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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与美国政治的走向

赵可金

内容提要 2008 年的美国大选以民主党大获全胜结束 ,奥 巴马作为

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 当选总统

期 间两党围绕政治议题的辩论
,实现了美国政治地图的重新勾划 , 从选战

!选战营销
美国政治呈现为一种新中间路 线的走 向 ,

!筹款竞争的考察中 , 不难看出
红蓝 融合 的紫色政 治特征 日益

明显 "受此影响 , 美国的中国政策将保持相对稳定 , 中美关系的大格局短

期内不会发生动荡 "

关健词 美国政治 美国大选 选战营销 新中间路线

总统大选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关键点 ,是美国投票率最高的选举 ,不仅决定着

美国的政治方向 , 而且对世界的未来都有深刻影响 "¹在美国陷人伊拉克战争泥

潭 !世界各地反美主义 日益高涨和美 国国内金融 危机形 势严峻的危急关 头 ,2008

年的美国大选无论对于美国 ,还是对于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选举的投票率

达到 64 % ,超过 1.3 亿选民参加了投票 ,成为 100 年来最高的投票率 "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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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的大选也是美国历史上十分特殊的一次选举 "它是自 19犯 年以来没

有在职总统和副总统寻求连任的选举 ,也是 自 1928 年以来没有在职总统和副总统

寻求提名的选举 , 也是两个在职参议员之间竞选总统的角逐 ,第一次由非洲裔美

国人和女性被主要政党提名为本党候选人 ,如果约翰 #麦凯恩当选 ,他也将成为历

史上年龄最大的总统 , ¹它还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非洲裔美国人当选为总统 , 贝拉

克 #奥巴马(Baraek obam a)实现T 自1976 年吉米 #卡特(Jim m y C arter)以来第一

次以超过 50% 的绝对多数普选票当选 ,获得了自 19 64 年林登 #B .约翰逊 (Lynd on

B aines Jo hnson)总统以来最大的全国普选票 "约瑟夫 #拜登(JO seph Biden)是历

史上第一位当选的罗马天主教徒副总统 "º如此众多的第一 ,反映出美国政治生

态的重大变化 "

从选举结果来看 ,美国政治发生了很大变化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传统票仓发

生交错 ,弗吉尼亚和印第安纳自 1964 年以来首次由民主党获得 ,北卡罗来纳则 自

1976 年以来首次被共 和党 获得 "奥 巴马是 自伍德罗 #威尔逊 (W ood ro w W ilson )

1916 年以来第一次在没有获得西弗吉尼亚和美国南部五个主要州如路易斯安那 !

阿肯色 !田纳西和肯塔基等州胜选而当选的民主党候选人 ,奥巴马也是除了沃伦 #哈

定(w arre n H a记ing )和约翰 #肯尼迪 (Joh n F. Ken ne dy)以外的第三位来 自参议院

的总统 "从大选看出 ,美国的意识形态选民和宗教选民的分歧在缩小 ,美国政治的

跨党共识正在出现 , 经济问题成为本次大选的决定性因素 "这一切对于我们把握

美国政治的长期走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一 !为何美国大选呈现一边倒的态势?

原本被学界看作是势均力敌的 2008 年美国大选 ,经过两个月的角逐突然变成

一边倒的态势 ,直到 9 月初 民主党候选人 贝拉克 #奥巴马和约瑟夫 #拜登还处于

相对落后 ,只有 39 % 的独立选民支持奥巴马 , 49% 的支持麦凯恩 "» 然而 ,令学界

出乎意外的是 ,经过三周的白热化竞争 , 到投票选举前一个周 , 奥巴马的支持度稳

定在 50% 左右 , 麦凯恩为 41 % 左右 ,只有不到 10 % 左右的独立选民尚未决定 ,完

全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 "11 月 5 日投票结果显示 ,奥巴马和拜登组合底得了 365

张选举人票和 52 .7% 的选民票 ,麦凯恩和佩林组合只熹得了 162 张选举人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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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的选民票 "¹ 在奥巴马总统大选的 /燕尾服效应 0( "oa t一ta il effe ct )拉动下 , 民

主党在国会选举和州长选举中也大获全胜 "在参议院选举中 , 民主党在原来 49 席

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 6 席 , 达到 55 席 "在众议院选举中 , 民主党从原来的 235 席 ,

增加到 254 席 "在州长选举中 ,在原来掌握 28 个州长席位的基础上增加到 29 席 "

在许多州选举中 ,选票基本上也是一边倒的态势 , 民主党以悬殊的优势东得了选

举 "面对此情此景 ,人们不仅追问 :为什么美国大选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 回顾美

国大选的全过程 ,其中原因主要包含三个因素 :

