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30 卷 2014 年）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30卷 第 5期 SHANTOU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BIMONTHLY） Vol.30.No.5 2014

自 19 世纪末以来，唐人街是美国华人独具华
人族裔和经济特色的聚居区，然 1965 年的新移民
政策吸引了大批从台湾、香港而后大陆的华人新
移民到美国，逐渐聚居而成华人新社区，同时唐人
街中的华裔也通过自身的努力逐渐走出唐人街，
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社区，华人社区以一种唐人街
加新郊区的组合方式出现。本文拟分析在郡、市层
面的华人新社区群体在竞选官员登记投票、和华
人政治性组织的政治参与活动新情况，体现对华
人在市、郡基层层面政治参与进程演变的把握，
厘清在美国的地方政治生态中美国华人新社区群
体政治参与方式的特点。

一、华人新移民社区的
形成以及利益诉求变化

早期华人移民社区唐人街呈现出内向性、封
闭性的社区结构。在唐人街模式之下，中华会馆、
中华总商会等华人社区组织体现出统一、集中的
社区组织代理性，从而作为美国华人之代表与美国
政府、社会交涉，因而华人政治参与往往体现为被

动性的反歧视诉讼、游说等争取合法权益的行动。
1965 年美国放宽了移民限制，吸引了许多来

自台湾、香港以及后来大陆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
携带丰厚的金融资本、高素质的技能与知识水
平，直接在城郊中产阶级的住宅区购置房屋定居，过
去多是白人中产阶级的Bedroom communities①，逐渐
变成新华人移民的社区，如纽约市的法拉盛区，洛
杉矶的城郊社区群。2011 年由美国华人全国委员
会(NCCA)和马里兰大学美籍亚裔中心联合推出的
《2011 年全美华人人口动态研究报告》中指出，
51.4%的华裔美国人住在纽约、洛杉矶等五个大都
会城市的郊区。[1]而在历史上华人涉足比较少的州
郡，如马萨诸塞州、华盛顿州、马里兰州等地，华人人
口和社区也越来越多，且聚居模式也呈现郊区化。

这些华人新移民社区通常是郡市地方层面族
裔多元化的社区，多与亚裔等新移民、主流族裔共
同居住于城郊社区或都市中心社区，社会网络也
突破宗族性和族裔性，族裔交往随之广泛和深入，
华人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也逐渐与主流社会融
合，因而促使华人权益（如经济福利、安全保障、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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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文化、政治参与等）以社区利益和族裔利益为依
托，面向当地美国主流社会去争取，而其中最显著
的方式就是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公民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府
决策的活动，于美国公民而言，主要的方式是选举
和投票，无论从联邦一级的总统、国会议员，到州
一级的州长、州议员、总检察长和郡县一级的市议
员、市长、学区主委等，以及各类议案的通过，都需
要通过投票选举产生，然而这些都需要依托社区
建构①，都需要社区里每一位选民的选票。在美国
民主政治制度中，作为少数族裔的华人只有参与
到选举和投票中来，才有发言权。在华人新社区
中，随着逐渐适应美国的生活、文化价值观念和政
治生态，并与主流社会利益融合，华人政治参与主
要有以下两个层面的体现，一是公民性既公民权
利义务的实现，如参与选举、投票、获得政治任命
等，获得医疗、教育、社区治安等的保障；二是族裔
性既显现华人自身文化、族裔等的特征和权益，比
如华人移民权利、选举时华文的采用、华人媒体的
参与、华人节日的合法化等等。在郡市地区层面，
与华人的社区利益和族裔利益密切相关的华人新
社区中，华人政治参与的公民性与族裔性结合的
态势尤为突出，以下遂以郡市地区层面的华人新
社区中华人、华人社团在公职竞选、投票、党派选
举、游说等政治参与路径进行分析。

二、美国华人新社区政治参与新态势

（一）华人积极参与地方公职竞选，选举策略

更趋成熟

地方选举是美国政治的杠杆[2]107。联邦和州的
公职竞选候选人往往需要先走地方政治这一关，
地方政治体现了美国的权力结构②，也是和选民亲
密接触和积累选举经验的重要途径。同时地方选
举之所以重要还在于“选举的结果会直接影响诸
如学校质量、房地产和消费税额、公路交通、汽油

