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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美国共和党竞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印第

安纳州举行的预选中胜出，竞争对手德州参议员克鲁

兹未等计票结束即宣布退选。至此，这位被很多人视为

共和党的“另类”，将出乎很多人意料地成为共和党的

总统候选人。

不受拉美裔选民欢迎的参选人 

从目前的选情来看，69岁的特朗普将代表共和党

与希拉里竞选下一届的美国总统。号称“地产之王”

的特朗普因其口无遮拦的言论，几乎每次都被媒体当

成头条，有的言论甚至出乎政治选举的常理，被认为是

“政治自杀”。尤其在移民问题上，特朗普承诺要在美

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以便阻止墨西哥非法移

民大量涌入美国，他还恶毒攻击墨西哥移民为“毒品

走私犯”和“强奸犯”，并承诺要将生活在美国的1100

万无证件移民递解出境，取消其在美国生育下一代的

权利。盖洛普民调显示，由于极端的移民言论，特朗普

成为拉美裔选民中最不受欢迎的参选人，这种状况对

特朗普来说极其危险，因为在非法滞留美国的移民中，

拉美裔族群人口高达5400万，其中，相当一部分二代人

口已经取得了合法的公民权，也相应获得了投票权。随

着获得合法公民权的拉美裔移民人群不断增大，其政

治参与群体也随之日渐庞大。同时，相比美国本土居民

而言，拉美裔移民群体对改善自身状态的意愿更加强

烈，因此，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相对高于本土居民，参

与投票率也更高。通常来说，移民群体都是参选政客

们更愿意讨好和拉拢的群体，未来可以预见，如果特

朗普在共和党内胜出，代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与希拉

里角逐，两人在移民问题上的辩论肯定会非常激烈，希

拉里在此问题上一定不会轻易放过特朗普，特朗普开

罪移民尤其是拉美裔的移民，无疑是“自掘坟墓”。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入美国的拉美裔移民人

数激增，他们比其他族裔的移民更容易融入美国社会，

且与美国主流社会的互动日益频繁，政治影响力也不

断增加，甚至对美国大选选情影响甚大。拉美裔选民

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初显于2000年小布什与戈尔的对

决中。其时，小布什和戈尔旗鼓相当，在选举的后期还

未分出胜负，以至于最后几个州的选情直接左右大选

结果，而佛罗里达州选情地位凸显，竞争异常激烈，两

位候选人不敢怠慢，多次往返佛州“扫街”拉票，引发

历史上罕见的选举争议。最终在最高法院介入下，小布

什才以 271张选举人票赢得该州胜利（戈尔266票），

从而赢得大选。根据选举和重新计票的结果，佛州不到 

600 万张选票中，小布什赢得2912790 张选票，戈尔

赢得2912253 张选票，前者仅以 537 张普选票领先。

一份事后的统计显示，佛州的几十万张古巴裔的选票

直接决定了白宫的主人。选举过程中，小布什在弟弟杰

布·布什（时任佛罗里达州州长）的帮助下，多次向古巴

裔选民承诺，一旦当选将强化对古制裁，以此赢得了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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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裔80%的选票，奠定胜局。最终，小布什依靠佛罗里

达州古巴裔选民的支持入主白宫。自此，美国政界开始

重视拉美裔选民的群体诉求。

其实，以拉美裔选民为代表的移民选民对美国大

选的影响力，更重要的表现在其对“摇摆州”的影响

上。所谓“摇摆州”就是在大选中，竞选双方势均力

敌，都没有胜算把握的州，这些州是双方争夺的重点

州，又被称为“战场州”，对于候选人来说，拿下一个

“摇摆州”既使自己多了一分胜算，而且让对手减少了

一分胜算，同时还能提振竞选气势，因此“摇摆州”更

具有战略地位。现在，美国中西部几乎每个州都是“摇

摆州”，竞选激烈程度超过以往，而在中西部这些“摇

摆州”里的拉美裔选民大都可以决定该地选情。在意

识到拉美裔选民的重要性后，2008年大选，在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里，奥巴马与其竞争对手共和党总统候选