(一 ) 美国金融危机是 2008 年大选结果的决定性因素

尽管民调显示奥巴马在预选结束后不久稍微领先麦凯恩 , 但当民主党全国代

表大会决定奥巴马和拜登成为民主党竞选组合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麦凯恩

和佩林成为共和党竞选组合后不久 ,盖洛普民调显示麦凯恩和佩林组合获得了 10

个百分点的领先优势 "º此时的奥巴马阵营感到了极大的压力 , 舆论也纷纷评论

麦凯恩具有更大的优势 "

然而 ,到 9 月中下旬 ,以美林证券 !雷曼兄弟 (Lehm an B ro thers H oldings) !美国

国际集团(A IC )为代表的华尔街一系列金融百年老店的倒闭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

恐慌 ,令民调中备受煎熬的奥巴马绝处逢生 "9 月 15 日,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

格指数暴跌超过 500 点 ,雷曼兄弟申请破产 ,美国国际集团等其他金融公司苦苦挣

扎 ,金融市场接近恐慌边缘 "面对危机 ,麦凯恩在巡回演说中仍然试图安抚选民 ,

表示美国经济基本面依然强劲 "奥巴马则辛辣地回击道 : /麦凯恩参议员 ,你说的

是哪国的经济? 0结果在9 月 19 日,奥巴马的民意支持率首次明显超过麦凯恩 "»9

月 24 日的竞选活动中 ,经济动荡成为了中心议题 , 当时美国国会正在争论财政部

提出的数千亿美元的金融市场救助方案 ,此时民调结果开始发生逆转 "面对金融

危机 ,奥巴马表现出了伟大领导人应有的冷静和理智 "他当天给竞选对手麦凯恩

(Jo hn M cC ai n) 打电话 ,建议双方针对金融救助计划草案发表一份共同声明 , 但几

个小时过去了 ,奥巴马没有接到回电 "当天稍后 ,麦凯恩在电视上表示自己已暂停

竞选活动 ,专心参与起草救助法案的工作 ,麦凯恩在危机达到顶点之际基本上一言

未发 "截然不同的表现 ,改变了选民对总统候选人的评价 "在选民看来 ,麦凯恩很

戏剧化而且有时情绪不太稳定 , 而奥巴马的反应更重分析 !表现平静 "据 5华尔街

日报 6和 N BC 电视频道的民调显示 , 当时 , 两位总统候选人基本上旗鼓相当 ,麦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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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只落后一个百分点 "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 , 随着经济危机问题的紧迫性超过

了其他所有问题 , 奥巴马开始出现 10 个点的领先优势 "虽然麦凯恩最后收复部分

失地 ,但他始终未能从 9 月底那个关键时刻完全恢复过来 "¹

此后 ,奥巴马阵营极力炒作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 ,呼吁注资 300 亿美元对投资

银行和无力偿还放贷的民众提供支持 "º首场总统电视辩论原定的国家安全和外

交主题也被金融危机和经济问题抢去了风头 "而两党副总统候选人在 10 月 2 日

举行的电视辩论中更是用了大量时间争论经济议题 " 5华尔街 日报 6和 N BC 新闻

频道在辩论结束 10 天左右进行的民调显示 , 在哪位候选人更有能力改善美国经济

这个问题上 ,46% 的受访者选择奥巴马 , 29 % 的人选择麦凯恩 "而在哪对竟选搭档

的辩论表现更佳这一问题上 ,50 % 的受访者选择了奥巴马/拜登 , 只有 29 % 的受访

者选择麦凯恩/佩林 "差不多 90 % 的美国人告诉民调人员 ,美国走错了路 "»奥巴

马在听取民调结果后说 : /大功告成了 0 "

不难看出 ,如果要发表就职演说的话 ,最值得奥巴马感激的应当是美国华尔街

金融寡头集团和能源巨擎 , 他们热炒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的冒险游戏 , 终于在

