怀旧之情。

“这条路一直是一面镜子，反映着

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美国历史

学家迈克尔·沃利斯说。

340万美元一个梦

“一对夫妇，两个孩子，一套房子，

还有一辆车和一只宠物。”这是一个经

典的“美国梦”，象征着经济上的成功和

生活的舒适。

这个目标看上去不难实现。但是，

现在的美国老百姓真的能负担得起这

样一个“美国梦”吗？

研究发现，如今实现“美国梦”的成本，

要比大多数美国人一生的收入高很多。

今年，美国“查利率”网站在一项研

究中详细计算了美国 50 个州“美国梦”

的真正成本。计算项目包括食品杂货、

宠物护理、抵押贷款、医疗保健、公用事

业、教育和儿童保育等支出。算出来的

结果是，目前夏威夷州的“美国梦”最

贵，每年实现成本超过 26 万美元，接下

来是加州的近 24.5 万美元，最便宜的密

西西比州也需要近 11万美元。

与“美国梦”的成本相比，美国人的

收入是怎样的情况？在密西西比州，家

庭年收入中位数略低于 5.3万美元，大约

只付得起半个“美国梦”；夏威夷州中位

数约 9.5 万美元，加州约 9.2 万美元，离

“美国梦”的差距比密西西比州更远。

该网站首席数据研究员安德鲁·默

里说：“最终，这项研究凸显了美国人要

想舒适地过上四口之家的生活，必须攀

登多么高的一座山。”

《今日美国报》的另一项研究发现，

一个四口之家每年要为“美国梦”花费

约 13 万美元。而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

据显示，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约为 7.4

万美元。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实现“美国梦”

是一个人生目标，那就不能局限于以年

度 数 字 来 衡 量 ，要 以 一 生 的 数 据 来 计

算。那么，这个结果又是怎样的？

根据金融网站“投资百科”去年 12

月 发 布 的 一 项 报 告 ，从 结 婚 到 攒 钱 退

休，美国人一生大约需要 340 万美元才

能实现“美国梦”，而美国人一生的平均

收入约为 230万美元。

网站主编凯莱布·西尔弗说：“‘美国

梦’之所以成为搜索次数最多的词语之

一，是因为人们认为它离他们越来越远。”

一代人未曾见过的通胀压力

“可悲的是，‘美国梦’已经破灭。”

