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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终审医改案 奥巴马迎“审判日”
奥巴马推动的医疗改革因含强制条款，被州政府告上联邦最高法院，后者28日做出“历史性判决”

3 月 26 日至 28 日,美国
联邦最高法院一连三天开
庭审医改案，控辩双方展开
激烈争辩。最高法院门外，
民众也对峙激烈。

麦克哈维尔是一名护
士，支持医改。他说，他看
到过很多癌症晚期病人由
于无钱治疗最终死亡。但
商人克里夫反对医疗改革，
他说：“如果我遇到车祸，
心脏病发作，那是我自己的
事情，跟政府无关。”

在法庭上，代表上诉方
的是 45 岁的克莱门特，他
拥有乔治敦大学和哈佛法
学院的学位，也做过最高法
院大法官的助手。克莱门
特曾在最高法院为 55 起官
司进行过辩护，此次他代表
的是由佛罗里达州牵头的
反对医改法案的26个州。

奥巴马政府一方的代
表则是 54 岁的总检察长维

里利。维里利说：“通过医
改，数以百万计的美国糖尿
病和心脏病患者将从高昂
的医疗费用中摆脱出来，得
享医疗保险的自由。”

“这种自由的观点非常
可笑，”克莱门特反唇相讥，

“法案强迫民众购买医保，而
不管他们是否需要。这本身
就限制了民众的自由。”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
9 位大法官，5 名为保守派，
4 名为自由派，两派对医改
的态度大相径庭。但有的
大 法 官 也 可 能 会 改 变 立
场。因此，28 日的判决结
果目前依然扑朔迷离。分
析人士认为，无论裁决如何，
这场持续数年的官司，以及
最终交由美国终极司法权威
裁决，都将是美国社会对“政
府之手”与自由原则的又一
次深刻辩论与自我反思，由
此显得意义重大。

新的医改法使得 95%
的美国人获得医疗保障，
几乎实现了全民医保。但
是，这一看似“造福于民”
的举措，却偏偏有很多人

“不领情”。
自从联邦政府提出医

疗改革方案之后，反对的
呼声一直非常高涨。反对
者不仅包括国会中共和党
人士，也包括各州地方政
府 ，大 学 、个 人 和 团 体 组
织。他们反对的核心，在
于 医 保 改 革 中 的“强制”
条款。

医改法案要求美国人
人都要购买医疗保险，否
则将面临经济处罚，反对
者认为这一强制性要求侵
犯了个人自由，违反了美
国宪法。此外，医疗保险
属于商业范畴，虽然美国

宪法中的“商业条款”赋予
联邦政府管理各州间的商
业活动的权力，但反对者
认为，医疗保险属于地方
政府的管理权限，联邦政
府无权插手。

2009 年 12 月，在医改
法案还未正式生效前，新泽
西州的一位心脏病专家和
一个医患组织就在该州地
方法院对医改法案提起诉
讼。此后，美国州政府纷纷
仿效，全美有 26 个州政府
都在地方法院起诉了医改
法案。

26个州政府称，联邦政
府不能使用“商业条款”来
强制个人购买医保。缅因
州、蒙大拿州、得克萨斯州
等州甚至通过了地方法案，
对在本州内强制执行医改
法案的机构进行惩罚。此

外，由于医改法案将会对避
孕药、堕胎和结扎手术进行
报销，全美 43 个天主教组
织也将联邦政府告上法庭。

面对如潮的官司，美国
司法部也代表奥巴马政府
进行了上诉，司法部认为，
要求个人购买保险并没有
违背宪法。

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
写道：“纵观美国历史，社
会保险法案、民权法案和
投 票 法 案 等 标 志 性 的 法
案 出 台 后 也 受 到 过 强 烈
反对，但这些法案最终都
保留了下来。我们相信，
最 高 法 院 会 做 出 正 确 的
裁断。”

就这样，医改法案一步
一步地从地方法院、巡回
法院最终上诉到了联邦最
高法院。

华盛顿当地时间 2012
年 6 月 28 日，这一天必将载
入美国历史和美国法学院
教科书。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预计于当日就奥巴马政
府极力推动的医疗保险改
革法案做出裁决——是否
违反美国宪法。

奥巴马医改法案全称
为“保护病患及可支付的医
疗保健法案”，是奥巴马入
主白宫后大力推动的一项
法案，而美国是全世界唯一
一个没有建立全民医疗保
险体系的发达国家。

数据显示，目前有 4700
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障，占
美国总人口的 15%，其中八
成为工薪阶层。此外，还有
4000 万美国人的医疗保障
不全。合计约占美国人口
总数的 1/3。有分析称，这
些无医保或医保不足的美
国人根本没有足够财力支
付昂贵的医疗费用，美国半
数的个人破产案件或多或
少都与“看病看破产”有关。

2009 年 8 月，奥巴马在
《纽约时报》发表题为《我们
为什么需要医疗改革》的文

章。在文章中，奥巴马说：
“医改关乎民众生命和生
活，关乎美国的未来。”此后
他更立下雄心，一定要建立
起全民医保，称自己不是

“第一个主张医保改革的总
统，但决心成为最后一个”。

在奥巴马的极力推动
下，尽管在国会两院经历诸
多波折，医改法案最终于
2010 年 3 月 22 日在国会得
以通过，奥巴马也很快签署
了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医保法案，使之正式成为
法律。

当 地 时 间 28
日 ，美 国 最 高 法
院，一场影响全美
国的官司将在这
里终审。案件涉
及的是一项看起
来为美国人带来
保障的医疗保险
改革法案。原告
是美国26个州，被
告则是奥巴马政
府。原告指控称，
奥巴马极力推动
医改法案包含“强
制医保”的条款，
违背了美国借以
立国的自由原则，
因此以违宪为名，
将联邦政府告上
最高法院。目前，
全美国都在等待
这一重磅的判决。 背景 拯救“看不起病”的美国人

分歧“惠民政策”遭遇如潮官司

庭审

联邦政府激辩26州政府

就眼前来看，最为着急
的是奥巴马。

美国媒体认为，如果医
疗改革被判为违宪，那么奥
巴马 2008 年对选民的承诺
就将成为空谈，将对奥巴马
今年寻求连任产生不可估
量的负面影响。奥巴马的
竞争对手——共和党候选
人罗姆尼称，最高法院宣判
医疗改革法案本身，就证明
了奥巴马是“不被大众欢

迎”。前总统候选人霍华
德·迪恩则认为，一旦医改
案被判死刑，奥巴马将遭遇

“标志性”的失败。
“如果最高法院判决医

疗改革违反宪法，将对奥巴
马的连任带来非常不利的
影响。医疗保险改革可谓
奥巴马重要的个人标志，他
的竞选连任活动在很多方
面都和医改联系在一起。”
迪恩说。 （高雯婷）

影响

奥巴马心忧“标志性失败”

我不是第一个主
张医保改革的总统，但
决心成为最后一个。

——奥巴马

医改法案强迫民
众购买医保，而不管
他们是否需要。这限
制了民众的自由。

——状告奥巴马政
府的26个州代表克莱门特

今年3月28日，反对奥巴马医疗改革的民众在联邦最高法院前举行抗议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