200 8 年上演了金融大溃败 "对于大多数美国普通老百姓来说 ,他们并不清楚华尔

街的金融剧变是怎么一回事 ,也听不懂金融专家在电视上喋喋不休的分析 ,他们只

知道自己财产账户上的数字在缩水 ,手头的房子在贬值 , 越来越无力承担抵押贷

款 "民众期待领导人能够为他们指明方向 "为了漂白共和党在金融危机中的嫌

疑 ,麦凯恩采取了 /丢车保帅 0的策略 ,把金融危机的罪责归结为华尔街的贪婪和

过度投机 ,在与奥巴马的辩论中反复强调自己不是布什 ,极力与华尔街金融集团划

清界限 , 发哲要与金融危机斗争到底 , 帮助美国人实现美国梦 "¼ 然而 , 选民对于

麦凯恩忏悔式的表白显然并不领情 ,也深知仅凭麦凯恩一人之力要想改变与金融

危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共和党无异于缘木求鱼 "相较而言 ,政治历史清白的奥

巴马更值得信任 ,他豪迈的经济救援计划和要为 95 % 的美国民众减税的哲言听上

去尽管有些过头 ,但仍然令人觉得提气 ,更何况值此风雨飘摇的危机关头 ,人们显

然更希望一个初生牛犊不惧虎的愣头小伙而不是一个老气横秋的江湖老汉带领美

国走出困境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奥巴马的民意支持率持续稳定上升 ,并逐步拉

开与麦凯恩的差距 "到 ro 月 2 日的民调结果变成奥巴马以 50 % 比46 % 领先麦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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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4 个百分点 ,到 10 月 26 日 ,皮尤民调和盖洛普民调结果显示奥巴马扩展至 巧

个百分点的优势 "¹ 奥巴马的首席战略师戴维 #阿克西罗德 (Dav 记 A xe lro d) 评论

到 , /这是选举至关重要的两周 ,它改变了比赛的结构 ,从此不再逆转 "一旦民众

做出了明确判断 ,就不再改变 "0º

(二 ) 筹款能力是影响选举结果的盆要变t

民主政治等于金钱政治 ,金钱是影响竞选结果的重要变量 "近年来 ,美国总统

竞选花费连连攀升 ,在过去 8 年内增长将近 2 倍 ,在 1996 年总统大选中 ,两党花费

了 4.48 亿美元 , 2000 年增加到 6.49 亿美元 , 2004 年增加到 ro 亿美元 ,2008 年大

选更是攀升到 15.5 亿美元 "»在花费如此高昂的 /绿钞游戏 0中 ,筹款能力成为决

定选战胜负的一个重要指标 "

早在初选期间 ,奥巴马就展露出令人侧 目的筹款能力 ,一个月超过四千万美元

的筹款令麦凯恩相形见细 "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的统计数字 ,在 2008 年竞选

赛季 ,麦凯恩只筹集了 3.35 亿美元 ,共和党只筹集了 5.89 亿美元 "相比之下 , 奥

巴马共募集了 6.39 亿美元 ,接近麦凯恩的两倍 , 民主党共筹集了 9.63 亿美元 , 接

近共和党的两倍 "¼ 单从竞选捐款角逐来看 , 麦凯恩及其所代表的共和党已经彻

底输掉了选举 "

麦凯恩之所以筹款能力表现不佳 , 最主要的原因是麦凯恩的 /金钱选区 0

(M on ey Di st ric t) ½定位不当和筹款策略落后 "麦凯恩代表的选民大多是社会中上

层人士和相对保守的选民 ,他们人数少且相对富有 ,这些选民原本可以为麦凯恩倾

囊而赠 ,但麦凯恩当年为了治理安然事件 , 鼓动国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 /软钱法

案 0,禁止选民 !利益集团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直接向政党和候选人提供不受限制的

/软钱 0,将每个人在每个竞选赛季的捐款数额进行了严格管制 "¾ 如此一来 , 即便

麦凯恩的支持者有心多捐一点也无法做到 "

麦凯恩在筹款上更多依靠共和党的力量 , 而共和党比较搜长的是被称为 /5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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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 0的独立支出(Independent Expenditures) "所谓 /527 部队 0,是指支持某位候

选人的政治团队 ,筹到的款项享受美国 527 条款下的免税优惠 ,可以独立支持 !间

接帮助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 ,其支出常常用来攻击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的对手 "¹

尽管表面上这些政治组织和候选人的竞选班子相互独立 ,实际上是 /这边唱 ,那边

和 0,只需要政党组织声明 , 自己并没有与候选人协商即可 "共和党的支持者是一

些财大气粗的大企业财团和富有的 /肥猫 0 ,他们往往通过独立支出为共和党候选

人呐喊助威 "为了平衡共和党的独立支出优势 , 奥巴马更多通过个人魅力和小额

捐款 , 大约有 170 万固定的小额捐款者为奥巴马筹款 ,在大选期间筹集了超过 3 亿

美元的经费 ,结果奥巴马不仅在小额捐款上盆满钵滋 , 而且在大额捐款上也以

1.06 亿美元大大超出了麦凯恩 61 00 万美元的捐款 "(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社

论说 , /奥巴马先生正坐在一台隆隆作响的印钞机上 ,这台机器能够生成的资金看

来要远远超出联邦政府签发的支票 "0º由于竞选经费充足 , 奥巴马 6 月 19 宜布放

弃接受由联邦政府提供的公共竞选资金 ,全部竞选资金均靠自筹 ,成为美国历史上

第一个放弃公共竞选资金的候选人 "麦凯恩则不得不选择接受 8410 万美元的公

共竞选资金 " 5纽约时报 6分析称 ,奥巴马式的筹款方式 , 改变了美国未来大选筹

款模式 "»