价格等等具体的民生问题”[2]103。这些地区民生问题
都与华人切身的利益攸关。因而在州郡市③中，华
人切身利益和地区的民生利益相融合的社区，涌
现出越来越多的华人参与公职竞选，其参选操作
体现了更加成熟的选举策略。

第一，华人竞选公职人员是体现公民政治权、
增加华人话语权的重要方式。近年来，华人积极参
与市议员、市长、教区委员等政务或非政务官员的
公职竞选。在各地区各类竞选中，参政的华人政坛
旧辈和新秀都纷纷展露进取态势。

在美国西部，2005 年南加州地方选举，有 9 人
角逐市议员、水局理事，17 人角逐地方学区教委、
社区学院理事，共 26 名华裔参加选举。2006 年的
洛杉矶郡的地方选举，如圣玛利诺市、亚凯迪亚
市、核桃市等，市长、市议员和学区教委等官职和公
职的改选较多，华人多有参选者，并且成功率较高。

在东部，华人新社区集中的纽约州华人竞选
积极且成功率高，2000 年孟广瑞当选纽约州众议
员纽约代表，2001 年和 2005 年刘醇逸当选纽约市
议员，2009 年其竞选纽约市主计长 （City Comt－
troller）职务并当选。除此之外，朱海风、陈佩仪、杨
爱伦、孟昭文竞选州司法副代表、纽约民事法官、
纽约州众议员，并获得成功。

在美国中部、北部地区的华人移民新地区中，
华人参与公职的竞选也开始呈现良好态势，2007
年 11 月在美国麻省地方选举中，28 岁华裔候选人
黄素芬以第一高票率当选费奇堡市市长，成为该
市 243 年来首位华裔市长。2009 年，华人龚小夏，
决定参与竞选弗吉尼亚州议员，2010 年奥克兰华
裔市议员关丽珍成功竞选市长。2002 年，李凤迁成
为马里兰州第一位民选华裔州议员，且在 2006 年
连任该州议员。2007 年，华裔谢兰当选新纽泽西州
蒙哥马利市市长，华裔薛信夫当选该州西温莎市
市长，邢天佑当选桥水市市议员（见表 1）。

①Amy L. Freedman，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Ethnic Minorities：Chinese Overseas in Malaysia，Indonesia，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2001，pp7-8. Freedman 指出，政治参与还包括社区建构与社区呼声，群体间的
政治关系以及围绕政治议题所形成的政治网络。而在本文中也将关注华裔如何建构地方政治参与和社区利益（包括华裔
利益）互惠的良性循环。

②美国宪法的第一、二、三章规定了联邦层次上国会、总统和联邦法院之间的三权分立与制衡，在实际当中，州以至郡市层
级都体现三权分立。关于联邦和州权力的关系，宪法第四章和修正案第十条规定，联邦权力只拥有在宪法中列举的有限
权力，而其余未列明的权利都属于各州或者人民，也就是与民生相关的议案、法案仍然由州进行。

③美国的地方体制从上而下，为州（state）—郡（county）—市（city）的层级设置。郡的平均人口规模是几百万，市为几万。郡市
都有监事委员会、行政长官和监察长等民选公职机构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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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地区 职位 当选时间

