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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备受关注的美国 2008 年总统大选中，华人作为美国一个有影响力的少数族裔在其中的政治表现得到了大众

的关注和关心。本文试着从华人政治参与活动及其特征、政治参与出现的新趋势及其原因和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三

个方面对华人在 2008 年总统大选中的政治表现进行探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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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美国总统大选，从两党内部的初选到

最后两党候选人决出当选总统，历时近两年整①。
从大选的预选阶段开始，世界各国就对此给予了

关注。2008 年 11 月 4 日，黑人奥巴马（Barack
Obama）确认当选下任总统，世界各国的关注达到

新的高潮。大选已宣告结束，华人群体在这一重大

政治事件中的政治表现如何？华人群体在政治上

有无新的突破和发展趋势？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

又是什么？笔者通过对此事长期的关注和跟踪，试

对美国华人在 2008 年总统大选中的政治表现做

一简要探讨和分析。

一、参政活动及其特征

根据 2008 年 9 月最新统计，美国现有华人华

侨354 万，约有 65%已获得美国国籍，其中符合投

票年龄的占 75%，这次总统大选有投票权的华人

大约在170~200 万，华人在亚裔中是最大的选举力

量，占全国约 2.2 亿选民总数不到 1%[1]。华人通过

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了这次总统大选，运用手中

的选票展示了华人群体的力量和影响力，成为美

国政治舞台上一个颇受关注的少数族裔群体。
华人在 2008 年总统大选中的政治参与活动

大致可归纳如下：

第一、积极动员华人关注和参与大选，呼吁利

用选票权利。美国华人政治精英、华人社团、华人

宣传媒体和华人社区积极呼吁华人关注和参加事

关华人自身利益的总统大选。纽约华人选民协会

举办选民登记会，该会理事长林美华呼吁有资格

投票的华裔，不要错过公民的投票权利，运用选票

2009 年 6 月
第 2 期

八 桂 侨 刊
Overseas Chinese Journal of Bagui

Jun．2009
No．2

－ 46 －



显示华人政治力量[2]。美国《侨报》2008 年 11 月 3
日发表社论指出：“11月4日，不论诞生一位怎样的

美国总统，都是美国选民在创造历史。华裔选民们

无论在美国哪一个州哪一个城市或乡镇，都应该

义不容辞地走向投票站，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3]。
从华裔新侨到华人第二代，从“草根”华裔① 到昔日

