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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黨在新一屆眾院佔222席，僅較218席的過半數席位多出4席。在首兩輪投票中，眾
院民主黨領袖杰弗里斯獲得全數黨友支持的212票，但麥卡錫僅有203票進賬，其餘19

票則流向其他共和黨議員。到第3輪投票，佛羅里達州共和黨議員唐納德又改投黨內另一名
保守派候選人喬丹，讓麥卡錫再丟一票，只獲得202票。

麥卡錫批黨友不顧國家利益
獲共和黨強硬派推舉出選的喬丹，在3輪投票中都支持麥卡錫，亦積極呼籲黨友團結。不
過麥卡錫失落的20票絕大多數都來自共和黨內極右勢力，當中不少是眾院極右的「自由黨
團」成員。儘管麥卡錫連日向黨內極右勢力作出讓步，3日上午還與他們舉行閉門會議，但
最終無功而返。麥卡錫會後批評黨內部分成員只顧自身要求，不顧國家利益，揚言自己不會
放棄，「我不在乎創下最多次數的議長表決紀錄。」

長期勢影響美立法體系運作
眾議院議長選舉歷來多為形式上的投票，掌握眾院的黨派往往在選前已推定議長人選。不

過共和黨在今屆眾院議席優勢微弱，讓極右勢力更有籌碼與麥卡錫談判。根據美國國會規
定，眾院只有選出議長後，新一屆議員才能宣誓就職，展開議事程序，若議長風波長期懸而
未決，勢必影響美國立法體系運作。
唐納德事後解釋稱，他認為麥卡錫無法獲得足夠選票，讓僵局持續下去無濟於事，

「我們要休會商議議長人選，討論下一步該怎麼走。現在是黨團會議辯論、爭取共識
的時候。」自由黨團成員巴克也稱，拖沓的議長選舉或會讓更多黨友轉軚，不過
堅定支持或反對麥卡錫的議員，估計都很難改變心意。
眾院會於香港時間5日凌晨繼續進行議長投票，據報有溫和派共和黨人考慮
拉攏民主黨人合作，以便獲得足夠選票。但杰弗里斯3日表明，民主黨人目
前不打算幫助共和黨人選出議長。民主黨籍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前主席米克
斯形容，「眾院共和黨人當下的表現足以說明，他們只擅長浪費時間和吵
架。」
美國參議院3日各項議程則相對暢順，民主黨以51席繼續控制參
院，參院多數黨領袖舒默與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都成功連任。至於美
國歷史上最漫長的眾院議長投票要追溯到1856年，當時眾院花近兩
個月時間、歷經133次表決才選出議長。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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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三輪選舉，美國國會眾議院還未能選出
新一任議長，無論到最後是麥卡錫成功當選，抑
或是由他人頂上，這次議長「難產」鬧劇都不會
改變一個事實，就是美國政治失能已經到了無藥
可救的地步，當中美國的「兩黨制」政治制度甚

至可以說是已經名存實亡。
今次是足足100年來，美國眾議院議長選舉首次未能在首輪選舉

中產生人選，新一屆國會眾議員亦因而無法及時就職，導致政治陷
入僵局。這背後的原因自然是美國政治兩極化嚴重，不僅令共和民
主兩黨之間對立加劇，更導致黨派內部出現激烈的派系鬥爭。

雖然共和黨在新一屆眾議院擁有多數席位，但麥卡錫還是未能獲
得當選議長所需的半數以上選票，關鍵在於19名共和黨內極右派
系的議員堅拒支持麥卡錫。儘管麥卡錫選前已經作出極大讓步，不
過事實證明對於這些被美國傳媒稱為「政治縱火狂」的極右派而
言，再多的讓步都是不夠的。

議長「難產」在美國過往或者相對罕見，但類似情況在全球很多
國家卻經常出現，尤其是實行多黨制的國家。

直接點來說，美國已經與一個多黨制國家無異，尤其是共和黨不
應再被視為一個獨立的政黨。麥卡錫所代表的主流派，與極右派幾
乎可以說是兩個政黨，兩者當前關係並非「黨內不同派系」，而是
兩個政黨因為政治利益結盟。極右派所扮演的，正正就是所謂「造
王者」角色，只要稍不歡喜就可以推倒整個聯盟。麥卡錫選議長失
敗，就像多黨制國家總理因為失去少數極端黨派支持而倒台一樣。

換言之，美國目前面對的問題，其實就與很多歐洲多黨制國家中
政治激化後產生的問題一樣，結果同樣是讓極端派系不斷坐大，從
而導致政局經常動盪，政府無法有效施政，最終令選民對政治完全
失去信心，陷入萬劫不復的惡性循環，意大利就是最佳例子。

自美國國會1789年展開首屆會期以來的200多年間，美國只發生
過14次眾議院議長「難產」事件，當中除了100年前的1923年那一
次外，全部都是發生在南北戰爭前兩黨制還未完全確立的時代。在