刘醇逸 纽约 市议员、主计长、州众议员 2001、2005、2009

孟广瑞 纽约 州众议员 2000、2004

朱海风 纽约 州司法副代表 2004、2006、2008

杨爱伦 纽约法拉盛 州众议员 2006

孟昭文 纽约 州众议员 2011

刘嘉琳 纽约州萨拉托加 市议员 2006

赵美心 加州 第 49 选区众议员 2001

刘云平 加州 州众议员 2005

陈 文 加州第 68 选区 州众议员 2004

余胤良 加州旧金山 州众议员 2002

李孟贤 加州旧金山 市长 2011

黄少雄 加州库伯蒂诺 市议员 2009、2011

苏王秀兰 加州胡桃市 市长 2009

江俊辉 加州 主计长 2006

刘达强 加州蒙特利公园市 市长 2007、2009

林恩成 加州核桃市 市议员 1995-2008

刘璇卿 加州第 21 选区 参议员 2009

朱感生 加州圣荷西市 首位华裔市议员 2007

罗达伦 加州坎贝尔市 市长 2007

丁右立 加州旧金山市 估值官 2005

邱信福 加州旧金山华埠／北岸区 市议员 2008

赵谭美生 加州蒙特利公园市 市议员 2009

陈金凯莉 加州喜瑞都市 市议员 2009

柯维世 加州亚凯迪亚市 市长 2006、2008

鄂志超 加州亚凯迪亚市 市议员、市长 2002、2004、2012

关丽珍 加州奥克兰市 市议员、市长 2002、2010

胡宜兰 加州库比蒂诺市 市长 2003、2006

沈时康 加州阿罕布拉市 市长 2009

李 志 加州罗斯密市 市议员 2011

朱嘉仪 加州罗斯密市 市长 2013

朱淑玲 加州萨拉度加 市议员、副市长 2012

叶亚威 加州巴洛阿图华裔 副市长 2011

张文彬 加州钻石吧市 市议员 2005

甄荣峰 加州丽浪多滩市 市议员、市长 2005

梅孟勤 伊利诺伊州橡树溪市 市议员 2009

黄朱慧爱 得克萨斯州 众议员 2002

陈筱玲 得克萨斯州 众议员 2007

黄素芬 马萨诸塞州费奇堡市 市长 2007

谢 兰 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 市长 2007

薛信夫 新泽西州西温莎市 市长 2007

邢天佑 新泽西州桥水市 市议员 2007

冯伟杰 罗德岛州克兰斯顿市 市长 2009

李凤迁 马里兰州 州议员 2002、2006

李瑞麟 华盛顿州贝尔维尤市 市长 2012

表 1 美国华人 2000-2013 年当选郡市地方官员统计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上海《侨报》、《新快报》、《中国新闻网》、《世界日报》、《华声报》、《星岛日报》、《美国侨报》等统计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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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在加州华人新社区聚
集的蒙特利公园、圣玛利诺、罗斯密、核桃市等华
人聚居城市，华裔市议员人数更节节上升，一些城
市华裔民选官员已居主导地位。

美国华人成功竞选除以上民选行政首脑官员
和议员以外，还在其他行政机构官员、学区委员和
法官等民选公职人员竞选中成功胜出，如纽约民
事法官陈佩仪、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凌德丽、纽约
市警局指挥官张爱玲、加州洛杉矶嘉伟学区华裔
女教委江珍、陈奕泉、获任洛杉矶市副市长陈瑜和
杨传秀、加州圣他克拉拉谷水利局理事薛乃庄、加
州洛斯盖图-萨拉度加联合高中学区委员张琛与
曾景琳、西洛杉矶都市计划委员会主席的甄季廉、
艾尔卡蜜诺社区学院甄环宇及圣安东尼山社区学院
陈淑卿、加州旧金山分区第四区市参事朱嘉文等。

第二，华人政坛精英在参与竞选的过程中，在
熟知美国政治生态情况下，体现出对竞选规则的
把握和竞选策略选择上的成熟性。

在政党阵营的选择上，虽然号称为少数族裔谋
取福利的民主党是华人的首选①，如加利福尼亚州
和纽约的州议员清一色为民主党，但在各个地区
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优势弱势的情况不同，因此选
边站不能依据刻板印象选择。比如说在 2009 年竞
选弗吉尼亚州议员的龚小夏在分析该地区两党政
治态势之后，选择了共和党，因为她发现与该地区
亚裔的共和党在价值观念上非常相近———相信市
场经济、个人自由，认为政府的职责在于保证公民
的自由和安全，而不在于重新分配财富……同时
在弗吉尼亚州，由于该地区共和党少数族裔比亚裔
力量更大，而且处于下风急于吸收亚裔等新力量
……亚裔社区的活跃分子在共和党中有更多发表
意见的机会[2]54，而且共和党内少数族裔比较少，华
裔的加入有利于其多族裔多元的形象，扩大其发
言和竞选提名的机会。

华人候选人在竞选团队的选择上更加注重有
经验的白人和本族裔、少数族裔的组合比例，提高
团队的效率。在募集资金上，选用中西方结合的方
式，多以美国传统募捐方式———募款餐会的形式
进行。比如在为孟昭文举行的募款餐会上，出席餐

会的客人需“买票”，另一方面，依据政策，她还能
得到纽约州的配套基金，按个人募款数的 6 倍拨
付。在动员选民投票中，华人候选人也遵循：
“Eighty percent of success is showing up”“成功
的 80%就是总要到场”[3]的规则，以提高媒体出镜
率和与选民接触来进行亲身积极拉票。如旧金山
的彭德慧参选中，不仅在华埠积极拉票，而且经常
上媒体讲述政见，为亚裔妇女代言，而当选的鄂志
超，他的成功也缘于亲自在亚迪亚市扫街拜票。