另外 ,奥巴马的捐款手段也比麦凯恩高明许多 "由于软钱立法的影响 ,在每个

公民捐款数额严格限定的 /硬钱立法 0约束下 ,候选人要想获得更多捐款必须瞄准

小额捐款 "早在 2004 年大选中 ,霍华德 #迪安(H ow ar d Dea n) 就开始注重利用互

联网组织选战 ,利用互联网筹集了大量捐款 "¼ 在此次选举赛季中 ,两党在互联网

捐款方面都竭尽全力 "在共和党一方 ,2007 年 11 月 16 日, 罗恩 #保罗(Ron Pau l)

在一天之内就利用互联网筹集到了美国总统候选人历史上的 600 万美元 "½ 在民

主党一方 ,奥巴马采取网络捐款和小额捐款的 /多点开花 0策略 , 发起了捐款的大

规模群众战役 ,超过 95 % 的捐款来自于低于 200 美元的小额捐款 "¾ 麦凯恩的筹

款策略十分老套 ,更多依赖竞选餐会 ,依靠冷餐会上的鸡肉餐招待那些有头有脸的

¹ 张立平 :5奥巴马的筹款攻略) ,(世界知识)200 8 年 7 月 14 日"
º E ditori al , / A 肠 psed Pri neiple : W hat H appened to B ara ek o bam a ."Pro m ise to Rely on Publie Financing

in th e G e n era l E lee tion ? 0 Th e 即山h i哪 on p o舀t, A p ri l 14 , 2 00 8 , p . A 一4 .

» M iehae l Luo . / W hat H appens to Publie F inaneing , W hen o bam a Th ri , ed W i山ou七I亡? 0 Th "刀七曰 肠法

Ti m / , N o v .3 , 2 (X) 8 .

¼ C harl es 肠w is, Th e B u尹ng of -he P , ide n -2卯娜: 叭 "! Rea lly B ankro iling B山h a耐 H自D e二oc ra -ic C加l-

如 召e rs 一 a nd 甲h a - Th ey E 另附 et in R e -/ " , N ew Y ork : H arp er C o llin s P u b lioh e" , 20 0 4 , p . 14 5 .

½ See A nd花w M aleolm , / B re akin - New s: R on Paul C am paign D ono. Set a R eeord , 0 腼 A ng已肠s Ti 价/ ,

D ee em be r 17 , 2 (X) 7 ; K e nn e th P . V o, 1. / -M o n ey bo m b . : R on p a ul R ai.es $ 6 M illion in 2 4击 ou r P e -od , 0 口5通

肠da了, D eeem ber 17 , 20() 7 ; >为川 Fester. / R on Paul M ak es Fund Raising H isto叮, 0 刀5月 D aily , N o, em ber s ,

2 0 0 8 .

¾ Jim R utenberg , / Politieal Fre elanee比 Use W eb to Join th e A rta ek , 0 Th "刀倒 Yo 法 Ti 沉/ , June 29 , 2(X) 8 .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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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人 ,期待他们捐款 ,一个月辛辛苦苦参加 26 个餐会 , 只筹得 1500 万美元 "而

奥巴马一个月只参加 6 个餐会 , 网络筹款超过 40 00 万美元 ,几乎三倍于麦凯恩 "

由于竞选捐款的多寡对 /战场选区 0争夺的所谓 /割喉战 0影响很大 ,经费充裕的候

选人通过发动密集的竞选轰炸 ,完全可以改变特定州的投票倾向 ,故从竞选捐款来

看 ,麦凯恩已经战败 "

(三) 竞选战略和选举策划也是左右选举结果的因素

谋事在人 , 成事在天 "奥巴马决胜的关键不仅在于金融危机的天赐良机和出

众的筹款能力 , 而且在于奥巴马团队高超的竞选战略 " 1960 年 , 约翰 #F.肯尼迪

(Jo hn F. K en ne dy)利用电视技术底得了选举 , 改变了竞选生态 "¹ 20 08 年 , 网络再

一次显示出改变竞选生态的强大力量 "比如 Y ouTube !Faeebook !M vspaee 等成为
左右选情的重要因素 "º根据美国皮尤网络与美国生活项 目在 200 7 年 6 月发布

的报告说 ,美国成年人中有 71 % 可以在家里上网 ,近 50 % 的成年人使用宽带上网 "

从 19 90 年代开始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表个人网络日志(w eb Lo gs) ,记述 自己生