华人政要，都密切关注两党选情变化。华人社区团

体以刊登华文广告、打电话、拜访邻居等多种形式

争取选民，华文媒体则刊文分析选情、传达华人声

音、呼吁华人选民以选票展实力、谋权益。
第二、投票率创历史新高，华人选票或成关键

因素。登记和投票是衡量普通公民参政意识高低

的一个重要指标。华人在以往的大选中登记和投

票率一直属于低下水平，此次有了较大幅度的提

升，“投票率或达六成，不输其他族裔”[4]。华人对本

届美国大选给予了全程关注，早在 2 月 5 日“超级

星期二”总统初选时，纽约、加利福尼亚、华盛顿等

地的华裔选民就显示出不断高涨的参政热情。当

时即有学者指出，在初选中踊跃投票程度改变了

刻板印象中华裔的“政治冷感”，并由此感叹“2008
年是美国华裔跨越政治新台阶的一年”[5]。聚焦大

选投票日②，最吸引眼球也最能够让选票产生关键

作用的是佛罗里达、俄亥俄、北卡罗莱纳、弗吉尼

亚、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内华达、密苏里州那几

个“战场州”或者称“摇摆州”的选

情，两党的差距都在 5%之内，这些

州的华裔和亚裔选民发挥“关键少

数”的作用，使美国华裔选民极有

可能左右大选结果。
第三、分别组建两党支持阵

营，进入总统候选人竞选智囊团

队，发挥集体和智力资源作用。华

人在总统候选人选举上意见不一，

各自组建了民主党和共和党支持

阵营。纽约华人支持麦凯恩（John
McCain）竞选委员会 2008 年 10 月

23 日在华埠美东联成公所举行誓

师大会，号召华人投票给共和党总

统候选人麦凯恩，并以“选人不选

党”为口号为麦凯恩拉票[6]。大华盛

顿地区力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的华裔移

民，则组成“大华盛顿华人支持变革大同盟”，并聚

会商讨“选前最后关头，我能为奥巴马做什么？”当
场决定筹资在华文媒体刊登广告，并号召华裔选

民把握关键选期，向亲友发动电话催票攻势[7]。在

奥巴马和麦凯恩的竞选智囊团队之中均有华人的

身影：卢沛宁是奥巴马核心幕僚之一，张文彬出任

麦凯恩竞选亚太裔联盟主席。华人支持总统候选

人团体的组建和华人精英在大选中的直接政治参

与正体现了运用和发挥华人集体和智力资源的作

用。
第四、支持和参加候选人的竞选活动，维护和

争取更多权益。华人对各自支持的候选人的竞选

活动予以支持或是直接参加，其最直接的出发点

就是维护和争取更多的自身权益。“全美华裔支持

麦凯恩/佩林联盟”在俄州的分盟于 2008 年 10 月

5 日正式成立起跑[8]。华人支持希拉里出任奥巴马

新政府国务卿，对奥巴马提名的数名内阁成员表

示赞赏和支持，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奥巴马面对的

压力。帮助奥巴马打赢总统选战的华裔民选官员

和“全美 80-20 促进会”（80-20 Initiative）领袖表

示，目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推动奥巴马任命一

名亚太裔部长[9]。华人对于 2008 年美国大选最关

注的问题是：哪一位总统候选人上台后对华政策

①“草根”华裔指华人普通百姓。
②“大选投票日”即 2008 年 11 月 3 日。

△华人社区开展与美国总统大选有关的群众活动。（本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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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好？中东战争何时撤兵和如何解决油价不断

飙升的问题？移民政策将会放宽或者收紧[10]？

第五、华人宣传媒体和华人社区积极活跃，为

候选人造势。华人媒体宣传窗口为大选开辟相关

栏目，华人社区也多次开展与大选有关的群体活

动，以此来活跃华人参与大选的气氛，积极号召华

人参与其中。纽约市法拉盛 20 选区市议员刘醇

逸、纽约州众议会法拉盛 22 选区众议员杨爱伦、
笃定当选 22 选区众议员的孟昭文、近百支持奥巴

马的亚太裔人士和成衣酒店联合工会华裔会员

2008 年 10 月 13 日晚上在纽约法拉盛购物中心举

行造势大会，呼吁选民投票给民主党提名人奥巴

马[11]。大选正式投票日前数天两党华裔支持者积极

造势，分别为麦凯恩和奥巴马争取最后选票。
第六、下任政府出现华人参政高层代表，华人

情绪高涨，期待更多利好消息。华裔卢沛宁将出任

白宫内阁秘书（Cabinet Secretary）一职，负责在总

统与内阁部长之间担任居间折冲协调的工作，是

继赵小兰出任劳工部长之后，华人参政的又一典

范，其担任的职位以及实际负责工作的重要性，令

全美华裔都感到振奋与鼓舞[12] 。2008 年 12 月 15
日奥巴马正式提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华裔科

