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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美国华人的政治参与程度越来越高，而华人参与其中的重要的“ 游戏规则”———美国政治制度———宪政

制度、选举制度、政党政治体制，以及选举过程中和非选举政治过程中的惯例都为华人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政治参与行为：如

选民投票、竞选、助选等选举参与和个人或团体接触和游说、游行示威、抗议等非选举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的保障与发挥的

平台，但另一方面，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以及华人政治参与经验的缺乏，也带来不少障碍。 如果华人能不断地学习和运用这个

“ 游戏规则”，相信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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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政治制度给与华人参政

提供平台

美国政治制度的首要特征是宪政制度。 其宪

法是政治体制的基石，确立了立法、行政、司法的

三权分立， 确立了联邦中央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

权力划分，确立了总统选举、国会选举和州长、州

议会选举的原则与程序， 最主要的就是给予公民

的权利———作为选民和被选举人的权利、 公民表

达自由的权利， 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民权运

动下的各种民权法案和宪法修正案进一步确保了

少数族裔的公民权利，如 1964 年的《 移民平等法

案》 ，1967 年的《 选举权法案》使少数族裔获得了选

举的权利。 此外，美国的政治现实中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两党制。
美 国 政 治 制 度 对 华 人 参 政 的 影 响 首 要 表 现

为， 美国的政治框架为华人参政提供了平台和制

度保障。 据 2006 年美国人口统计数据，华裔已成

为继拉美裔、非洲裔之后的第三大少数族裔，占总

人口的 0.9%。 作为第三大少数族裔在社会地位提

升、参政意识提高的转变之下，华裔在有利于少数

族裔参政的政治框架内，积极参政。1791 年美国宪

法的权利法案中第一条就曾提到， 国会不得制定

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 确立一程宗教或禁止信教

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

集会及向政府要求伸冤的权利。 此条款使华人作

为美国公民拥有了形成华人利益集团参与政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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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和政治决策的权利。 美国宪法 1964 年修正案第

二十四条第一款： 合众国或任何一州不得以未交

人头税或其它税款为理由， 否认或剥夺合众国公

民在总统或副总统、 总统或副总统选举人或参议

员、众议员的任何初选或其它选举中的选举权。 此

条款确保了华人作为美国公民获得参与政府管理

的选举权利。1975 年联邦《 双重语言选举法》规定，
当某一选区的 18 岁以上说少数族裔语言的选民

超过选民总数比例 5%，地方选举单位就必须提供

少数族裔语言的选票及与选举有关的服务说明。
1992 年选举法案作出修改，第 203 条规定，一个地

区的少数族裔选民超过一万人， 选举中使用的语

言必须包括少数族裔的文字。 因此，选举时提供中

文服务也就对华人参与选举产生积极影响。 在这

种宪法框架内， 对于华人参与选举， 由于 1950～
1960 年代的民权运动推动下通过的四个民权法案

的实施，从法律上消除种族歧视。1957 年 9 月颁布

的第一个民权法令就是禁止在选举中实施种族歧

视，1960 年的第二个民权法令使黑人和其他少数

族裔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964 年的民权法

案 再 次 规 定 了 少 数 族 裔 也 拥 有 选 举 权 和 被 选 举

权，也就是说普遍的华人（ 包括新移民） 拥有投票

权和参与竞选的权利。 在 2000 年的大选中，洛杉

矶华人选民登记率就有 49%，投票率有 41%，新移

民中 46%进行了选民登记，39%的新移民投了票。
随着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华人日益增多，与

华人社会息息相关的投票权也日益受到重视，华

人积极参与总统选举、国会议员选举、各州州长选

举和州议员选举的投票。 从东西两岸华人社会看，
纽约市和洛杉 矶 市 的 华 人 在 2000、2002、2004 年

的全国选举中都呈现上升的趋势， 而且老一辈和

新一辈的华人都表现出投票的热忱。“ 在 2000 年

的大选中，纽约华埠的八个投票点中，上班族早已

等待投票， 曼哈顿区的 124 小学、131 初中及 130
小学的投票站，11 月 7 日当天在大部份时间都挤

满了排队查找姓名及等候投票的华人……而 2000
年的大选当天到中午 12 时， 已有 453 人投票，而

在皇后区的法拉盛 189 中学投票站， 也有许多老

人在家人的搀扶下进行投票”。 2004 年的大选，在

洛杉矶的各地投票所才刚开放，就出现排队人潮，
华人聚集的圣盖博谷各城市也不例外， 投票所里

挤满上班族与老年人为主的选民。 华裔老人选民

们非常认真，个个都做足功课，按照选举手册上已

圈选好的答案逐项投票 [1]。“ 2004 年 11 月的大选

举，华人投票率增加了24.5％，投票率大幅攀升。 ”[2]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华人成为公职人员多为

