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會「不成文資歷制」
新生代上游無望

老人政治根深蒂固 長期留任淪「當然權利」

美國歷來最年長的總統拜登，20日度過80歲生日，不過拜登只是美國「老人政客」

其中一人，與他同樣步入耄耋之年的美國高層政客不在少數，「老人政治」

問題早已為人詬病。美媒分析背後原因，指出美國精英政治根深蒂

固，不論是黨內晉升途徑還是政治資源分配，多數只靠資

歷而非個人能力決定。長此以往，年長政客的健

康問題隨時可能影響施政能力，美國

的法案制訂與政策實施亦可

能與社會脫節。

逾70歲國會議員
佔整體議員百分比

美國總統拜登20日迎來80歲生日，然
而拜登對這數子看來很敏感，似乎並不
想慶祝。白宮幾乎沒有計劃以任何主要
公開方式慶祝拜登80歲生日，第一夫人
吉爾則計劃20日舉辦只有家人同聚的生
日早午餐。
拜登最近曾說：「有人說我生日快到

了；我說，『不，那一定是別人。』」
另一次他在電台受訪時，被問到80歲的
拜登會對50歲的拜登說些什麼，他立即
回答：「我還是50歲！我甚至不能說80
這個數字。」
《華盛頓郵報》報道，拜登年齡問題
在民意調查中一次又一次出現，他周遭
很少有人願意強調白宮橢圓形辦公室首
度由80歲以上的總統坐鎮。若拜登後年
競選連任並獲勝，他出席2024就職典禮
時將是82歲，第二任期結束時將是86
歲。拜登的年齡以及所有暗示他可能已

「不太行」的想法，一直是共和黨在他
權衡連任時攻擊他的主軸，同時也引起
部分民主黨人的私下討論，認為他應讓
位給年輕一代。

舊病纏身 步伐僵硬
事實上，拜登整個總統任期內都在迴

避有關自己年齡的問題。拜登的醫生奧
康納認為拜登的身體狀況「勝任」總
統，但他去年也指出，自2020年大選以
來，拜登的步伐變得「僵硬且不那麼流
暢」，凸顯了其脊柱關節炎病和足部骨折
的持續影響。拜登則試圖通過各種輕快動
作，像是躍上講台等，以盡量減少外界的
擔憂，並不斷推銷其任內政績。白宮發
言人貝茨談到拜登生日時，就引用拜登
常說的「大家繼續看！」，以及拜登在
任期頭兩年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包括中
期選舉結果優於預期。 ◆綜合報道

美國政壇老人當道已成為一個普遍現
象，雖然不能單憑一個人的年齡去判定
其能力。美國政壇大概也沒有人質疑競
選期間公開跑步、做掌上壓的89歲格拉
斯利，然而年齡與能力卻無可否認有一
定關連。包括總統拜登在內的一些政客
屢次發言時出現口誤，難免令人質疑其
管治能力。

拜登誤稱柬埔寨「哥倫比亞」
目前看來，老人政治引發的最大擔憂
就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已有研究表明，
人的認知功能在70歲後普遍會顯著下
降，吸收信息和處理問題的能力會大受
影響。拜登因給公眾留下精力不濟的印
像，而被冠以「瞌睡喬」（Sleepy Joe）
的綽號。更糟糕的是，他在重要場合口
誤頻出，時而前言不搭後語，由此引發
的種種問題，不得不由白宮工作人員事
後澄清。例如拜登近日在柬埔寨出席東
盟峰會時，就將柬埔寨誤稱為哥倫比亞
（Colombia）。年屆89歲的民主黨籍加
州資深參議員范斯坦，是目前最年長的
聯邦參議員，他近年多次不知道自己在
見誰，以及重複講話內容，被傳媒指出
其記憶力嚴重衰退，連熟悉的同事姓名
都記不住，令人質疑她在心智上還能否
勝任國會要職。 ◆綜合報道

頻口誤打瞌睡
老政客惹批評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
西日前宣布引退，不再競

逐眾院民主黨領袖，美媒分析
指今次權力更迭雖屬罕見，但美國

「老人政治」僵局料短期內難以打破。
根本原因在於民主、共和兩黨在培養繼承人

方面都難言建樹，加上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保住參
議院控制權，為總統拜登未來兩年施政以至競逐連