人麦凯恩，都非常重视拉拢拉美裔人口，多次同时出席

由拉美裔赞助的活动，这在以往是基本不可能的。而据

分析，奥巴马之所以能够在2008年大选中获胜，与其获

得66%的拉美裔人口支持率关系重大。

有美国媒体指出，拉美裔移民正在影响和改变美

国政治。对于如此重要的拉美裔选民，特朗普和他的选

举团队肯定早有认识，尖锐言论的背后肯定有其考虑。

移民：是“票仓”还是“麻烦”

在如何对待移民问题上，美国国会和社会各界争

议颇多。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的移民们自然是政客们的

“票仓”，而那些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却是政客们棘

手的“麻烦”。目前，长期滞留美国的非法移民有1200

多万，对美国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一方面，由于非法

移民的学历大部分都很低，受到的教育有限，只能从

事低层次的劳动，他们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廉价

的劳动力；而另一方面，这一群体却增加了州政府的

财政支出，特别是在教育和医疗上的支出让当地居民

苦不堪言，更为棘手的是移民引发的犯罪问题，因此，

美国社会对非法移民呈现出两种态度。特朗普的言论

正是抓住了非法移民的一些负面影响，以吸引眼球，

博取选票。

仔细观察美国选举政治中的有关移民问题可以看

到，竞选者在大选时为讨好选民的承诺，到了执政后

就未必能够口惠而实至。获得拉美裔移民群体支持的

小布什上台后，曾踌躇满志推动全面的移民改革计划，

试图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然而，法案推动却步履维艰。

以其中的《梦想法案》为例，其规定只要年龄在35岁以

下、入境年龄小于16岁、高中或以上学历、道德品质优

良、无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都可以通过在美国大学学

习或者在军队服役两年来获得合法身份。该法案虽较

为温和，仍然争议颇多。经过长达六年的反复讨论和被

迫搁置，直到2007年，该项法案才最终进入立法程序。

然而到2010年，该法案在被众议院通过后，在参议院

却又遭到共和党议员的反对，最终未获通过。有关非法

移民的法案历经十多年迟迟不能推出，反映了美国社

会在移民问题方面的巨大分歧。尤其是拉美裔移民的

迅速增加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引发美国国内越来

越多的争议。

从表面看，有关拉美裔移民的争论焦点，主要在

于这一群体抢占了美国本土居民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保

障资源。仅非法移民群体对美国当地劳动力市场尤其

是低层次劳动市场的冲击就很大。2008年金融危机

以来，美国的失业率陡然增高，到2009年，已经达到

16.5%。很多本土居民将移民群体的存在视为失业率增

高的主要原因。而从深层看，美国国内与拉美裔移民的

冲突还在于文化层面。拉美裔移民大量地涌入美国，必

将与美国社会文化发生冲突。2000年以来，美国新增

人口主要为少数族裔，按这一趋势估算，到2050年，美

国少数族群将占总人口的54%，美国将成为少数族群

占多数的国家。少数人口的迅速增长对美国本土文化

是个不小的冲击。特别是以拉美裔为主流的少数族裔

对美国主流的“盎格鲁—新教”缺乏兴趣、拒绝接受，

同时他们也与故国有难以割舍的文化联系，这种与本

土文化不相容的联系会威胁美国生活中的社会和文化

要素，“盎格鲁—新教”文化传统将会被移民文化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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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食，导致美国国力衰弱。