可看出参选华人从政党阵营的选择、组建竞
选团队、募集参选资金，再到获得政坛前辈和领袖
的支持、发表说服力的演讲、动员选民投票的整个
流程中，更能熟练地运用竞选规则，华人以及华人
社团作为美国公民熟知各类型竞选以及熟用竞选
规则的，其体现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公民性。
“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All Politics is local）[4]，

所以扎根社区政治、通过服务社区，来增加社区选
民的支持率，是获得更多选票的必要条件。而在竞
选目标和策略上，以华裔利益和社区利益的结合
为华人族裔说话、争取华人族裔的利益固然是参
选的重要目标，但是在多族裔的政治环境里，参选
不能仅仅依靠标榜某一个族裔的利益，在服务社
区获得更多认同的基础上，以社区的利益为依托，
以实现社区利益和族裔利益的融合与双赢才是正
确的竞选目标与策略。以此在当地政治架构中占
据席位，从而更好为华裔甚至当地社区利益服务，
形成服务华裔和社区———竞选成功———助利华裔
和社区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

参选的华人都具有服务华裔和社区的背景。
如在纽约州众议员孟昭文（现任联邦众议员），从
其毕业后就义务担任社区互助协会会长、皇后区
华人妇女会会长、美国男青年会法拉盛分会董事
等职务，拥有丰厚的跨族裔社区服务经验。孟昭文
在她的州议员竞选纲领中更多体现的是社区利
益，在其竞选纲领中提出 4 点政策：（1）争取增加
法拉盛停车位置以疏解拥挤的交通；（2）争取州政
府经费协助提高“商业改进区”的功能；（3）争取老
人医疗健保及更多的廉价公寓；（4）争取政府经费
设立民众服务中心，协助民众申请福利及处理各

①美国两党政治中，民主党与共和党在政治价值取向上，一个倾向自由主义即推崇革新、容忍与社会平等，注重大政府和标

榜关注少数族裔利益；一个倾向保守主义即注重传统价值、社会稳定与宗教之作用，注重小政府和个人自由、市场竞争。
华裔通常选择倾向自由主义的民主党。

75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30 卷 2014 年）

类问题。[5]同时，孟昭文还计划把法拉盛提高为“特
别规划区”，使政府每年编列预算经费，以协助法
拉盛社区整体的发展与建设[6]。同时孟昭文在州议
会推动立法禁止使用歧视亚裔的文字以及争取将
春节列入法定假日。为华裔和亚裔等社区和少数
族裔利益努力的孟绍文最后得到选民支持[7]。而在
2012 年 3 月开始，她在得到亚太裔劳工联盟纽约
分会、法拉盛华商会、教师工会等社区社团的支持
下，竞选纽约州第六选区国会众议员[8]。作为移民
出身的第二代，她反对警方随意拦截检查移民和
少数族裔，支持移民改革，对于困扰华裔小区的合
法移民排期问题，她表示，当选之后将是要解决的
重要问题之一[9]，这些议题是华裔和少数族裔移民
支持她的理由。

费奇堡市黄素芬在参选之前在社区就担任非
营利组织“妇女住房与经济发展机构”的执行主
管，在她的领导下，该组织近年来共向马萨诸塞州
和康涅狄格州两地的低收入妇女提供了 1000 多
套住房，并积极为她们创造就业机会[10]，其在当地
获得良好口碑。面对经济不够景气的费奇堡市，黄
素芬竞选中打出“经济牌”，上任后将雇用一位特
别助理，专门申请联邦及州政府补助金，改善财
政，将任命新警察局长，改善该市的治安，以吸引
更多的公司企业前来投资。尽管在该市亚裔只有
5.7%的比例，黄素芬凭借其服务社区经历和关注
社区经济发展的竞选策略，最终能获得 65%的支
持率。

参选奥克兰市长的关丽珍，她的竞选政纲包
括增建更多房屋，提高政府机构的透明度，平衡预
算赤字，减少犯罪率等，为降低奥克兰的枪击案和
暴力犯罪率，支持保留双语警员，缓和社区警民关
系等。关注社区利益为社区发展与安全、新移民