任，掃除不少障礙，佩洛西連任眾議員，料在國會仍具
重要影響力。

民主黨未見人選替代拜登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指出，儘管拜登年事已高，但民主黨
內暫未出現2024年總統大選的有力競爭者。副總統哈里斯近年表現
乏善可陳，運輸部長布蒂吉格希望獲得黨內提名也困難重重。密歇根
州州長惠特默及賓夕法尼亞州新任州長夏皮羅雖在中期選舉表現亮
眼，但還不足以被視作潛在接班人，無法迫使拜登退位讓賢。
《紐約時報》早在佩洛西宣布引退前也指出，辭任議長但保留席位
或是佩洛西的最佳選擇。這讓她能夠繼續影響民主黨的策略，為其他
議員提供資源。美國天主教大學政治科學教授格林還稱，共和黨在眾
院的議席優勢微弱，意味少數黨也能發揮重要影響力。
共和黨內則有44歲的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氣勢如虹，已被普
遍視為挑戰前總統特朗普的有力人選。不過《華爾街日報》提醒，共
和黨內部結構相對鬆散，很少為同一名潛在總統候選人團結一致，這
對於擁有眾多極右忠實粉絲的特朗普依然有利，也讓共和黨短期內難
以擺脫他的影響力。CNN強調，在老人政治環境下，美國年輕政治
家未能承擔更多職責，情況令人擔憂。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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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老人政治問題近年引起關注，當地近期有
民調顯示，超過四分之三選民都支持為國會議員
設置年齡上限。不過被問及此事，許多議員不論
老少都顯得有些猶豫。也有議員認為相較年齡上
限，設定議員任期限制或改革爭議頗多的資歷制
度，或許更有助解決老人政治問題。
88歲的亞拉巴馬州共和黨籍參議員謝爾比

稱，對待議員不能只看年齡，「這個問題因人而
異，我還認識一些90多歲的人。」34歲的紐約
州民主黨籍眾議員托雷斯也不支持設置年齡上
限，他強調年屆82歲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就依
然健康，還能牢牢掌控黨內核心小組。89歲的民
主黨參議員范斯坦的前競選經理米爾曼更直言，
讓年事已高的范斯坦連任較推舉年輕候選人更容
易，「否則我們就要投入更多競選資金保住席
位。」美國「商業內幕」網站還指出，設置議員
年齡上限勢必需要修憲，獲得眾議院和參議院至
少三分之二的議員同意才能過關，在現時分歧嚴
重的國會勢必難以成事。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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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20日迎來
80歲生日。

設計圖片
◆佩洛西較早前宣布引退。 美聯社

◆ 拜登在去年氣候峰會被
拍到打瞌睡。 美聯社

八十大壽「過敏」 拜登低調慶生

拜
登
80
歲

美國政壇近年
可謂長者當道，

除了拜登與76歲的前總統
特朗普，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
康奈爾也已屆80歲。包括日前
宣布不再競逐眾議院民主黨領
袖的佩洛西在內，民主黨在眾
院排名前三位的人物，年齡都在
82歲以上。今屆中期選舉成功連
任的共和黨資深參議員格拉斯利更
已是89歲，若他順利完成6年任期，
屆時便是95歲高齡。

老手更懂重劃選區 變「先天」優勢
美國對國會議員及政府高級官員設有25

歲至35歲不等的年齡下限，但不設年齡上
限。在美國政界不成文的「資歷制度」
（Seniority system）下，政界地位幾乎完全
取決於資歷深淺。若希望加入國會重要的委員
會以至競逐主席，資歷都是最重要因素之一。
由於國會議員理論上可以無限期競選公
職，隨着時間推移，年長議員自然能夠積累
豐富的資源人脈。他們提出的法案通常更易
過關，與金主的聯繫也更緊密。在重劃選區
時，資深政客還能爭取到對自己更有利的選
區，擊敗在當地社區根基不牢固的新進挑戰
者。

選民優先議題立場 超年齡考量
政壇「老薑」愈來愈
多，美國選民並非毫
不介意。美國
「 商 業 內
幕」網

站今年
9月的民調
顯示，約 70%
受訪選民投票時都
會考慮政客的年齡。不
過相較而言，選民對政客就
特定事務立場、資歷經驗、健
康狀況和所屬黨派的關心程度，都
超過對年齡的考量。這或意味對於一些
年長的候選人，只要他們表現得自己健康無
虞，多數選民依然願意投票給他們。
資深政客坐擁堅實基本盤，不斷積累資
歷，甚至將長期留任視作理所當然的權利，老
人政治困局幾乎就只能靠外部規定，或是年輕
世代向上衝擊才能打破。1990年代眾議院議
長金里奇就在所屬共和黨內設限，要求各委
員會領導層任期不得超過三屆，這也讓現任
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等黨內新星初入政
壇時，能在重要的委員會積累經驗。相比之
下，民主黨年輕世代等待接棒需時更長，部
分進步派新秀乾脆通過網絡等新途徑，為自
己奠定民意基礎，爭取向上游的籌碼。

35歲參議員：結構性障礙重重
參議院現時最年輕的佐治亞州民主黨議員
奧索夫今年35歲。前年競選期間，奧索夫主
張關注氣候變化和刑事司法改革等議題，利
用TikTok等社媒拉票，吸引不少年輕選民。
奧索夫強調，年輕世代能為政壇注入新血，
更能關注年輕人的訴求，「我們政治體系中
的結構性障礙問題非常嚴重，這讓政治運作
困難重重，還會阻止年輕人競逐公職。」

協助全美年輕政客的無黨派組織
「千禧年行動計劃」負責人扎丹
認為，美國政界要實現世代
間有序交棒，就要加強
對年輕政客的培
養。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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