学家朱棣文出任能源部长，美国华人界对朱棣文

任命为能源部长的消息反应热烈，称朱棣文的任

命是所有美国华人的骄傲[13]。朱棣文入阁将或多或

少释除部分华人因“李文和案”产生的疑虑和不

安，不用再担心国家实验室会出现歧视华人科学

家的情况，“至少不用再担心成为代罪羔羊”[14]。奥

巴马宣称将信守重视族群多元的承诺，或许新政

府会让华人有更多惊喜和期待。
结合上述华人政治参与活动，华人在此次大

选中的政治表现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华人群体有组织地进行政治参与，体现

出集体的力量。华人社团、华人媒体和华人中有远

见的领袖认识到华人作为美国的少数族裔之一，

人数有限，力量有限，要想发挥华人的政治影响力

和争取本族群的权益很有必要联合起来，共同来

商讨和决策政治问题，形成合力，从而有望加大华

人呼声和意见对当局政治的影响。“纽约华人选民

协会”、“纽约华人支持麦凯恩竞选委员会”、“华埠

美东联成公所”、“大华盛顿华人支持变革大同

盟”、“麦凯恩竞选亚太裔联盟”、“全美华裔支持

麦凯恩/佩林联盟”和“全美 80-20 促进会”就是华

人有联络组织地进行政治活动的机构和团体，“纽

约华人选民协会”理事长林美华、“全美 80-20 促

进会”现任会长杜洁灵等是华人领袖的代表。
第二、华人精英获得青睐，在大选中作用不可

小觑，在下届政府中的表现亦值得期待。卢沛宁、
薛海培和张文彬分别是奥巴马与麦凯恩总统竞选

委员会中的华人代表，他们直接参与了大选前前

后后全部或部分的工作，依靠自身的出色才能和

广泛影响力充当总统候选人的主要助手与幕僚，

为各自总统候选人选绩贡献了智力资源，在大选

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卢沛宁即将出任奥巴马政府

内阁秘书和朱棣文将担当能源部长一职是华人在

下任政府中的高层代表，其担任职务的重要性将

使得华人在下任政府中的政治表现值得期待和关

注。华人群体参政热情和意识的提高、奥巴马任人

唯才组建多元政府等有利因素或许将促使更多华

人精英出现在美国政治舞台上。
第三、华人宣传媒体成为一个有力的竞选动

员、参与和拉票渠道。两党总统候选人利用华人宣

传媒体的作用，来宣讲个人的主要政策主张、从政

经历、当选之后必将实践的诺言等，以此来获得华

人的选票。华人宣传媒体在大选过程中刊发相关

文章报道、解读、分析、预测大选选情，呼吁华人走

出家门积极参与大选活动，营造大选声势，浓厚大

选氛围，传达华人世界的声音，谋取华人权益，展

示华人实力。如美国《侨报》2008 年 10 月 30 日发

表社论《大选临近，华人应有独特视角》指出：新任

总统是否会延续相关政策，应该成为华人投票的

关键判断因素之一。
第四、华人参政热情有所提高，对政治关注度

升温。华人此次大选投票率达到 60%创造历史新

高，体现出华人群体参政意识增强。华人参政热情

高涨与华裔政治精英的宣传、社团的动员和政治

意识的觉醒密切相关，华文媒体和华人社区组织

也发挥了独特作用。华人在本次大选中表现出空

前的参政热情，全程关注选情，在选举日用手中的

选票展示力量，以此向“政治冷漠”的刻板印象说

“不”。
第五、选人不选党。影响华人投票的不是政党

因素，更多的体现为总统候选人因素。华人投票之

前重点关注和考察的是候选人哪一个能给自己带

来更多的实际权益。华人的选票具有很强的实用

性，与华人利益和权利相关的政策是其决策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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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美 80-20 促进会”成立于 1998 年。
②“百人会”是由各领域杰出美籍华裔于 1989 年成立的精英组织。

键参考因素，其投票很大程度上是抱着一种维护

和获得更多权益的心态，哪一个候选人的政策主

张能更好的切合华人的权益将可能获得大量华人

选票的支持。如奥巴马因认同“亚太变革蓝图”获

得了亚华裔民选官支持，因为“他的计划恰好满

足了我们多元文化的需求”[15]。华裔多倾向民主党，

“可以说是民主党的‘票仓’，这和肯尼迪总统任期

内首次废除对华裔歧视政策有关，从那以后华裔

在美国能拥有自己的房子，而不像以前只能租房

子过日子。”[16]

第六、独特现象：华裔到选前尚未决定投票对

象比率高。此次大选中出现的一个比较独特的现

象是大选进入最后冲刺，但 43%华裔选民仍未决

定为谁投票，相比之下，亚裔尚未决定投票去向的

人数占 34%，全美平均人口这个比率仅为 8%[17]。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分析，华人出现这种局面的

原因有如下几个：一是对候选人缺乏了解，在种族

和年龄问题上难以取得平衡；二是中美关系的好

坏，台海局势稳定与否，直接决定着在美华裔的心

态和处境；三是新任总统是否会延续相关政策，成

为华人投票的关键判断因素之一。

二、政治参与的趋势及其原因

历经多年的发展，美国华人政治逐步推进和

提升，出现了一批诸如赵小兰（小布什政府劳工部

长）、骆家辉（华盛顿州州长）等杰出华人政治领

袖，在美国的政治舞台展示了华人的形象和力量。
在 2008 年总统大选中，华人政治参与呈现出一些

可喜的发展趋势：

第一、华人群体总体上对政治的关注和热情

提升，越来越多的华人认识到参与政治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华人在 2008 年大选中无论是投票率、
社团组织动员、华人报刊宣传还是华人领袖号召