（包括华裔）出谋划策使之获得当地居民支持，最
后当选。

华人竞选的成功是由于具有跨族裔社区服务
的经验，在获得社区居民认同的基础上，在竞选中
标榜为整个社区服务从而获得政坛话语权，从而
在寻求地方社区利益满足下更多考虑实现华人的
利益。服务社区、标榜社区和族裔利益结合充分体
现华人竞选策略中公民性和族裔性的结合。

（二）华人投票积极性更高，选票体现公民理性

随着参政意识的提高，华人多数实现从资格
选民、登记选民到投票选民的转变，而且在美国

大选、州长议员以及市长议员等层次的投票中投
票率增加。

在美国获得美国公民资格才能进行选民登
记，而后才能进行实质投票。在美华人取得美国公
民资格的人数随着高素质新移民和二、三、四代华
裔的成长而有所增加，对手中选票的认识有所转
变，使得更多的华人愿意投出自己的一票。据纽约市
立大学 2010 年调查，华人选民在此前 4 年增加了
43%。以占美国华人比例分别为 15%和 30%的纽约
和洛杉矶地区为例，美国华人从 2000 年美国大选开
始，登记和投票率都逐年增加。如表 2、表 3 所示：

在投票率增加的情况下，华人更能结合自己的
利益和理念去选择所认同的党派以及候选人，体
现了政治参与的族裔性和公民性融合。

尽管根据美国政治生态的规律，华人收入增
加、经济社会地位上升将会在政治理念上倾向于共
和党，在经济上更主张市场机制的经济自由主义、
个人积极进取，在政治价值上支持“以信仰为基础
的行动”，但实际是大部分华人选择关注协助中下
阶层以及少数族裔福利的民主党，凸显族裔性。

在有关亚裔美国人政治倾向的调查中可以得
知华裔美国人的政治倾向（华裔美国人占了1，730
万亚裔美国人中的 22%）。如表 4 所示：

而且在地方层次上，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
华人候选人为民主党，华人选民更多的是选择民主
党候选人，如表一中的民主党候选人孟广瑞、江俊
辉等。以 2012 年总统选举为例，华人也普遍偏好民
主党候选人。美国《侨报》驻纽约记者叶永康认为应
该再给奥巴马一次机会，而罗姆尼是富人，他不了
解普通人的状况。在新纽泽西州的蒙哥马利市，市
长谢兰认为奥巴马以往政纲和议案都与她的执政
理念相符，所以在美国大选的时候选择了奥巴马，

年份
项目 2000 2002 2004 2008 2010

洛杉矶郡华人登记率 3.30% 3.41% 3.64% 4.13% 4.56%
洛杉矶郡华人投票率 2.81% 2.21% 3.25% 3.84% 3.52%

表 3 洛杉矶郡华人登记率与投票率

注：百分比为占全国登记或投票率的比例
资 料 来 源 ： 根 据 USA CENSUS BUREAU：VOTING AND

REGISTRTION 整理。

年份
项目 2000 2002 2004 2008 2010

纽约郡华人登记率 1.10% 1.31% 1.50% 2.40% 2.56%
纽约郡华人投票率 0.83% 0.64% 1.24% 2.00% 2.18%

表 2 纽约郡华人登记率与投票率

76



政治倾向及比例 投票数据及比例
党派 亚裔（华裔） 候选人 亚裔（华裔）

无党派（不属任何政党） 51%（12.75%） 奥巴马（民主党） 73%（18.25%）

民主党 33%（8.25%） 罗姆尼（共和党） 26% （6.5%）

共和党 14%（3.5%）

其它 2%（0.5%）

表 4 2012 年总统选举中亚裔美国人党派政治倾向及投票率

注：根据 Public opinion of a growing electorate: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in 2012 （Karthick Ramakrishnan （UC-River－
side） and Taeku Lee）和 USA CENSUS BUREAU：VOTING AND REGISTRTION 整理。

薛信夫也相信从底层走出来的精英———奥巴马将
会给美国带来变革。普通选民林伟晴一家认为在
华人关注的重要议题上，奥巴马政策以及思路与
华人更加接近，比如在医疗保健问题上，奥巴马
将力图使每个美国人都能享有健康保险，从根本
上解决五千万美国人没有保险和保险费用急速
上涨的严重社会问题。在移民问题上，奥巴马将
尽快合理全面解决无合法身份的移民问题[11]。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华人没有选择共和党或
者保持中立的。有些华人选民以自己的理性研
判，在认为民主党不符合理念之时，不放弃投票，
选择投票给共和党或者保持中立，体现公民性。
普通选民汤丽娟和张砚农在其支持的候选人希
拉里退出竞选后本想放弃投票，但是认识到作为
美国公民的一员，即使不投有疑问的候选人，也要
选择一个独立候选人。洛杉矶的刘建民则愿意相
信务实诚信、愿意兑现诺言以及拥有有计划、有
安排、有利于美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政策的共和
党，因而把选票投给麦凯恩。纽约州的法拉盛华
人工商促进会的顾问周匀之表示家人的选择和
他自己也不一定相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
法，而且在美华人最为关注的无疑还是内政和经
济这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

