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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如今美國各州成為兩極
分化的培養皿」，形容美國的

社會現狀。文章指出，美國的政策
正在分裂，特別在有關墮胎權、非
法移民和槍支管控問題上，各州逐
漸淪為紅、藍兩大集團。隨着黨派
之爭激化，全美多州都各自訂下政
策，甚至為了政治對立推行相反的
政策。在政客們選舉利益的催化
下，一些州開始盛行極端主義和政
治對抗，名義上的「合眾國」儼然
淪為「分眾國」。

影響聯邦體制 極端主義氾濫
《經濟學人》還進一步闡釋美國

當下的分裂現狀，認為美國的政策
正在分裂，一個州接一個州地分裂
成兩個集團，這將對聯邦體制造成
深遠影響。各州不同社會和經濟政
策走向，反映出美國日益嚴重的意
識形態兩極分化，所有美國人都將
深深感受到其後果，其影響將波及

全世界。
文章提到在民主黨主政的「藍

州」加州，日前宣布自2035年起全
面禁售純燃油車的同時，共和黨主
政的「紅州」得州仍在繼續推進墮
胎禁令。
這兩件事看似無關，卻預示着一

個重要趨勢：美國可能在很大程度
上陷入了僵局，各州也正在以驚人
速度制訂自己的政策。而在學校授
課內容、槍支交易、跨性別醫療干
預、非法移民等問題上，各州正在
打一場「全國性的文化戰爭」。
在過去30年裏，由一黨同時控制

立法權和行政權的州份，數量幾乎
增加一倍，每次選舉的獲勝者都會
根據自己的優勢重繪選舉版圖。那
些擁有絕對優勢的政客不擔心普
選，只擔心在初選中落敗。
在初選中，往往有很多狂熱的黨

派人士參加，他們相比其他人投票
更積極，是政客們想要爭取的對

象。要想贏得他們手中的選票，政
客們必須強硬，避免表現出妥協跡
象。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州份

的極端主義開始氾濫，例如許多得
州人認為新墮胎法過於嚴厲，同時
也有很多人認為舊法規過於寬鬆，
但正因得州由一黨控制，州立法者
無法選擇一種折衷方案。

黨爭愈演愈烈 為世界帶來風險
此外，一種新的政治對抗也開始

盛行，比如一些州在懲罰那些尋求
墮胎或變性手術的人，但另一些州
卻為他們提供庇護；「藍州」鼓勵
人們起訴槍支製造商，「紅州」卻
不是這樣；一些「紅州」還提出訴
訟，要求阻止「藍州」加州制訂自
己的碳排放標準。
《經濟學人》認為，所有這些爭

議都造成分裂，都鞏固了一種觀
念，就是「在美國，紅藍兩黨是無

法求同存異」。
美國曾是一個巨大的單一市場，

但現在加州和紐約州正讓企業變得
更環保，得州和西弗吉尼亞州卻懲
罰這樣做的企業。更大的擔憂在於
美國國內愈演愈烈的黨爭，可能為
世界帶來風險，部分國家依賴美國
維護基於規則的秩序，並提供「民
主」的榜樣，但在最後一個問題
上，美國的表現尤其糟糕，其他國
家不禁問：「我們還能做些什
麼？」
文章提醒美國聯邦政府應重拾自

己的責任。例如關於移民和氣候變
化的政策，最好由國家而非地方制
訂。為提高行政效率，還可撤銷參
議院阻撓議事的傳統，此外，美國
還需要選舉改革，比如通過獨立委
員會重新劃分選區，使其非政治
化，讓地方政客難以一家獨大，迫
使更多的政客去迎合中間派選民。

◆綜合報道

美國多年來不斷對外傾銷軍備，引發全球局勢分裂動盪，美國本身的

政治和社會亦陷於嚴重分裂。在英國《經濟學人》推出的最新一期封面

中，美國自由女神像玩起「一字馬」：儘管腳下底座已開始分崩坍塌，

仍故作鎮定捧着《獨立宣言》並高舉火炬，文章形容美國已淪為「美利

堅分眾國」（The Dis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反覆提到美國「分裂」、

「對抗」、「兩極分化」的現象，諷刺美國分崩離析的社會現實。

學者量化40年團結分裂程度
美「變得更糟」

《經濟學人》的文章提到，具體而言，
美國各州政策的分裂主要集中在三個「戰
場」，包括墮胎權、槍械管制以及非法移
民問題。
文章指出，隨着保障美國女性墮胎權的

「羅訴韋德案」裁決被聯邦最高法院推
翻，美國已有12個州份完全禁止墮胎，
其中兩個州禁止在懷孕第6周墮胎，最終
預計將有一半州份頒布禁令或嚴格限制墮
胎。
與此同時，美國另一半州份卻在推行相

反的做法，將墮胎權編入法典，例如康涅
狄格州通過允許醫生助理和護士助產士實
行墮胎，擴大了墮胎權的覆蓋面。今年8
月，堪薩斯州否決一項限制墮胎的憲法修
正案，今年以來，至少有5個州推動關於
維護墮胎權的法案，特別是加州和佛蒙特
州，選民們希望將生育權寫入憲法。