委任性质，如 1971 年陈兆琪出任纽约市人权委员

会委员，1983 年伍元天出任刑事法官。而其间竞选

的职务多是非政务型的，如黄珍珍、伍宝玲、朱宝

玲等先后当选学区委员。21 世纪开始，华人进一步

以候选人身份参与国会议员、 各州州长和州议员

选举， 而且组建华人政治社团参与助选。 自 1959
年邝友良成为第一位亚裔美国国会参议员之后，
不少华人政治精英以候选人身份参与选举， 其中

不乏成功的佼佼者：如 1996 年当选首位华人州长

的骆家辉，当选为首位华人联邦众议员的吴振伟，
纽约首位亚裔市议员的刘醇逸， 之后又有孟广瑞

当选纽约州众议员，2006 年杨爱伦当选纽约州第

一位华人女众议员。 进入 21 世纪，洛杉矶和纽约

两地华人竞选官员和公职人员的热情增加。 2001
年的纽约地方选举中， 曼哈顿区和皇后区有七位

华人在三个选区竞选， 其中包括三度竞选的陈倩

文、陈兆文和许光东。 出身草根组织的刘醇逸一直

都获得民主党的支持，再加上为华裔争权益、维权

益、 重视多元的社区问题和运用电子邮件助选的

竞选策略， 终于得以高票当选纽约市第一位华裔

市议员。 同年，在华人新移民的圣盖博谷东区的钻

石吧市、胡桃市、哈仙达岗和罗兰岗，五位华人分

别候选不同职位； 时任钻石吧市市议员的张文彬

连任成功。 还有许多华人竞选学区教委，而且多有

成功。 除此之外，许多华人还获得了总统或政府的

任命，成为中高层的管理者，如美国首位华裔部长

赵小兰，美国国防部首位华裔次长朱思九，司法部

次长任筑山，从美国总统小布什主政至今，任命了

75 名华裔官员。 而在市县的政府组织也有华裔官

员。 在旧金山，自 2005 年市长阿里奥图任命严津

欣为市参事以来，先后有刘贵明、谢国翔、邓式美、
叶克本、余胤良、马世方、赵悦明当选市参事。 这使

得占据二成人口的华裔有了自己的代言人。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了华人新型政治性组织。

21 世纪，传统的华人政治性组织出现转型趋势，但

无论是转型后的传统政治性组织还是新型的政治

性组织，都致力于提高华人参与当地政治的意识，
在选举期间，支持某个特定的候选人竞选官员、协

助其参选，推动华人进行选民登记、介绍候选人、
动员华人投票等， 表达了多数华裔的心声。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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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多位著名华人联名在纽约、华盛顿等十大城市

发表了《 华裔公民关于 1988 年大选政治宣言》 ，当

时的候选人都给予了积极回应，随后在 1988 年成

立了“ 华裔政治委员会”，成立了游说团体，接触有

意竞选总统的候选人，争取华裔权益。 在纽约的郑

时甘表示在 2006 年的中期选举中，要支持那些对

华裔态度友好，真正关心华裔、为华裔争取福利的

人，其所在的福建公所成立的华裔选民协会，也在

积极开展一些推动华裔参与选举投票的工作。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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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哈顿华人参政