活中每天发生的事情 "网络博客作者发表的针对时政问题的看法很快引发了相同

兴趣者聚集成为一股对共同的政治议题和政治候选人的支持力量 , 刺激了 /2 .0

网 0(W EB2.0 )和 /社会媒体 0(SoeialM edia)的发展 ,形成 T 网络社区(o nline Com -

m un ity ) ,这些社区有的是基于地理位置形成 , 有的则基于相同业余爱好和专业兴
趣而形成 "在 2008 年的选举中 ,两党都不乏网络竞选高手 "从共和党一方来看 ,

具有国会中 /说不医生 0(Doc tor No) 绰号的众议员罗恩 #保罗是利用互联网竞选

的专家 ,他外号是 /in te rn et 总统 0,他的名字是被 C oo gle 搜索次数最多的候选人 ,

同时也是 You Tub e 上拥有最多相关短片的候选人 ,也被网站选为最佳共和党总统

候选人 "»在民主党一方 ,奥巴马在互联网选战中表现更为积极 "在整个大选过

程中 ,奥巴马充分利用了网络工具 ,视频 !播客(视频分享 ) !博客和网页广告等多

管齐下 ,最大限度地争取到了网民的支持 ,最终底得了竞选 "在数不清的网络社群

比如 M yspac e里 ,无数奥巴马的 /替身 0各自统领着来 自全国各地的网络大军 , 原

本对政治毫无兴趣的年轻人 , 一下子成了支持奥巴马的 /政治发烧友 0, 网络上的

奥巴马 /粉丝 0组建了无数的 /政治校友录 0,他们尽情地与自己的偶像舞蹈 ,一起

感受网络带来的政治魅力 "

从竞选战略来看 ,奥巴马团队比麦凯恩团队更加专业和系统 "从一开始 ,奥巴

马 /变革 0的定位战略就比麦凯恩 /我们会赢 0的定位战略棋高一着 "随着伊拉克

¹ T heodore H . W hi*e. Th e M aking of 止h "尸r/ iden:, I夕石0 , N ew Y ork : A th eneum H ouse . Ine , 1961 .

º S忿印 hanie G a叮 , / C andida*es Court Y oung V oters o nline , 0 S -. Pe -eo bu咭 Ti . " , Ju ne s , 2007 .

» K arharine Q . Seelye , / R on Paul.5 W eb ofSupport 0, Th e N ! Yo rk Ti m es, M ay 21 , 20() 7 : See also C h山

w i肠o n , / R on p a u l.5 o n lin e R ise , 0 U . 5 . 从 脚3 & 肠 rl d 况印 "月 , M a y g , 2 0 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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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和国会丑闻在美国社会激烈争论的展开 ,美国政治日益从 / 自由民主党还是

保守共和党 0的选择走向 /改革党还是维护现状党 0的选择 "¹ 2006 年的中期选举

表明 ,多数选民认为美国走错了路 ,美国应当变革 , 他们希望未来的总统形象是要

求变革的领导人 ,不仅有能力改变美国 ,而且令世界看到此种变化 "º奥巴马竞选

团队首席策略师戴维 #阿克西罗德 (D av 记 Axe lro d) 表示 ,他们始终坚守原先的

/塑造议程理论 0(Fr am ing Theo ry ) , 把此次选举定性为锐意变革与换汤不换药之

间的竞争 "奥巴马和拜登的一老一少的组合也满足了选民要求变革的心理预期 ,

相比之下 ,麦凯恩团队在定位战略上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理由证明与布什不同 ,麦凯

恩的一位顾问回忆道 ,麦凯恩的竞选阵营更依靠战术而不是战略 "我们把关注点

更多的放在为什么奥巴马不适合做总统 ,而较少关注为什么麦凯恩应该当选 "再

加上麦凯恩选择佩林作为搭档 ,不仅令选民感到有政治作秀 !愚弄选民的嫌疑 ,甚

至连共和党高层都感到十分失望 "到最后关头 , 麦凯恩的首席选举策略师史蒂

夫 #施密特(st ev e Sch m记t) 懊悔地 自白: /有一件事我们忘记事先筹划了 ,黑死病

(即打种族牌) "0»竞选战略上的差距注定了 2008 年的竟选称为 /筱弹枪战略 0与

/步枪战略 0之间的角逐 ,前者是一种缺乏目标的轰炸 , 而后者是一种瞄准目标的

精确制导 ,奥巴马团队在战略上具有较大的优势 "