都可以说达到一个新的高潮。“一向被冠以‘政治

冷漠’的‘中国城’，在今次热闹非凡的美国总统选

战中，终于按捺不住，希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18]

笔者以为其原因如下：一是缘于选战自初选至结

束不断加码，加上华文报纸不吝篇幅的长篇报道，

吸引了很多华裔的注意力，让他们更乐意参与；二

是越来越多的“草根”华裔发现，大选是他们争取

利益的最好时机，他们也乐于选出一个令中美关

系更上一层楼的新总统；三是华裔多希望美国自

“9·11”后就收紧的移民政策可以放宽，所以纷纷

行使权利；四是投票站专门配置了中文指示牌、中
文投票说明以及会说各种方言的工作人员，让很

多不擅英语的华裔投票人全无顾虑，并且完成整

个投票过程只需两三分钟；五是华人领袖和华人

社团多年鼓励、号召、支持华人参政一个阶段性成

果的体现。一位华裔的话道出了华人选民的心声：

华人不能只顾低头赚钱，历史经验证明，“只有选

票才能保护钞票”[19]。
第二、华人参政开始越来越多地倚重于集体

力量的影响，注重自身群体内部的团结和组织。在

这次大选过程中华人成立了数个集体组织，其目

的很明显：集中华人分散力量，形成一股合力，

发挥华人群体的合力优势，影响选情变化和争取

更多实在利益。由德拉瓦州华裔吴仙标发起成立

的“全美 80-20 促进会”① 主要目标是集合 80%的

华裔选票和资金集中支持一个总统候选人，以争

取亚裔美国人的平等机会和正义[20]。百人会② 吸收

System 创始人谢明、花样滑冰冠军及公共外交特

使关颖珊、Novartis 中国区总裁李振福、演员兼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刘玉玲等四位华裔加

入，以此希望壮大自身组织实力和促进华人全面

参与美国社会[21]。奥巴马亚裔竞选委员会很早就与

全美各地的华人社团积极联络，大华盛顿地区、宾
夕法尼亚州、佛吉尼亚州、科罗拉多州等地展开

“华人变革大同盟”系列竞选造势活动。华盛顿同

乡会协会会长何晓慧说：“虽然在美国我们属于少

数族裔，但我们的社区是团结的，因此具有足够的

力量和愿望为这个国家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贡献。
同时希望华人同胞明白一个事实，只要我们联合

起来，华裔的声音就能传递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各

个角落，我们的力量也将对身边的一切产生影

响。”[22] 笔者以为这种趋势的出现也与华人政治性

社团的发展、华人团结意识的觉醒、华人领袖的大

力推动、现实实践的经验教训等因素有关。
第三、华人参政形式日趋多样化，通过不同的

途径和方式参与政治[23]。华人对政治参与的理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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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改变，认识到政治参与不仅仅是指传统意义上

争取政府任职获得某一官位，还可以是除此之外

的一些方式，如选举登记和投票，参加政治性社团

（包括加入政党），参加竞选、助选、个人接触（游

说），通过大众媒体进行政治表达，加入民权组织，

游行示威、静坐、抵制、诉讼等。在此次大选中华人

的政治参与形式不拘一格，呈现多样性，争取政府

任职、选举登记和投票、参加政治性社团、助选、游
说、通过大众媒体进行政治表达等方式均有所体

现。华人参政形式日趋多样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对政治参与的理解发生有利变化，与此同时，华人