更具公民理性的华人选民积极投票，形成一
股候选人不可忽视的族裔选民力量，亦日趋受到
政坛精英的关注并成为候选人竞相争取的对象。
2010 年加州共和党州长候选人、eBay 前 CEO 梅
格·惠特曼，在多家华人电视台推出华语竞选广告，
广告语直接指向华人群体最为关心的问题，还向
全加州寄送以华语为主的竞选资料[12]，争取华裔
选民。在纽约州竞争激烈的检察长选举中，竞选
连任的联邦参议员鲍克塞请来华裔商务部长骆
家辉站台助选，以此增加华裔选民的支持。无论登
广告宣传政见，抑或深入华人社区，主流政客看

重的无疑是华裔日益增强的选票实力。
（三）新旧华人社团在选举、社区服务中表现

突出

从 1980 年代开始，新旧华人社区的华人社团，
无论是转型后的传统政治性组织（如中华会馆），
还是新型的政治性组织（如 80/20 促进会），都致
力于提高华人参与当地政治的意识、进行选民教
育与动员投票。在选举期间，从支持某个特定的
候选人竞选官员、协助其参选，到推动华人进行
选民登记、介绍候选人、动员华人投票等为华人
选民和华裔候选人提供选举服务。

2000 年的大选中，由亚美法律援助处、纽约
华埠选民教育联会、成纺联 23-25 分会、华策会、
亚平会以及多个华裔社团的全力推动，曼哈顿华
埠华人参政出现了新的高潮。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华人前进会，在 2007 年 11 月的地方选举之前，
就举办了 13 场选民教育讲座，内容涉及市议员
的责任、华人如何扩大社区的政治力量和得到政
客对社区的承诺、参选的候选人以及他们的政
纲、认识选民权益，如何使用选票以及改善选举
条例等[13]，通过制作传单来提醒华人选民为维护
和增进自身权益来投票，而后的调查结果显示在
总投票率相当低的情况下，华人选民获得异乎寻
常高的投票率。纽约美国华裔选民协会在 2006
年的选举宣传中，透过召开记者会、侨团成员互
相发动等多种形式，动员民众参选，并支持华裔
候选人，使得杨爱伦、陈佩仪得到多数投票顺利
当选。2010 年华裔选民协会在纽约华埠的中华公
所向华人介绍了投票新法，向选民展示如何进行
投票，并争取在选举当日配备华语翻译机协助华
人选民。

华人社团也积极寻求改善华人投票选举条
件。2000 年波士顿华人前进会与其他移民社区合
作，发起一个多语言选举权益联盟，要求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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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拨款在选举中提供多语言服务，市长曼宁
诺接受建议，并于 2001 年 10 月购买翻译器材[13]，
自此以后，华人选民投票率逐年上涨。在 2011 年
加州选区重划过程中，亚太裔联盟游说加州公民
选区重划委员会，目标是将亚太裔小区划入同一
选区，避免亚裔选票被稀释，亚美政联积极争取
将第 24 参议员选区囊括西圣盖博谷的亚裔小
区，以及东圣盖博谷的部分亚裔小区，如哈冈

（Hacienda Heights）、胡桃(Walnut)谷等地……最
后西圣盖博地区的 7 个拥有众多华裔选民的城
市被整合到了一起，西圣盖博谷的州众议员第 49
选区的华裔选民比例则接近 25%[14]。

