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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治與社會分歧近年愈演愈烈，「美式民

主」已是搖搖欲墜。曾獲普立茲獎的《紐約時報》

資深政治記者萊恩哈特17日發表長篇分析，詳細

拆解「美式民主」正深陷雙重威脅，首先是共和黨

內拒絕接受選舉失利的情緒蔓延，導致「選舉舞弊

論」等陰謀論陰魂不散。此外，美國國會與最高法

院日趨保守，使各項政策逐步與主流民意脫節。

萊恩哈特認為，「美式民主」面臨的威脅，實際

植根於美國充滿缺陷的選舉制度。隨着美國人口結

構及分布出現變化，現有選舉制度已無法代表多數

人的意願。右翼陰謀論近年興起的背後，正是美國

勞工階級和中產階級不滿生活質素長期未見改善。

美國文化、宗教和種族日漸多元，亦觸發保守白人

群體的抗

拒情緒。

不論是經

濟發展受挫，還是文

化抗拒情緒日增，都正加深美國的政治分歧。

大都市的自由派居民和鄉郊地區的保守派居民壁

壘分明，幾乎就每個政治議題都會爆發衝突。網絡

時代社交媒體興起更助長對立情緒，成為陰謀論的

溫床。

萊恩哈特坦言，不少政治問題專家仍希望美國政

治能擺脫這些威脅，但美國選舉制度弊病根深蒂

固，社會衝突不斷加劇，政治危機如影隨形，挽救

「美式民主」面臨重重挑戰。

深陷雙重威脅

共和黨拒認輸情緒蔓延 國會最高法院趨保守「離地」

《紐時》：「美式民主」

美國參議院100個議席由兩黨各佔半數，在
黨爭不斷下，許多重要法案在參院頻頻受阻。
至於保守派大法官佔絕對優勢的最高法院，近
期也頒布連串爭議裁決。萊恩哈特認為參議院
和最高法院日趨保守，正是美國人口分布變化
暴露選舉人團制度弊病的後果，法案受阻使少
數族裔權益難獲保障，多項裁決更與主流民意
背道而馳。

制度弊病致保守派更具影響力
美國人口較多的州份，近年人口增速明顯快

過較小的州份，時至今日，全美人口最多的加
州，居民人數已是懷俄明州的68倍，亦較其他
至少11個州份超出20倍。但在每個州份均有兩
個議席的參院，50名民主黨議員實際代表全美
約1.86億人口，50名共和黨議員只代表1.45億
人。
加上民主黨主政州份的少數族裔人口佔比更

高，參院表面上「分庭抗禮」，實質是共和黨
議員主要代表的鄉郊白人選民，在比例上有更
大影響力。

萊恩哈特還提到，美國首都華盛頓和海外領
地波多黎各在參院並無席位。華盛頓現時人口
較佛蒙特和懷俄明州更多，波多黎各的人口更
多過全美20個州份。沒有席位意味這兩地眾多
少數族裔人口，在參院並無代表能發聲爭取權
益。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由總統提名並交參院表

決，在參院整體趨於保守的情況下，最高法院
不斷向保守派傾斜便不足為奇。萊恩哈特指
出，若參院席位完全依照人口比例劃分，共和
黨擁有的席位便會減少，現時美國6名保守派
大法官中，有4人都無法通過表決。
民調亦顯示最高法院今年就墮胎、氣候變化

和槍械管控作出的裁決，其實都與主流民意相
悖。許多法律專家還擔憂，最高法院日後的裁
決或會讓各州獲得更多權力，自行推出嚴格投
票限制，進一步影響少數族裔選民的權利。埃
默里大學公共政策教授安德森形容，「當有一方
代表有意提出『我們該如何阻止敵人投
票？』，這對民主而言就很危險。」

◆綜合報道美國的政治制度和選舉制度一向為人詬病，
不論是負責選出總統的選舉人團制度，還是參
議院的設計，原意都是給予各州平等發言權。
然而萊恩哈特強調，美國民眾近年傾向依照意
識形態選擇定居地點，城鄉政治分歧日漸加
劇。由於選舉人團制度規定「贏家全取」，普
選票多寡對最終選舉結果沒有影響，美國的選
舉結果已愈來愈難代表大多數人的意願。
在2000年以前，美國只有三任總統僅憑選舉

人團票數勝選，且這三人都只能擔任一屆總
統，未能連任。多數州份選舉結果亦非一成不
變，例如20世紀中期，民主黨偶爾還能贏得愛
達荷、蒙大拿、猶他和懷俄明州等傳統「紅
州」，現時被視作「藍州」的加州，也曾多次在兩
黨之間搖擺。

政治傾向地緣分布成趨勢
不過近年來美國大批自由派民眾紛紛定居大

都市，主要集中在一些人口較多的州份，保守
派居民則不斷遷入鄉郊地區，政治傾向地緣分
布更加明顯，兩黨各自擁有自己的票倉，在選
舉人團制度下，兩黨便聚焦爭奪搖擺州份，只
需少數選票之差，便可決定整個搖擺州的選舉
人票花落誰家。候選人即使在部分人口密集州
份取得壓倒性優勢，卻未必對選舉結果起關鍵

