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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选前后
竟是“两张面孔”
布莱斯纳汉来自宾夕法尼亚

州，去年3月竞选国会众议员期间，
他曾怒批“政客利用职务炒股令人
作呕”，并称这是美国民众对政客
失去信任的关键原因。当时，他向
选民承诺，当选众议员后将与其他
同僚共同发起提案，禁止议员炒
股。

然而，履职三个多月后，布莱
斯纳汉迅速加入了“前辈”的队
伍。旨在追踪美国国会议员股票
交易的网站Capitol Trades的数据
显示，布莱斯纳汉在上任仅两个多
月时就进行了 264笔股票交易，涉
及金额高达近270万美元。他买入
了价值 170万美元的股票，抛售的
股票金额高达 303万美元，这样的
交易总量让他成为国会山“最忙
的”股票交易者之一。

而且，作为国会众议院交通与
基础建设委员会成员，布莱斯纳汉
拥有大量卡特彼勒机械设备公司、
CSX铁路运输公司和波音公司的
股票，他的投资交易与其职权范围
高度重合。今年 2月至 3月，他还
抛售了不少特斯拉的股票。

美媒报道还指出，布莱斯纳汉
也没有尝试兑现竞选承诺。之前
有议员在国会推动发起了两项旨
在限制议员及其家人进行股票交
易的法案，但布莱斯纳汉并没有参
与法案的联合署名。对此，布莱斯
纳汉的发言人回应称，布莱斯纳汉

“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不会亲自
处理自己的股票”，这些股票交易
都是由其财务顾问全权处理。该
发言人还表示，布莱斯纳汉打算就
限制议员进行股票交易提出自己
的法案，但法案还在制定中。

现年 35岁的布莱斯纳汉在当
选众议员之前就已经很富有了。
他出生在一个商人之家，毕业于位
于宾州的斯克兰顿大学，在校期间
曾是高尔夫球队成员。19岁时他
就进入爷爷创办的电力承包企业
担任首席财务官，2013年从大学毕
业后接管该公司担任首席执行
官。后来他又涉足房地产，在宾州
东南部等地开了房产公司。

2023年10月，布莱斯纳汉注册
登记竞选宾州第 8国会选区众议
员。宾州是著名“摇摆州”，布莱斯
纳汉竞选期间的对手是 2012年、
2020年和 2022年三次当选国会众
议员的民主党人马特·卡特赖特。
布莱斯纳汉在竞选宣言中称，“长期
以来，华盛顿的政客们未能为我们
的家庭做出贡献。我希望自己能成
为我们这个地区值得拥有的下一代
领导人，为我们的未来而战。”

特朗普在去年 11月的总统选
举中赢下宾州，布雷斯纳汉也作为
共和党候选人以2个百分点的微弱
优势击败了卡特赖特，于今年 1月
初正式就职。除了是众议院交通
与基础建设委员会的成员，他还在
众议院农业委员会和小企业委员
会任职。

特朗普“铁粉”
低价投资美股
除了布莱斯纳汉，美国媒体还

发现一位“国会山股神”——佐治
亚州联邦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
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
在美股受特朗普“对等关税”影响
遭遇恐慌性抛售时，格林趁机买入
一些跌幅较大的公司股票。

据报道，她在4月3日至4日投
资了包括亚马逊、苹果、戴尔、耐

克、伯克希尔·哈撒韦等公司的共
17只美股，涵盖从科技、物流到服
饰、银行等不同行业。报道称，格
林买入戴尔、亚马逊、加拿大服饰
品牌 Lululemon等受关税威胁冲击
严重的公司股票时，这些公司的股
价平均下跌了 40%。报道评论称，
虽然不知道她购买股票的具体金
额，但根据这一入场时机，可以确
定她一定“赚了一笔”。

格林同样把“股神”操作归结
到财务顾问身上。她发表声明称，
自己签署了一份信托协议，允许财

务顾问控制自己的投资，“我的所
有投资报告都是完全透明的”。

善于利用政策的格林，是特朗
普最出名的“铁杆粉丝”之一。现
年50岁的她出生在佐治亚州，毕业
于佐治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她
从政前也是一名商人，还与丈夫一
起经营家族的建筑公司，并在2002
年买下一家建筑和装修公司。

格林2011年开始关注政治，在
网上收获不少粉丝。她自称“特朗
普主义者”，得到了特朗普以及共
和党内强硬保守派的“背书”。有

人说她在众议院堪称“特朗普的化
身”，2021年1月作为众议员上任第
一天，格林就戴着印有“特朗普赢
了”的口罩出现在国会大厦。拜登
就职第二天，她曾提交了一份弹劾
拜登的文件，指控其“滥用职权”。

格林反起民主党人来，有时连
“自己人”也不放过。去年 3月，由
于不满现任共和党籍众议长约翰
逊与民主党人达成 1.2万亿美元联
邦政府预算案，格林认为约翰逊

“背叛了共和党”，提出动议要求弹
劾众议长。这份弹劾动议案最终

以 359票赞成、43票反对、7票弃权
的结果被搁置。

多人去年股票
市值涨幅超100%
通过国会山的“政策时间差”