华人社团除为华人选民提供选举服务凸显
族裔性质外，扎实为华人利益和社区利益服务，为
华人政治参与提供社会基础，则是其公民性的重
要体现。

在美国东部，纽约华裔妇女总商会 2008 年 5
月 17 日成立，由徐氏集团总裁徐朱留弟担任首任
会长，其宗旨是推动华裔女性的商业发展、加强
华人商业辅导、维护华人经营的合法权益、促进
慈善和教育事业的共同发展[15]。成立于 1982 年的
法拉盛华人（工商）促进会，其基本信念之一是服
务社区。华商会为整修七号地铁车站出钱出力；
在法拉盛新鲜草原公园举行首次龙舟竞渡；支持
每年皇后节中华馆的展示；参与“我爱纽约”及每
年在法拉盛举行的“美化月”活动；捐助假日彩灯
装置；并拜访老人中心表示关怀及敬意，维护法
拉盛市中心的整洁。实施 R-40 清洁计划，华商会
每年举行盛大年会，促进族裔沟通并筹备经费。为
恭迎春节新禧，联合其它社团筹划中国新年大游
行等活动[16]，促成华裔族裔的春节等文化利益和
社区清洁、养老等利益的结合，从而赢得良好声
誉，并成为华裔候选人参选的得力助手。

在西岸的华人社团，特别是新移民社区的华
人社团在服务社区上表现更不俗。为解决学区教
育经费的不足，圣玛利诺（San Marino)）华人协会
捐出 10 万做教育经费，支持学区为维护高水准
的教育，号召每位学童应该每年分担 2000 元教育
经费的提议[17]。圣玛利诺华人协会主办一年一度
的警察局、消防局、市政府“感恩早餐”，目的是通
过简单的早餐会，表达市民感谢警察局、消防局、
市政府一年以来辛勤的工作；同时，也可以拉近
市府与市民的距离，加强社团与市府之间的沟

通，提高华裔形象的同时，服务社区并满足华裔
教育权益需求。

洛杉矶 80/20 理念是为结合重视亚裔权益的
各界人士，发挥”投票团”的影响力，藉此形成政
治谈判力量，让候选人得以重视亚裔的权益，10 多
年来，大力支持亚裔候选人胜选[18]。1973 年成立
的美华协会通过游说议会政府、服务社区等方式
在“维护亚裔移民权利、遏止种族仇恨犯罪、消除
主流社会对华人和亚裔的偏见、错误认知和刻板
印象、争取亚裔平等政治权利等方面都做出了突
出贡献”[19]，由单一族裔性演变成泛族裔性。这些
都体现华裔社团将华裔与其他少数族裔结合，通
过社区政治参与，在社区中争取亚裔利益，建构
社区跨族裔利益融合。

由此可见，华人社团以联合力量去助选、游说
政府和议会，去争取华裔的利益和实现社区的利
益，形成华裔和社区利益双赢的结果，在其为社
区和华裔利益的服务理念、在其政治参与行动中
充分体现其公民性和族裔性。

三、启 示

随着美国华人新移民社区的出现，以及新旧
移民新生代逐渐适应、认同美国的生活方式以及
价值观念，华人利益逐渐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特别
是郡县层面的华裔利益和社区利益的结合，美国
华人参与地方政治的重要性就日益突出。首先地
方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在于其选举等结果将直接
影响到学校质量、房地产和消费税额、公路交通、
汽油价格和社会治安等具体民生问题，而这些不
仅仅是地方社区利益更是与社区居民之一的华
人的利益紧密相关的；其次“地方选举是美国政
治的杠杆”[2]，华人想要在地方层面之上取得更重
要的发言权和整个政治生态中的地位，也必须走
地方政治这个美国权力结构体现最充分的一步，
必须积累足够多的基层政治经验，华人政坛精英
赵美心从市议员到国会议员的成功便是明证。华
人华裔的地方政治参与在新华人社区出现之后，
随着华人华裔利益逐渐与当地社区融合[20]，其利
益诉求变化，也需要华人改变政治参与的策略，华
人政坛精英、华人社团扎根多元多族裔社区，并以
社区利益为依托去争取实现社区利益和华裔利
益融合双赢的竞选策略和服务理念，这些策略和
理念事实上取得良好效果：一方面使华人获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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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公民性权益指的是与主流族裔相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益，如政治上参选、投票等权益，经济上就业、税收等权益。而

族裔性权益指的是体现华人特有文化的各项权益，如选举中中文使用、华人传统节日等等。

地方政坛发言权，确保了华人的声音不被埋没，不
会成为只会缴税而无法获得利益分割的盘中餐
角色，使华人的教育、安全、缴税等公民利益以及
举行华人文化庆典等族裔文化利益等得以实现；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华人精英和社团不仅服务于
华人群体，还服务于整个社区居民，超越了华人
族裔性，体现服务对象的公民性，为华人政治参
与打下基层认可的基础，增加政治参与的成效性。