作用，變相浪費這些州份的大批選票。
萊恩哈特舉例指出，民主黨在人口眾多的加

州等州份站穩陣腳，但就算當地愈來愈多選民
轉投民主黨，拿下更多普選票，也無法在總統
大選發揮更大作用。在過去8次總統大選中，
民主黨7次在普選票勝出，卻無法阻止共和黨
籍前總統布什和特朗普奪得多個搖擺州，憑選
舉人票優勢勝出。萊恩哈特坦言，美國現有選
舉制度令選舉結果不時與多數人意願脫節，較
小州份選民取態或會左右整場選舉，較大州份
多數選民的選票卻變得無關緊要。正是這個充
滿缺陷的選舉人團制度決定美國總統人選，進
而影響最高法院勢力分布乃至聯邦政府架構，
所謂的美式民主只會愈來愈不值得信任。

◆綜合報道

美國政治和選舉制度充滿缺陷，推動改革是
刻不容緩，然而研究民主問題的學者認為，在
民主、共和兩黨各走極端下，基本上無法妥協
合作，要挽救「美式民主」談何容易。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學者芒克指出，不少人

認為前總統特朗普在2020年大選的「舞弊論」
是破壞美國民主制度的禍首，最重要是共和黨
領袖未來不再試圖推翻大選結果。芒克認為這
想法只是一廂情願，只要看看現時許多共和黨

政客的立場和言論，幾乎與特朗普如出一轍，
便知道一旦未來的選舉票數接近，拒絕承認選
舉結果的情況依然會再發生。一些學者認為要
避免這情況，兩黨可組成一個「意識形態聯
盟」，孤立那些輸打贏要的共和黨人，問題是
有多少共和黨人願意加入？
另一方面，許多民主黨政客近年在社會議題

上愈來愈傾向自由主義，在日漸左傾下，不容
易作出妥協，更遑論與共和黨人合作。芒克表
示，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去年試圖通過保護投
票權的法案，但最終在參議院被攔下，正是兩
黨無法妥協合作的典型例子。
部分專家則建議擴大眾議院的議席數目，令

普羅大眾有更大話語權，例如立法給予首都華
盛頓州份地位，便可於參議院增加兩席。還有
學者倡議限制最高法院的權力。萊恩哈特認為
憲法確實容許這樣做，長遠亦不會偏向某政
黨，但在目前兩黨於國會壁壘分明的形勢下，
實際是難以成事。 ◆綜合報道

右翼渲染「選舉舞弊論」加劇政治分歧

最高法院多項裁決違主流民意
損害少數族裔權益

選舉人團制度過時 難代表大多數人意願

兩黨各走極端 改革救亡難妥協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屢屢鼓吹「選舉舞弊
論」，許多共和黨議員也口徑一致，拒絕承認
前年總統大選結果。萊恩哈特批評稱，「落敗
者願意接受競選失敗」本應是民主的基本前
提。如今大批右翼人士大肆渲染陰謀論，美國
政治分歧自然愈演愈烈。
萊恩哈特表示，美國政界此前不分黨派，政

客大多有風度地接受失敗。不論是1960年失利
的共和黨籍總統候選人尼克松，還是2000年落
敗的民主黨籍總統候選人戈爾，都鼓勵支持者
承認對手勝出。然而特朗普早在2016年首度參
選時，就頻頻以謊言攻擊對手，更揚言他只會
接受自己勝選。
「選舉舞弊論」如今在共和黨內幾乎成主要

論調。民調分析機構 FiveThirtyEight指出，今
年中期選舉競逐州政府公職的共和黨人中，
47%都拒絕接受總統拜登勝選。眾議院少數黨
領袖麥卡錫等共和黨高層，幾乎都不再批評國
會暴動事件，甚至公開支持眾議員格林等極右
翼黨友。
萊恩哈特

還指出，部

分共和黨人會暗中推動「選舉舞弊論」吸引右翼
選民。他們表面上與特朗普保持距離，但會宣
稱擔憂「選舉誠信問題」，暗示不信任前年大選
結果。被指有意競逐2024年大選的佛羅里達州
州長德桑蒂斯，以及弗吉尼亞州州長揚金，近
期都曾為鼓吹「選舉舞弊論」的黨友造勢。
非牟利研究機構「美國聯合行動」調查發

現，在負責監督選舉事務的州務卿選舉中，共
和黨在11個州份的候選人都支持「選舉舞弊
論」。萊恩哈特擔憂若再有共和黨候選人試圖
推翻選舉結果，對美國社會的衝擊料更嚴重。

◆綜合報道

◆最高法院今
年就墮胎、氣
候變化和槍械
管控作出的裁
決，都與主流
民意相悖，引
發大規模抗
議。資料圖片

◆美國文化、宗教和種族日
漸多元，觸發保守白人群體
的抗拒情緒。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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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大選希拉里雖獲得更多選民支持，但
特朗普最終藉選舉人票優勢勝出。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