當前政治激化難以解決的情況下，美國未來恐怕只會發生
更多類似的議長「難產」事件，當未來人們回

顧美國歷史時，2023年或者會被視
為美國兩黨制崩潰的開

端。

美國國會新會期於3日展開，然而被視為新任眾議院議長大熱人選的眾院

共和黨領袖麥卡錫，連續3輪投票都未獲得半數以上議員支持，未能順利登

上議長寶座。這是美國眾院自1923年以來，首次無法在首輪投票選出新議

長。議長席位「難產」也意味眾院無法展開議事日程，令立法工作陷入停

擺。眾院在香港時間5日凌晨再次展開投票程序選議長。

前三輪投票結果
第一輪

杰弗里斯（眾院民主黨領袖）
212票

麥卡錫（眾院共和黨領袖）
203票

比格斯（眾院「自由黨團」前主席）
10票

其他共和黨眾議員
9票

第二輪

杰弗里斯
212票

麥卡錫
203票

喬丹（俄亥俄州共和黨議員）
19票

第三輪

杰弗里斯
212票

麥卡錫
202票

喬丹
20票

美兩黨制名存實亡
郭燁

在3日舉行的美國眾議院議長選舉第三輪投
票中，共有20名共和黨議員投票反對麥卡錫，
當中18人都是力挺前總統特朗普的「選舉舞弊
論」。《華盛頓郵報》指出，這反映出今屆眾院共
和黨黨團已由這些反對2020年總統大選結果的極右
議員把持。特朗普4日在社媒發文，敦促黨內極右議員
勿再阻撓麥卡錫當上議長。

逾2/3人支持「舞弊論」
《華郵》表示，在反對麥卡錫的18名「舞弊論」議員中，

14人是在中期選舉成功連任，他們均於前年1月6日投票反對

選舉人團對總統大選的點票結果，其
餘4人則是新任議員，他們分別曾表達支
持共和黨人拒接受選舉人團點票結果，又
或曾鼓吹「舞弊論」。
事實上，在今屆眾院的222名共和黨議員
中，逾三分之二均屬於支持「舞弊論」的人士，
在共和黨於眾院多數優勢僅4席的情況下，意味任
何尋求當選議長的共和黨議員，都必須獲得「舞弊
論」派系的支持，反映作為眾院多數黨的共和黨立場，
實際掌握在這批極右議員手上。

◆綜合報道

極右成眾院攪局者
特朗普促讓路予麥卡錫

美國共
和黨新任眾議員桑

托斯早前被媒體揭發其履
歷造假，關於其家庭背景問題上也

滿口謊言，引來猛烈批評，但眾院共和黨
領袖麥卡錫卻始終保持沉默，未有作出譴

責。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指出，麥卡錫明
顯為確保取得足夠票數當選議長，不願失去桑托斯的

一票，故此無視後者的行徑，形容麥卡錫「為追求權力放
棄原則」。
桑托斯此前曾於Twitter發文，承諾支持麥卡錫出任眾院議長，
但在其造假醜聞曝光後，桑托斯便隨即刪掉有關帖文，麥卡錫
最終能否獲得桑托斯支持仍屬未知之數。

淨支持率28年來第二低
CNN還分析稱，麥卡錫的議長之路走得如此艱辛，

主要是因其人脈不夠廣，相比過往其他競選議長的
人，以他最不受歡迎，共和黨在今屆眾院的多數
優勢微弱也是原因之一。
CNN上月委託獨立民調機構SSRS進行的
民調顯示，麥卡錫的淨支持率（即支持率
減掉不支持率）在共和黨人之間是正30
個百分點，與該黨過去28年來的新任
議長相比屬第二低，僅高於1994年
金里奇的正24個百分點。此外，
麥卡錫也得不到黨內草根階層
的支持。 ◆綜合報道

美國新
一屆參議院 3日揭
幕，72歲的民主黨議員默里
當選參院臨時議長，成為歷來首名女性
擔任此要職，亦使她在美國總統繼任順序中排第
三，僅次於副總統和眾院議長。
參院臨時議長一職向來由多數黨的最資深參議員擔任，在年屆
89歲的民主黨參議員范斯坦不再續任後，年資排名第二的默里便順理成
章出任。默里早於1992年已晉身參議院，於去年11月中期選舉第五度成功連
任，她一向喜歡穿着網球鞋，因此自稱為「穿網球鞋的媽媽」。

默里3日在副總統哈里斯監誓下宣誓就職，正式肩負主持參院會議和簽署
法案的職務，她表示希望自己能成為在參院內「解決問題的人」，協助民
主、共和兩黨議員達成協議，並與新一屆眾議院合作，讓聯邦政府能暢
順運作。

美國參議院臨時議長（或譯作參議院署理議長），是參院地位
最高的參議員與地位次高的成員。根據美國憲法，聯邦參議院
地位最高者是美國副總統，副總統雖然兼任參院議長，但並
非參議員（不通過參議員選舉產生）。而參院臨時議長由
參院從參議員中選出。當副總統不在場時，由臨時議長
執行議長職務，例如主持參議院會議。 ◆綜合報道

參院首誕女性臨時議長

黨友履歷造假未譴責

麥卡錫「
為權力棄原則」

由於多名眾院共和黨人早已表明不支持
麥卡錫當議長，眾院民主黨人已預計議長選

舉會變成一場鬧劇，索性「吃着爆谷看戲」。華
裔議員劉雲平3日在其眾院辦公室前拿着一袋爆

谷拍照（圖），留言稱「準備前往眾院議事廳」。另
一民主黨議員加萊戈在社交平台發布的照片，更
顯示桌上放有一大桶爆谷，表示會一直吃爆谷，
直至共和黨人行動一致為止。 ◆綜合報道

「吃着爆谷看鬧劇」
民主黨人

◆眾院極右「自由黨
團」成員拒絕妥協。

法新社

◆今屆眾院的222名共和黨議員中，逾三分之二均屬於
支持「舞弊論」的人士。 網上圖片

◆默里（左）宣誓就職
參院臨時議長。

美聯社

◆麥卡錫（前）在前三輪投票未能獲選議
長，一度「黑面」懶理傳媒追訪。 彭博社

◆

美
眾
院
議
長
選
舉
100
年

來
首
度
前
三
輪
投
票
皆
未

能
選
出
議
長
。

彭
博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