从竞选技术上来看 , 奥巴马的 /W EB2.0 0竞选技术几乎超越麦凯恩一个时代 ,

进人了分众营销的新阶段 "所谓 /W EB2.0 0竞选技术 , 是指博客 !社交网络 !视频

和电子通告等注重网民参与的竞选技术 ,与强调单向浏览的 /W EBI .0 0技术相对

应的 "诸如 M yspaee !Faeebook !Linked In !H is !Tw itter和许多其他在线社交网站都

允许用户创建个人资料页并与新老朋友建立链接 "与这些朋友建立链接后 ,用户

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组建或加人用户组 ;组内用户之间可以共享照片 !视

频和博客信息 ,也可以互发消息 " /W E B2.0 0技术改变了竞选宜传模式 ,使竞选宜

传摆脱了从候选人到选民的单向传播模式 ,在 W eb 2.0 的世界中 , 对等交流或选

民到选民的交流同样重要 "通过这些功能强大的在线社交网站 , 候选人可以了解

选民正在谈论哪些话题 ,并据此迅速作出响应 "奥巴马竞选团队在众多博客和聊

天室中建立了朋友群 "比如9 月 19 日,科林 #鲍威尔(C oli n Po w ell )表态支持奥巴

马后不久 , N BC 在 /媒体会客厅 0(M ee t the Pr es , )栏目播出几分钟后 ,视频就被枯

贴到网络上循环播放 ,产生了广泛影响 "¼ 奥巴马的团队和支持者大多是充满活

¹ (美2丹尼尔 #戈托夫:5美国选民的变化 6 , 5新交流 6200 8 年春季号 ,第 14 一16 页"
º R . Jeffr ey S , ith , / R epublie即 Sean dals H elped P ave th e W ay fo r Dem oc ra tie G ain. , 0 几 e 仲乞shin召勿"

Po 3-, N ove m b e r s , 2 0() 6 , P . A . 3 4 .

»

5 , 2 0 0 8 .

¼

2创)8 .

M oniea La n -ley , / A s Eeonom ie C ri sis Peaked , T ide Tum ed A gainst M eC ain , 0 肠 115 -陀以Jo ~ l , N ov.

D av id C arr an d B ri an S telter , / C am p aig n s in a W e b 2 . 0 W orl d , 0 Th e 刀翻 Yo rk Ti m / , N o ve m b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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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年轻人 ,集中推出了网络时代的竞选大餐 "在 Fac eb oo k 的社区中 ,聚集了 230

万奥巴马的支持者 ,在 Y ou Tub e 上 ,他们上传了70 多部网络视频 ,大多关于奥巴马

竞选演讲的场面 ,尤其是在战场州的造势活动 ,颇具感染力 "另外 ,数不清的奥巴

马支持者创建的 B LO G 和著名的 Y ou tub e 尽情地展示着奥巴马活力四射的激情 ,

色彩明快 !简单实用的奥巴马竞选网站降低 了网民参与的门槛 , 开辟了 /草根选

战 0(gra ss 一ro ot ca m Pa ign )的新战线 ,让越来越多的选民领略了 /我们选民有力量 0"

在奥巴马竞选战略的猛烈轰炸下 , 老态龙钟的麦凯恩越来越令人感到应该 回归

历史 "

另外 ,在竞选标志 !竟选歌曲和媒体传播方面 , 奥巴马团队也搞得很有声势 "