槍支是另一個戰場，到目前為止，美國
已有10個州對購買或攜帶槍支實施新的
限制。然而，州長和立法機關均為共和黨
掌控的州份正爭取減少限制。
許多州正在推動「無需持槍許可」法

律，取消對槍支持有者在公共場合攜帶武
器的所有限制。今年6月，俄亥俄州共和
黨籍州長簽署一項法律，將教師攜帶槍支
進入課室所需的培訓時間，從700小時減
少至24小時。
非法移民待遇問題，成為美國兩黨主要

存在分歧的另一個領域。儘管實施移民法
通常被認為是聯邦政府的特權，不過目前
各州正陸續推出自己的政策。例如今年6
月，加州成為第一個開始為貧窮民眾提供
醫療補助的州份，向所有低收入成年人提
供醫療保險，無論他們是否移民，這「事
實上」使非法移民合法化。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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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英國《《經濟學人經濟學人》》
推出的最新一期封推出的最新一期封
面中面中，，圖像諷刺美圖像諷刺美
國自由女神像腳下國自由女神像腳下
底座已開始分崩坍底座已開始分崩坍
塌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1981年

2017年
（特朗普時期）

◆美國社會撕裂加劇，兩派
人士屢發生衝突。 資料圖片

◆美國的政策正在分裂，特別在有關
墮胎權等重要議題上。 資料圖片

范德比爾特團結指數

拜登開放邊境政策「奪命」
9非法移民闖關遇溺亡
美國針對非法移民的政策失

當，引致接壤墨西哥的美國南
部共和黨主政州份不滿，更屢
屢引發悲劇。當局證實數十名
非法移民上周四試圖渡過位於
美墨邊境的格蘭德河進入得州
時，被湍急的河水沖走，至少9
人遇溺死亡，是該邊境地區近
年最嚴重的非法移民大規模遇
溺事故。
美國海關和邊境巡邏隊表

示，這批非法移民當時試圖渡
過格蘭德河，進入得州邊境城
巿伊格帕斯。當局成功救起37
人，並發現7具屍體，其後墨西
哥政府發現多兩具屍體。美國
已拘留包括獲救人士在內的及
53名非法移民，美墨兩國救援
隊正繼續尋找更多受害者，暫
未公布涉事非法移民的國籍或
年齡等資料。
伊格帕斯位於德爾里奧地

區，當地近年成為非法移民越
境進入美國的主要地點。數據
顯示當局單在7月已截獲約5萬
名非法移民，大部分來自委內
瑞拉、古巴或尼加拉瓜。該地
區沿着格蘭德河的395公里流
域，河水非常湍急，渡過河流
面對極大危險。地區消防部門
主管梅洛表示，由於近日連場
暴雨，導致河流水位上漲，近
期幾乎每日均發生非法移民遇
溺事件。總統拜登的開放邊境
政策，觸發大批來自中美洲的
非法移民試圖湧入美國，多次
引發人道災難。共和黨籍的得
州州長阿博特不斷批評拜登的
非法移民政策， 早前更以大巴
接載非法移民到民主黨主政的
首都華盛頓和紐約市，以示抗
議。 ◆綜合報道

◆◆ 事發河流是非法移民越境進事發河流是非法移民越境進
入美國的主要地點入美國的主要地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美國《紐約時報》網站早前報
道，兩名學者使用各種指標，來量
化美國過去40年的團結或分裂程
度，他們的結論是美國分裂程度
「變得更糟」。在總統拜登任內，

團結指數雖然較前總統特朗
普時代稍為回升，但基於其
支持率低，難以明顯團
結國家。

在美國發生令人不安的政治暴力
事件、圍繞州和聯邦權力的激烈爭
論、甚至談論到可能爆發另一場內
戰之時，范德比爾特大學兩名學者
試圖對分歧程度進行更精確評估。

拜登民望低難團結國家
他們的新衡量標準被稱為「范德

比爾特團結指數」，指數範圍從0
到100，其中0表示沒有任何團結，
100表示完全團結。大多數時候，

美國的指數介乎50到70之間。
范德比爾特大學藝術與科學學院

院長、民調聯合負責人吉爾指出，
其團隊使用 5個指標來構成該指
數，包括總統支持率、意識形態極
端主義調查、公眾態度調查、國會
表決，以及民調關於抗議和內亂問
題的頻率，繪製了一幅40年的圖
表，顯示趨勢線在1981年（評估的
第一年）達到頂峰，隨後緩慢但明
顯地下跌，在特朗普時期跌至谷
底。
吉爾形容對情況變得更糟並不感

到意外。然而數據顯示，兩者之間
有很多高峰和低谷，指數最低點出

現在白人至上主義團體在夏洛茨維
爾舉行「團結右翼」集會後，這次
集會引發對特朗普的強烈反對，因
他為這些參與者辯護，說其中包括
「一些非常好的人」。高峰包括美
國人在地緣政治危機中團結一致的
時刻，例如「911」事件及第一次海
灣戰爭。
拜登競逐大選時，承諾要讓美國

團結起來，他通過一些受關注的兩
黨立法，包括總值1萬億美元的基
礎設施法案，極端分化程度在其任
內確有所下降，但因他的民意支持
度偏低，故此團結指數始終維持低
位。 ◆綜合報道

◆「范德比爾特團結指數」在
1981年後緩慢下跌，於特朗普
主政時期跌至谷底。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