2015 年 6 月 16 日，特朗普在宣布竞选美

国总统时这样说。

“如果我们再什么都不做，我担心

‘美国梦’将彻底不复存在。”2023 年 8

月，在美国 2024 年总统选举首场共和党

内竞选人电视辩论中，总统竞选人维韦

克·拉马斯瓦米如是说。

总统竞选人的话是为了吸引选民，

但他们口中的这些担忧，反映的却是许

许多多美国人的现实焦虑。

这种焦虑可以从美国社会宗教研究

所与布鲁金斯学会联合进行的 2023年美

国价值观调查中读出一二：72%的美国人

担心没有足够的钱过退休生活；超过 60%

的美国人担心无法负担医保、住房或日

常开销；5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文化和生

活方式变得越来越糟糕；77%的美国人认

为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近年来，通向“美国梦”的路变得越

来越虚幻。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使 400 万美国家

庭失去了房子，超过 900万人失去了医疗

保险，近11万亿美元的家庭财富蒸发……

美国中产阶层面临崩溃之际，政府救市计

划救的既不是普通百姓，也不是一般金

融机构，而是大金融资本的坏账。

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出台多轮量

化宽松政策，新冠疫情暴发后，美联储

又祭出无限量化宽松，将通胀推升至 40

年来高点，给美国带来“一代人未曾见

过的通胀压力”。去年 3 月起，美联储又

猛踩刹车，开启加息和缩表进程，但通

胀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

2021 年以来，美国的年均通胀率超

过 5%。与此同时，消费者价格指数飙

升，在截至今年 3 月的 12 个月内上涨了

3.5%。美国民众对通胀的预期在不断上

升，5 月份一年期通胀预期从 4 月份的

3.2%上升至 3.5%，五年期通胀预期则从

4月份的 3.0%上升至 3.1%。

高通胀对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的

影响最为明显，这意味着同样数额的钱

能买到的东西少了。如今，汽油、食品、

汽车、住房等价格全面上涨，美国普通

家庭的生活成本持续飙升。

而美国民众的工资涨幅却跟不上

通胀，意味着其购买力正在迅速被通胀

吞噬。去年12月的一项调查显示，60%的

美国工薪阶层表示，过去12个月他们的工

资涨幅落后于通胀步伐。即便去年美国

汽车行业罢工最终赢得了大幅涨薪，工人

薪资依然跑不赢这些年的通胀。

由于越来越多的美国普通家庭担

心生活成本上升和失业问题，5 月份，美

国 消 费 者 信 心 指 数 降 至 六 个 月 来 最

低。同时，美国就业形势走低，今年 4 月

份雇主雇用的工人数量降至六个月来

最低水平。

残酷的现实正在击溃美国民众的

“美国梦”，悲观情绪正在各个群体中蔓

延，尤其是年轻一代，已经放弃了“美国

梦”。很多 30 岁及以下人群正在将“美

国梦”重新定义为：专注于利用自己拥

有的一切过上最好的生活。

美国广播公司和民调机构益普索

最新的调查显示，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

美国人表示“美国梦”仍存在。

美国《大西洋》月刊的文章说，大多

数美国人认为，“我们的好日子已经过

去了，我们的问题正在以比我们找到解

决方案更快的速度成倍增加”。“这是我

们民族精神的剧烈断裂。这是一种全

新的美国悲观主义。”

平等仅仅是个梦想

“美国梦”作为美国国家叙事中的

一种理想，也被认为是“平等、自由、民

主”的代名词。其最原始版本可追溯至

美国建国时的《独立宣言》。

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平等从“美

国梦”诞生之日起就仅仅是个梦想。

当时，美国独立了，奴隶却没有。绝

大多数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托

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等——都

蓄养着大量奴隶。当时有报纸这样评

论：“这世界上最荒唐的事，莫过于一个

美国的革命者右手签着《独立宣言》，左

手拿起鞭子抽向他那满眼恐惧的奴隶。”

1787 年，在奠定美国政治根基的制

宪会议上，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无一不是

社会精英或富人。美国历史学家查尔

斯·比尔德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一书

中详细列举了制宪会议 55名代表的经济

状况：40人拥有公债券，14人是土地投机

商，24 人是高利贷放贷人，15 人是奴隶

主，11人从事商业、制造业和航运业。没

有一个人代表小农和手艺人的利益，尽

管他们当时占美国人口的大多数。

制宪会议上确立的美国宪法，以“我

们合众国人民”开篇，确立了“我们人民”

的一系列权利。然而，“我们人民”一词却

是有特定范畴的。美国宪法通篇对“奴

隶”二字难以启齿，却用“其他人”或“某些

人”的表述来将他们排除在正常人之外，

一个黑人仅被视为五分之三个人，印第安

人更是连人都不算。参加制宪会议的南

卡罗来纳州代表约翰·拉特利奇当时这样

谈到宪法对“人口”的算法：“宗教和人性

与此无关，利益才是唯一的考量。”

“美国梦”一词真正被提出来是在

1931年。那一年，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
特鲁斯洛·亚当斯在《美国史诗》中写道：

“在美国梦的土地上，每个人的生活都应

该变得更好，更富裕，更丰富，每个人都

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或成就享有机会。”

近百年间，这段描述曾吸引和激励

世界各地的移民去美国寻梦，他们以为

“美国梦”不仅是对财富的追求，还代表

着跨越社会阶层的机会。

然而，从“美国梦”一词诞生的背景

来 看 ，这 个 词 与 其 说 是 提 出 美 好 的 理

想，不如说是对现实的反思。

彼时，美国“镀金时代”落幕不久。

在“镀金时代”，美国完成了向工业资本

主义的转型，经济实现了大发展，一些

人白手起家成为铁路大亨、石油大王，

成就了一批一夜暴富的神话。随后，实

现暴富的投机商人又进化成了垄断资

本家或寡头，洛克菲勒、范德比尔特、摩

根、卡内基等家族从此诞生，成为控制

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庞大力

量，也掌控了更多普通美国人的命运。

当时，美国 1%的家庭拥有的财富比

其 余 99%的 家 庭 都 多 。《费 城 时 报》在

1900 年就看清了本质：美国创造了“财

富的私人垄断、政府的私人垄断、教育

的私人垄断，甚至是道德的私人垄断以

及生产条件的私人垄断”。

在“镀金时代”，社会达尔文主义也

在 美 国 流 行 开 来 ，竞 争 被 视 为 自 然 法

则。在寡头制定的规则下，广大美国民

众无法靠个人努力获得富裕生活乃至

实 现 阶 层 向 上 流 动 时 ，听 到 的 常 常 是

“适者生存”。

“镀金时代”之后的“进步时代”，要

回应之前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但是，

这段时期很快就结束了。接踵而至的

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也正是“美

国梦”一词正式诞生的年代。

人们用“美国梦”这个词来抗议不

平等，提醒普通民众如果要实现机会均

等，就得遏制垄断资本主义。

然而，时至今日，机会均等对大多

数美国人来说仍是奢侈品。

美国“机遇洞察”组织统计了 1970

年以来 50 年的数据称，一代又一代的美

国人发现，实现“向上流动”日益困难。

50 年来，中产阶层在美国总收入中

所占的份额下降了 19 个百分点，而富人

阶层在美国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提高

了 20个百分点。

今年 3 月，美联储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去年第四季度末，美国前 1%富人的

财富达到了 44.6 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

高。根据美联储的定义，财富超过 1100

万美元的人为美国最富的 1%。后 50%

的人在整个 2023 年增加的财富，只相当

于最富 1%的人在一个季度内积累财富

的十分之一。

“我们已经偏离了‘平等、自由、机

会和民主’的理想。”普利策奖得主、《纽

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莱昂哈特如此

感叹破碎的“美国梦”。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瞭望》文章：

买不起的“美国梦”