奥巴马竞选团队非常注重竞选标志 (Log ")的感染力 "在戴维 #阿克西罗德领衔

的芝加哥设计团体努力下 ,在色彩 !图形和字体上精心设计 :在色彩上 ,选择美国国

旗上的红 !白 !蓝三色 ,用最为令人放松的蓝色做底色 , 以消除选民对奥巴马相对缺

乏经验的怀疑 ;在图形方面 ,选择一个太阳(近似 /O 0的图形是奥巴马名字的首字

母 )在美国国旗的红色条纹中冉冉升起作为基本结构 , /以象征希望 !变化以及一

个新的政治时代 0;在字体上 ,选择看上去庄重又不失青春活力的大写字母 ,从原

先英国设计师埃里克 #吉尔 (Eric GI U )20 世纪早期发明的 Gi llsan "变成了更为时

绪的美国现代字体 Got ha m "这一竞选标志可以在奥巴马网站上随意下载 ,96 x 96

象素的图片似乎正好针对那些网民而设计 "他们可以在论坛或即时聊天的信息中

贴上它 "在不同的场合 ,这一竞选标志还存在大量变体 ,无论它们出现在横幅 !印

刷品或者网站上 , 都能触发选民们对奥巴马的好感 "比如环保主义者 (E nv iron -

m entalists fo r O bam a)一页中 ,Logo 变成黄色 日光照耀下的绿色田野 ;在孩子 (K ids

fo r o ba m a)的页面中 , Log "变成用手写笔涂鸦的样子 ;而在非洲裔 (Afri ca n A m er i-

ca ns fo r O bam a)那一页 , Log "后出现了隐隐约约的一大群人 ,你没法仔细辨认其中

的任何面孔 "¹ 一些公司趁热打铁 ,推出了印着他头像的服装 ,大受欢迎 , 就连奥

斯卡影后哈莉 #贝瑞(H alle Berry ) !/邦德 0男星皮尔斯 #布鲁斯南 (Pieree Bros-

na n) 也成为青睐者 ,将 /奥巴马 0穿上身成为新的时尚潮流 "
奥巴马团队还十分重视改革大众传媒的信息诉求策略 , 在政治广告和媒体报

道中注人爱国主义元素 , 以改善人们对大众传媒报道竞选的反感 "在2008 年的大

选中 ,许多人对媒体对总统大选的报道抱怨很多 , 厄里克 #伊勇(Er ica Jon g)的评

论代表了大多数选民的心声 , /我们媒体的报道已经变成一些关注微不足道 !毫无

意义的和无聊闲话的堆积 0 "º在许多博客和聊天室中 ,充斥着对 A Bc 报道的鄙

¹

F e b . 2 2

L ore n e Y u e an d B ran d o n G le n n , / C h iea go D e sign e rs C re a te o b am a .5 L og o , 0 C ra in ! C h iea g o B 琳in / s ,

, 20 0 7 .

Eri ea Jong. /Inspira tion v ersus D e肛adation , 0 Th e H .护咭ton Po s-, A pril 27 , 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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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和指责 ,批评 A BC 的报道简直是废话连篇 ,主持人的提问与当下的经济问题和

伊拉克战争风马牛不相及 ,眼睛仅仅盯住造势活动的细节而铀株必较 ,对一些关乎

国计民生的问题麻木不仁 ,比如问俄罗斯新总统的名字是什么 ,奥巴马是不是领先

者 ,某某候选人的钱是从哪里来的等等 "¹ 更恼人的是 ,传统上为各种各样投机分

子所使用的匿名的和准匿名的诽谤竞选手法开始蔓延到网络上 , º搜长生产和散

步恶毒谣言材料的专门组织开始出现 , 比如勇敢的新电影(Bra ve New Fi lm ") ,对美

国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对此 ,奥巴马团队早在 2008 年之初就推出了批驳这些

谩骂和谣言的网站 ,澄清人们对奥巴马的误解 , 比如说奥巴马并非美国本土出生的

候选人等 "» 同时 ,奥巴马注重强调其爱国主义的宣传广告 ,在包括传统上属于共

和党票仓的阿拉斯加和北卡罗来纳等 18 个州高密度播放 "¼ 奥巴马在一次媒体

访谈中批评麦凯恩团队投放过多负面广告 ,强调如果这些负面广告子虚乌有 ,奥巴

马的正面广告将使得他最终获胜 "

为吸引更多年轻选民关注 ,奥巴马还进军音乐界 ,推出竞选唱片专辑 "比如与

H idden Beaeh 唱片公司合作推出(是的 , 我们能) (Yes W e Can ) , Ruw anga Sam ath

and M ax well n .创作的(黑眼睛里见太阳) (Blaek一Eyed Peas, M ake itto th e Sun) , ½

JF C 创作的 5贝拉克 #奥巴马) (Bara ck oba m a)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¾ 热情 !火

辣 !性感的网络红人 /奥巴马女孩 0(O bam a Gi rl) 也赶来凑热闹 ,画面上一位性感女

模跳着火辣舞蹈 ,泳装辣妹载歌载舞助选视频火爆网络 ,高歌奥巴马是最好的候选

人 "仅仅几天 ,这段视频已吸引近百万网民观看 ,令高喊 /我们相信改变 0的奥巴

马更加魅力无限 "¿

一路走来 ,奥巴马越来越具有总统相 ,越来越 自信 "特别是在三场总统辩论期
间 ,奥巴马一直显得沉稳 !机敏 !冷静 , 犹如一个通情达理而且稳健老练的政治家 "

相反 ,麦凯恩咄咄通人 , 目光游移不定 ,显得缺乏自信 ,有时甚至说一些莫明其妙的

话 ,令人不知所云 "美国人内心越来越清楚 :一个奥巴马的时代到来了 "

¹ Jac ques Steinbe飞. / W ho Lost the D ebale? M od era to邝 , M any Say , 0 Th e N 喇 Yo rk Ti m " , A pd l 18 ,

2(X) 8 ; H ow 耐 K u rt名, / Th e B a ek l/ h A ga in .t A B C , 0 Th e W 山h in召-"n P / -, A p ri l 18 , 2 0() 8 ; E liZa b e山 E dw a rd s ,

/ o p一e d : B o w lin g l , H eal th C 晚 0 , 0 Th 亡川柑 Yo rk Ti ~ , A p ri l 2 8 , 2 0() 8 .

º Tim R eid , /阳 m "之to B u, : Slin犷抢 of Slim e Step It U p jn S C , 0 跳 "刀如 Yo rk PloJ 婆, N ov "功ber23 , 2(X) 7.