群体政治素养的提高、政治觉悟的提升、现实权益

的驱动等因素也共同对其产生影响。
第四、华人选票越来越为候选人重视，华人选

票地位愈发重要。美国目前约有 360 万华人华侨。
华人虽然数量有限，但影响力却逐年增加，尤其

在华裔选民较为集中的城市，如纽约约有四成华

裔选民大选前仍为“中间派”，成为两党争取的对

象[24]。华人选票的力量也日趋受到两党竞选团队的

重视，“华裔选民成关键少数”、“或左右美国大选

结果”等语句频频出现在美国报端[25]。共和党阵营

对包括华裔在内的少数族裔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

视，麦凯恩竞选总部在俄亥俄州、科罗拉多州、内
华达州等选举关键州展开攻势，刊登广告，希望争

取到关键少数的支持。为了争取华盛顿近 10 万投

票倾向不明的华裔选民，2008 年 10 月 28 日两党

竞选团队与大华盛顿地区华人社区对话，这是有

史以来两党竞选阵营首次与华裔社区选民对话并

回答华裔关心的问题 [26]。华人选票地位之所以上

升，是与下列因素分不开的：一、华人人数呈现逐

年递增趋势，华人群体日益壮大；二、华人经济条

件有了较大的改善和提高，成为竞选资金的来源

渠道之一；三、很多华人在投票的最后阶段才决定

投票给谁，在关键时刻显示影响力；四、中美关系

和对华政策是竞选的焦点之一，与华人特殊身份

具有一定关联性。

三、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

虽然华人在 2008 年大选中的政治表现与以

往相比有了一定改观，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但

在欣喜之余，不难发现华人的不足所在，主要表现

为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部分华人参政意识淡薄，对政治参与必

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投票率依然有待提高。上

文提到华人群体总体上对政治的关注和热情提

升，越来越多的华人认识到参与政治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这主要是与以往的总统大选华人政治表

现情况比较而言的。与其他美国少数族裔的对比

来看，华人依旧是对政治较为冷淡的族群，在参政

意识和政治参与必要性与重要性的认识上仍需加

强，投票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美国《世界日报》2008
年 11 月 8 日刊发社论指出，新近一项调查[27]显示

“华裔大多数没有成为强烈的政党支持者，华裔社

群的很多人根本没有关心大选的选情，是六大亚

裔族群中投票意愿最低的群体”[28]。华人社群如果

对此问题不加以高度重视，依然难以摆脱“政治冷

漠”的刻板印象。
上述问题的形成是长期累积而成的，因而决

定了其解决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笔者以为对

此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加速其解决：一、华人社团

和华人媒体要将提高华人参政意识和增强对参政

必要性重要性认识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来对待，

从宣传窗口向华人内心世界展开攻势；二、华人

群体内部多开展一些诸如政治性讲座、交流会、培
训班等多种形式提高华人政治素养的活动，扭转

华人政治冷淡态势；三、充分发挥华人领袖号召、
鼓励、带动、示范作用，实现“帮—带—传”效应；

四、在大选等特殊时期做好引路工作，降低华人诸

如投票语言障碍等参政难度 （如设置中文语言服

务）。
第二、华人团结问题依旧存在，对候选人和政

党意见难以达成共识。在 2008 年大选中，华人选

票在总统人选上出现较大分歧，纵然支持奥巴马

多于麦凯恩，但两相抵消较多，华人选票集体力量

遭受折损。华人在总统人选上的分歧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的是华人的团结问题。上述虽然提到华人

参政开始越来越多地倚重于集体力量的影响，注

重自身群体内部的团结和组织，但这种团结和组

织只是低水平的，并不具有广泛性，难以在真正意

义上汇聚成一股较强的集团力量。终究是少数族

裔的华人，倘若原本有限的力量分散于几处，自然

只会削弱华人的政治影响力，华人获得的实质权

益也会随之受损。
华人团结话题由来已久，是一个长期以来未

曾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29]。由于政治理念、经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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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分歧，我们不能也不可能急于看到华人完全

团结大好局面的出现，相信只要措施得力方法凑

效，华人团结问题会一步一步有所转化，朝着华人

大团结方向发展。实现华人团结局面的有利转变，

笔者认为可以有如下方法：一、强化华人共性（如

华人血统、中文教育、中国母国情结、中国节日习

俗），达成情感共识，缩小和消弭差异，提供团结的

“软件”基础；二、加强华人社团组织建设，密切社

团之间的关系，整合社团资源，搭建团结“硬件”根
基；三、多举办以交流交融为目的活动，增加华人

之间直接联系的机会，创造有利条件为华人间接

交流提供便利；四、在大选等特殊时期，在华人和

社团之间互通有无，加强沟通，共商决议，以集体

形象对外展示；五、借助华人领袖声望和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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