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国和大韩民国领导

人 于 2024 年 5 月 27 日 在 韩 国 首 尔 举 行 第 九 次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决定如下：

重申将通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国际

卫生条例》和世界卫生组织工作总规划，致力于

大流行病的预防、防范和应对；

回顾世界卫生大会关于传染病预防和控制

全 球 战 略 和 行 动 计 划 的 第 74.7（2021）号 决 议 ，

强调国家在领导应对传染病暴发方面发挥作用

的重要性；

认可在集体应对传染病暴发方面开展合作

交流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关于流感大流行和

共同关注传染病联合行动计划》的承诺。该行

动 计 划 是 基 于 2008 年 通 过 、2016 年 修 订 、并 于

2021 年 12 月在第 14 届中日韩三国卫生部长会

议上通过的《中日韩关于流感大流行和共同关

注传染病联合行动计划》制定的；

认可 2020 年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中日韩新冠肺炎问

题特别外长视频会议及中日韩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卫生部长特别视频会议为建立应对全球大流

行病国际合作体系付出的努力；

认可通过中日韩三国建立平台分享国家政

策、战略、最佳实践和经验教训的好处，推动有

效预防、防范和应对未来大流行病；

注意到须有效应对新发、再发传染病等新

的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不良影

响。尽管官方宣布新冠疫情作为“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于 2023 年 5 月结束，但需

要关注的新变异毒株仍可能出现，新冠病毒依

然构成持续威胁；

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国和大韩民国

应通过实施相关国家战略、举行相关活动、加强

国际合作，积极应对未来大流行病和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

一、我们将把未来大流行病的预防、防范和

应对视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全民

健康覆盖对加强全球卫生架构至关重要，鼓励、

支持在涉及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公共卫生、医

疗服务体系和医疗改革等相关政策和行动计划

中纳入未来大流行病预防、防范和应对工作。

二、我们重申公平获得基本医疗资源的重

要性，以加强全球卫生安全，并根据公共卫生风

险和需求，提高获得包括疫苗接种、诊断和治疗

在 内 的 传 染 病 医 疗 对 策 的 公 平 性 。 在 这 一 方

面，我们认可端对端方式提供医疗对策的重要

性，包括在优先排序、研发、监管审批、生产、最

后一公里交付、全球合作等方面，努力加强医务

人员能力建设，缩小各国国内和国家间在应对

传染病方面的能力差距。此外，我们将通过国际组织和相关基金，在全球层

面共同努力，让人们远离传染病，让世界更安全。

三、我们强调，在实施大流行病预防、防范和应对措施时，应明确各部门

的目标和责任，并强调加强多部门协同应对传染病暴发的重要性。

四、我们注意到，“同一健康”方针倡导以综合一体的方式平衡优化人、

动物和生态系统的健康，是预防、防范和应对由需要关注的新冠变异毒株等

病原体引发诸如新发、再发传染病等未来大流行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

及应对抗菌素耐药性的重要理念。我们鼓励多部门共同参与，通过“同一健

康”方针，加强国家、区域和全球卫生安全。

五、我们将在卫生安全领域开展战略合作，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为

此，我们将共同努力，通过双、多边倡议及中日韩三国所在国际组织的伙伴

关系，加强区域卫生安全；鼓励开展相关联合研究、政策对话和经验交流；寻

求建立长期合作机制，通过中日韩传染病防控论坛和联合研讨会等活动，加

强 中 日 韩 三 国 负 责 疾 控 工 作 的 公 共 卫 生 机 构 间 的 合 作 。 我 们 还 将 共 同 努

力 ，建 立 集 体 应 对 突 发 卫 生 事 件 的 成 功 模 式 ，通 过 分 享 最 佳 实 践 等 各 类 活

动，促进国际和区域合作。

（新华社首尔 5月 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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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西藏辰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文知清”变更为“邱瑶”，地址由“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扎

囊县扎塘镇阿嘎村四组”迁移至“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改则县改则镇退休二区”，现声明公司原公章（编号：54010110076942）

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辰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 5月 29日

西藏有忠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经研究决议，拟将公司安

全生产许可证（（藏）JZ 安许证字[ 2021]拉 00602）地址由“西

藏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乡白定二村十五号”变更为“西藏拉

萨市城关区三江家园 6栋 1单元 901号”。

特此公告

西藏有忠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024年 5月 29日

变 更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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