由于美国国内对移民群体争论不休的态度，政客

们往往也要对其移民问题的态度精心考量，慎之又慎。

一方面，尽力拉拢手握重票的移民群体；另一方面又尽

量不开罪本土居民。当然，这绝非易事。

趋向保守的政治生态 

特朗普出言不逊，不惜得罪拉美裔选民，从一个侧

面也反映了当今美国政治生态更趋保守的态势。

在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内部也有派别，根据他

们政治理念的不同，两党内部都有保守、自由和温和派

别，有时两党的保守派可能会因为同一理念，不计两党

之分而步调一致，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政策上如果出现

分歧，两党保守势力往往会联手进退。这就会出现一党

绝对控制的参众两院，有时却出现通不过一个议案的

现象。奥巴马上台后，为拯救沉陷危机中的美国经济，

采取了“一揽子”的带有自由主义趋向的经济社会政

策，却遭到民主党内的保守派和共和党的共同反对。最

为重要的是，客观上引发了茶党的崛起。在强大的反对

势力下，民主党2010年中期选举惨遭失败，共和党夺走

了众议院的控制权。在2014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又进

一步扩大了在众议院的席位优势。新当选的议员们中有

不少受茶党支持，为保守派势力。他们的执政理念更为

保守：反对奥巴马医改法案，反对联邦政府权力扩大。

如此一来，国会中的保守派的势力更加强大，这些势力

在一起共同组成了“自由党团”，成为国会中的极端保

守派团体，虽然只有40名成员，但该派别铁板一块，抱

团投票，在极端保守派看来，选民把他们送进国会就是

为了推进保守的立法。

保守派别出现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保守的外

围组织对共和党的影响日趋增大。由于共和党在近几

次选举中接连获胜，因而占据了多数州长和州议会席

位。2010年美国全国人口普查后，选区重新划分，共和

党主导的州都通过了有利于共和党的选区划分法案，这

样就造成了有利于共和党选情的选区增多。可以预见，

到2020年国会选区重新划分之前，共和党可能一直掌

控众议院，有这样的局面说明保守的外围组织对共和

党的支持巨大，并且这一组织在共和党内的影响也日趋

增大。外围组织是指在民主、共和两党竞选团队之外建

立的民间团体的总称，奥巴马执政后，保守的外围组织

异常活跃，他们资助共和党预选，推动茶党运动，不仅

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增大，而且渐渐影响到民主党内的

保守派。在保守的外围组织的资助下，很多共和党的温

和派以及民主党在职议员在选举中落败，新当选的众

议员马上又成为这些组织的“代言人”，使保守外围组

织对共和党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保守派别出现的另一方面原因是迎合了基层选民的

“愤怒”。特朗普在竞选中披荆斩棘，也从另一个侧面

反映出美国的基层政治情绪和社会思潮。2010年以来，

大批保守派议员进入国会，但国会并未因此有太多的

改观，这直接导致共和党基层选民对共和党制衡奥巴

马和推动反政府扩权上毫无作为感到愤怒，选民们“反

体制”情绪高涨。而特朗普一出现在竞选舞台上，“反

体制”的标签就非常明显，迎合了基层选民的“愤怒”。

相反，在选举序幕拉开之前呼声很高的“传统派”总统

参选人，如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威斯康星州

州长斯考特·沃尔克、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一个个都

被特朗普击败，退出角逐。对此，美国《华盛顿邮报》评

论：共和党总统预选持续地被共和党基层选民对华盛

顿的“挫败感”、对政客的普遍鄙视和变革的愿望所塑

造，所有这些都提升了之前没有任何从政经历的特朗普

的地位。其实，美国选民不乏“反体制”情绪，他们曾经

把毫无政治经验的艾森豪威尔送到白宫，把好莱坞二

流演员里根投进了总统办公室，如果不是移民身份阻挡

了州长施瓦辛格，这位健美“英雄”很有可能会出现在

椭圆形办公室，现在出现在“反体制”情绪高涨选民面

前的是一个一直视“政治正确”为粪土的亿万富翁特朗

普，他能有多大胜算击败希拉里，还得看他如何让这种

“反体制”情绪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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