可以看到新社区华人群体参与建构地方政
治，实现了与社区利益（包括华裔利益）互惠的良
性循环。这种公民性和族裔性交融的政治参与态
势反映的是华人聚居模式改变之后利益诉求的
变化，反映的是美国华人权益在凸显族裔权益的
同时更多的体现公民权益本质[21]，这种公民性和
族裔性交融政治参与理念与策略的成功，特别是
地区层面的华人越来越多地参与理性投票，其所
形成的重要少数对选举有着决定性影响，从而增
强华人选票的重要性，而且华人精英和华人草根
政治参与的扩大，将增加未来华人在美国政坛的
分量（包括地方和联邦层面的政坛），使华人的声
音在美国政坛上越来越受到重视，从而进一步丰
富美国族裔政治的内涵。

美国华人作为美国少数族裔之一，特别是从
1960 年代新移民法颁布之后，美国华人移民逐渐
增多，也纷纷走出唐人街，通过自身努力在各行
各业中取得成就，融入主流社会，提高了华人的
社会经济地位，成为美国重要的少数族裔之一，华
人也形成落地生根的观念加入美国国籍，从而在
政治上认同美国，利用美国宪法和民权法案等制
度平台，华人精英在 1980 年代开始通过竞选或委
任方式进入政坛，为华人政治参与打开局面，而此
后越来越多的华人通过自身的参与特别是草根
阶层的参与，华人作为美国公民和少数族裔一员
的权益和利益逐渐得以充分实现。正是由于华人
地区层面政治参与新态势中公民性与族裔性交
融的理念与策略所体现出来的成效性，使未来华
人参政具有成功范例的影响作用，将使华人在美
国政坛有更加广阔的前景。这与百年前美国排华
期间华侨所遭受的不公与迫害形成强烈对比，正
是华人在美国政坛上耕耘所获得的认可，让美国

华人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成员获得美国公民的权
益和权力，才使美国宪法修正案中的第十五条〔1870〕
第一款“合众国公民的投票权，不得因种族、肤色
或曾被强迫服劳役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
剥夺或限制”成为名副其实的民权条文，而美国
华人参政意味着美国华人在美国多元社会中融
合的成功，美国华人参政的成功对美国社会的稳
定、和谐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美国华人
在地区层面的参政成功将会进一步促进美国社
区的融合与发展。

二战以后，新中国新国籍法颁布以及规劝华
侨入籍当地国的政策，加上侨居国的同化或者归
化政策促使世界各地的华侨加入当地国国籍，于
祖籍国而言由华侨身份转变为华人，于当地国而
言是成为其国民之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华人
观念由落叶归根变为落地生根，逐渐认同于当地
国，华人社会也由移民社区变为当地少数族裔社
区，华人社会与当地社会、经济、政治有着更加紧
密的联系，但是如何与当地社会文化和平共处？
如何被当地国社会所完全接受？如何确保公民性
权益和族裔性权益①都获得保障？这些都是摆在
华人面前的迫切问题。而美国新华人社区的华人
群体给予全世界的华人们一个积极的借鉴作用：
他们积极融入当地社区，与当地社区利益紧密相
连，并且通过积极参与到当地政治生态中，利用
公民性和族裔性交融政治参与理念与策略，确保
了公民性和族裔性权益的实现，同时实现与社区
的良性互动、与社区利益的良性循环，保障权益
的同时，与社区其他族裔和谐共处，共同推动社
区的发展。这种借鉴作用将会使英国华人在下议
院参选中出现华人身影、荷兰华人参政机构运
行、马来西亚华人参政的成熟运作等各国华人参
政锦上添花，也将会使各国华人通过积极融入当
地社区并通过参与社区政治构建，确保华人公民
性权益和族裔性权益；同时，进一步与当地社会
各族裔和谐共处，共同推动当地社会的发展，从而
摆脱华人是“永远的外国人”的角色，不再出现排
华、歧华等种族冲突等的社会矛盾。以当地少数
族裔的身份融入到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
中，这将极大缓和华人与当地其他族裔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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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与主流族裔关系较紧张的印尼等国家，
华人与主流族裔关系缓和就是对当地社会和谐
与发展的最大贡献。华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华人

积极参与到当地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
设，促进各国社会和谐与发展，这对于人类大家
庭，也将是对世界和谐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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