出现了新的高潮。 此外，还有 1969 年成立的美国

华人权益促进会的华人非营利民权组织， 自成立

以来致力于争取华裔就业和教育平等机会， 作出

调查和研讨， 批评政府提案， 影响政府决策，如

2004 年初，华促会批评加州州长的财政预算案，并

联合全加州的移民组织对州议会进行游说工作，
促请州议会否决州长预案， 最后州长迫于压力而

撤销在预案中削减移民福利的计划。

二、美国政治操作的复杂性给华

裔参政带来的阻碍

美国每10 年根据人口变化对选区重新划分。
所谓选区划分就是重新划分联邦国会、州议会、县

市议会选区的地理界线。 如果能在人口有利于己

方的地区划成选区， 那么对某一政党或少数族裔

在选举中增加代表人以增强政治力量来说至关重

要。 然而，由于美国政府长期将少数族裔分割到不

同的选区或将少数族裔多数的地区将选区划分得

使其难成为多数，华裔就面临此问题。“ 就洛杉矶

市的华裔居住区而言， 中国城被划为两个市议员

选区。 ”[3] 纽约的唐人街在 1980 年仍被分割划分

在不同的选区，因此，在 1988 年的大选中华人选

票仍不能集中。 而要想改变这种不公平的选区划

分，就得对州议会施加压力。 然而，要想使州议会

接受建议并不容易。1992 年，纽约市选区重划委员

会就拒绝了亚美法律援助处提出的建议： 将华裔

占 42%的华埠苏荷区、 炮台区和三角区划作第一

区，以期推选出华裔政治代表。
然而，有利于华人的选区划分，如果没有正确

的选举策略， 要想在选举中胜出也不容易。 2002
年， 纽约市专为亚裔重新规划出纽约州众议院法

拉盛第 22 选区，在此区华裔占多数，有可能推选

出华裔代表。 由于有四位华裔候选人参选，分散了

票源， 且选区重划后部分投票区内投票站的变动

给华裔选民增添不便和困惑，致使投票率不高，最

后不敌另一犹太裔候选人。 2000 年，“ 有三名华人

站出来参加纽约地区议员的竞选， 在总共四名候

选人中占据三席。 当时华人有 5000 票，其他族裔

3000 票。 但结果出来，因为华人选票分散，唯一的

非华裔候选人获。 ”[4]

《 美国联邦税收法典》（ 简称“ 国税法”） 的 501
（ C）3 条例规定非政府组织不能参与党派的选举

活动，只能够为候选人举办论坛、推动选民登记和

提供投票时的事务性服务。 而纽约和洛杉矶大部

分的无党派的政治性组织都登记为非政府组织，
因此受到“ 国税法”501（ C）3 条例的束缚，最多只

能作为社会性机构为华裔候选人筹款， 因为候选

人 筹 款 是 以 个 人 名 义 来 进 行 而 不 是 党 派 名 义 进

行。2007 年，纽约市议员刘醇逸表示将参加纽约市

的主审计长或公益维护人， 纽约华埠选民协会就

为他筹款。

三、 学习和运用美国政治制度的

规则

虽然困难重重，但是随着参政经验的积累，华

人也学会运用美国既有的政治架构， 学会运用正

确的参政策略以切实增加华裔代表人或为华裔争

取福利的代表人。
在华人参政经验比较丰富的洛杉矶， 通过华

人政治性组织， 积极介入选区重划的提案与听证

会。 1991 年 8 月，华裔联合日裔、韩裔和菲裔组成

“ 亚太裔公平选区重划联盟”， 提出州众议会的选

区重划方案，虽然州长否决了此方案，但在州最高

法院接管下，依据宪法，参与重设的特别委员会，
并在 1992 年最新方案中满足了亚裔要求：重新划

分一个新选区，以亚裔和西裔为主。 当时发起选区

重划的华人领导者之一赵美心后来成为了该选区

的州众议员。2002 年，华促会组建旧金山选区重划

联盟， 推进选区内族裔合作以促成对洛杉矶选区

重划委员会工作的促进活动。 由此可见，华人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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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遵循美国的政治程序，在关键的程序中游说，并

联合其他少数族裔力量影响决策。
2000 年，针对美国总统大选成立了“ 80/20 促

进会”，它是一个选举促进组织，由华人精英发起，
联合了其他亚裔团体参加。 其目标是改变原来只

团结华裔和分散投票选择候选人的策略 （ 过去记

录显示，亚裔选票在大选时分散，投与民主党和共

和党候选人的比率大致相等，或是 60%对 40%，或

是 50%对 50%） ，联合全美亚裔 6.5%的注册选民，
把其中的 80%选票集中起来， 投与促进亚裔利益

的候选人，影响总统大选结果，维护和增进亚裔的

权益。 此次支持的是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并且通过

活动努力使有关各州支持民主党的支持率保持优

势。 尽管戈尔败选，但却表现了华裔选票的实力和

影响力，也体现了华人选举参政的理性化。 针对亚

裔“ 同室操戈”，“ 80/20 促进会”发表一份建议，主

张以“ 团结筹款”方式集中支持一位候选人”[5]，该

建议在 2002 年美国中期选举中华裔竞选加州众

议员时发挥作用，三位候选人中二位退出，最后却

实现两位当选。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 当代美国的政治制度虽为华人参

政提供了平台和制度保障， 如 1950～1960 年代的

民权法案、 有利于华人的选举双语的法律规定以

及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两党基层选举制度等， 但也

存在不少障碍，如：不利于华人少数族裔的选区重

划规定，不利于华人政治性社团成长的法律规定，
等等，但华人通过经验积累，运用美国政治程序途

径，运用华人政治组织的力量，采取正确的策略，
逐渐使华人参政走向理性化。 东西两岸华人的政

治参与遵循了这些渠道与规则， 华人政治性组织

中有不少组织是为华人提供选民登记、 投票流程

和选民教育。 华人精英积极参与民主党或共和党

的党务和初选竞选， 华人精英为本选区服务的竞

选策略，在这些政治参与过程中就是学习、运用美

国政治制度的规则过程。 但是，由于华人政治组织

多由精英人士发起， 草根的政治参与仍处于动员

初级阶段，在此程度上，华人政治组织活动空间仍

然很大， 并且在形成常规性的压力集团进行游说

方面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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