成为“股神”，早就不是什么新鲜
事，而且民主、共和两党在这件事
上难得地达成了一致。最出名的
当属民主党籍前众议长佩洛西，她
至今仍在通过股票大幅盈利。今
年 1月，“非寻常鲸鱼”金融数据服
务公司发布的一份年度分析报告
显示，佩洛西由其丈夫代为管理的
股票2024年市值增加近71%，优于
2023年的65.5%。这样的投资回报
率，就连真正的华尔街“股神”沃
伦·巴菲特也要相形见绌——他名
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去年市
值也不过增长了27.1%。

佩洛西还不是赚得最多的。
上述报告显示，2024年有 9名国会
议员的股市战绩比佩洛西还要“出
色”，其中，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
众议员戴维·劳泽的股票投资组合
市值增长幅度最大，达 149%，主要
得益于他几年前购买的英伟达股
票。不过，按照该报告的说法，劳
泽并非“活跃交易者”。

在“活跃交易者”中，佛罗里达
州民主党籍众议员黛比·沃瑟曼·
舒尔茨的股市战绩排在第二，市值
增长142.3%；俄勒冈州民主党籍参
议员罗恩·怀登、得克萨斯州共和
党籍众议员罗杰·威廉姆斯、肯塔
基州民主党籍众议员摩根·麦加维
分列三至五名，2024年股票市值涨
幅 分 别 为 123.8% 、111.2% 、
105.8%。报告还显示，2024年民主
党议员所持股票组合市值增加
31%，共和党议员股票市值增加
26%，而标准普尔 500指数去年涨
幅为24.9%。

而且，很多议员获得投资回报
的行业都是他们监管的相关领
域。美媒曾报道，有 20%的议员存
在职务相关股票交易。以舒尔茨
为例，当时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军
事建设小组委员会任职的她，在去
年 10月买入卫星运营商卫讯公司
的股票。卫讯公司自 2020财年以
来获得总价值超过 27亿美元的政
府合同，这些合同主要来自美国国
防部。华盛顿州共和党籍众议员
丹·纽豪斯是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
土安全小组委员会成员，去年 4月
买入雷神技术公司的股票。雷神
是美国政府最大的防务承包商之
一，每年从联邦政府获得数以十亿
计美元的资金。

“议员可以一边立法一边交易
股票，这种想法本身就有问题。”报
告说，国会议员通过立法制定的政
策能够直接影响市场。无论他们
是否靠内幕消息进行交易，单是存
在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就会损害公
众信任。

国会山并不是没有相关法规，
但能否落实得打个问号。根据美
国国会2012年通过的《禁止议员内
幕交易法》，国会议员不得利用履
职期间获得的非公开信息进行交
易，且应频繁提交报告披露个人财
务状况。然而，国会议员依然可以
买卖股票，还经常推迟提交报告，
而且从未有国会议员因违反这一
法律而受到指控。

自2020年以来，先后有议员提
出10项立法草案，提议加强对议员
股票交易的限制或直接禁止议员
炒股，但从未有一项能够推进到众
议院或参议院全体表决的阶段。

罗布·布莱斯纳汉和玛乔丽·泰勒·格林:

国会山有了新“股神”
美国国会山从来都不缺“股神”。除了众所周知的前众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就

任众议员才三个多月的共和党人罗布·布莱斯纳汉、“特朗普铁粉”、共和党籍众议员玛乔丽·
泰勒·格林也在近期关税政策导致的美股震荡中频繁进行股票交易。今年1月美媒曾爆出
多名2024年股票市值涨幅超过100%的国会议员，通过立法玩转股票交易，早已是国会山心
照不宣的“生财之道”。

为应对飙升的米价和日益高
涨的消费者不满情绪，日本近日25
年来首次从韩国进口大米。

据 the guardian 及多家媒体
报道，韩国大米已于上月抵达日
本，这是自1999年以来首次。尽管
此前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各种手段
缓解消费者负担，但国产大米价格
持续上涨。

与去年同期相比，日本本地产
大米的价格已翻倍，促使消费者转
向价格更低的进口大米，尽管进口
大米通常面临高额关税。

据日本公共广播机构NHK报
道，此次进口的韩国大米仅为2吨，
主要通过线上渠道和超市出售，但
未来几天还将追加20吨的进口量。

尽管日本消费者长期以来对

进口大米的质量和口感持怀疑态
度——1993年夏季异常寒冷后进
口的大量泰国大米几乎滞销——
如今的危机却迫使他们开始接受
并适应外国大米的口味。

据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韩国
今年对日本的大米出口预计将达
到自 199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
这场危机也为美国等大米生产国

打开了出口日本的新机遇。
截至 4月 6日当周，日本超市

中5公斤装大米的平均售价已涨至
4214日元，比去年同期翻了一倍以
上。

这一趋势迫使日本政府采取
非常措施，动用其庞大的国家大米
储备。为遏制由于创纪录酷暑、抢
购潮及物流混乱等因素导致的价

格上涨，政府于 3月开始动用 21万
吨库存大米。

日本过去曾在自然灾害或歉
收之后动用大米储备，但此次是首
次因物流问题而进行干预。然而，
该措施收效甚微。

上周，日本农业省表示，由于
“物流问题”，库存大米仅有极少量
实际到达零售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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