» K are n Tum ulty , / W ill o bam a,, A nri一R um or P lan W ork ? / Ti 二", June 12 , 20() 8 .

¼ John M eCorm iek , / o bam a in R ed , W hite and B lue , 0 Ch / 90 Tr ib /ne , June 30 , 2加 8 ; John H 畔 加d ,

/ A im s of D e m oc ra ts R e aeh B ey on d t卜e o va l o ffi e e , 0 Th e 刀已脚 Yo rk Ti ~ , Ju ly 7 , 2(X) 8 ; Jo na th an M a rt in 即d B en

Sm ith , / o bam a,5 A p ple Pie C am paign , 0 Th e PO li止卿 , July 7 , 2(X) 8 ; A ndy S ullivan 明 d Paul T hom a.c卜, / TV ad

Spending to Set Reeord in Pre oidential R ac e , 0 R e / / 0 , July Z , 20() 8 ; Jim R ute nbe邝 and C hri sropher D 咖 , / N a-

tion al P u oh b y o b a m a o n A d s a n d T u rn o u* , 0 Th e 刀喇 Yo rk Ti 服 : , Ju n e 2 2 , 2 (X) 8 .

½ http :// , w , .p , eb.co m /二le朋. /2 0() 8/09 /p ! eb1405 724 .htm .

¾ N eke. M um 卜1 M ood y , / o batn a 烧ad s Field in U nso lieite d M u.ie , 0 US To d-了, M ay 13 , 2阅 8 ,

¿ Julie Bosm an , / N et W ateh : o bam a G irl .5 N ew C ru sh .0 Th e 刀加 Yo rk 几m / , Septem ber 18 , 20() 7 ; Jake

T aPPer. / M usie V ideo H as a -C ru sh on o bam a . , 0 A B 亡刃翻,: , June 13 , 2007 .

7 0



国际政治研究 20 09 年 第 l期

二 !美国政治平衡并未根本打破

2008 年的大选 , 成为美国共和党的政治滑铁卢 , 在总统 !国会 !地方选举中全

线败北 "然而 ,早在四年前的 2004 年大选 ,美国政治仍然是共和党的天下 ,民主党

自2000 年以来屡战屡败 "人们也许万万没有想到 , 四年前还呼风唤雨的共和党到

今天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想当年 , 共和党在布什总统的带领下 , 依靠竞选顾问卡

尔 #罗夫立场分明的 /极化 0战略 ,将美国选民划分为截然对立的 /红色美国 0和

/蓝色美国 0, 最终令民主党一败涂地 , 一举燕得 白宫 !国会和州长选举的胜利 "¹

时移物易 ,面对如此政治剧变 ,人们不仅要问 ,共和党究竟是怎么了? 美国政治生

活中民主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将持续多久?

(一 ) 貌合神离的共和党难以形成团结作战的格局 ,共和党的失败是一种策略

性的失败 ,并非根本性的崩渡

时下 ,尽管评论家们更多将奥巴马的优势归结为共和党深受金融危机的拖累 ,

但仅靠这一原因尚不足以解释共和党兵败如山倒的颓势 , 更何况共和党一向以普

打 /割喉战 0著称 ,特别是在基层选战(G et out The V ot e) 方面经验丰富 ,越到紧急

关头 ,越能激发起强大的潜能 "同时 ,在美国社会 , 民主党的支持者人数一直比共

和党多 ,只不过由于民主党内山头林立 ,群龙无首 ,往往难以形成众星捧月的选民

联盟 "迄今为止 , 民主党内的这一格局没有太大变化 , 老一辈的党内大佬比如拜

登 !肯尼迪 !罗伯特 #伯德依然声望巩固 , 中年一代的民主党领袖比如佩罗西 !希拉

里 !哈里 #雷德等虎视耽耽 ,年轻一代的政治新秀比如奥巴马 ,这在一定程度上分

散了民主党的实力 "奥巴马凭借老牌政客约瑟夫 #拜登的支持暂时在党内实现了

老中青结合的政治联盟 ,竞选胜利后如何通过政治分肥巩固这一联盟还拭目以待 "

相比之下 ,共和党大多是一些具有保守倾向的选民 , 意识形态色彩浓厚 ,立场十分

坚定 "人们原以为 ,共和党以某一思潮比如保守主义或者新保守主义为指导 , 往往

能够在选举最后关头以少胜多 "

然而 ,在距离投票结果产生 24 小时前 ,依然没能看到共和党以往表现出来的

团结和越战越勇 ,而是内部人心涣散 ,各谋前程 ,实在难以组织起有声势的造势活

动 "在社会上 ,共和党的社会基础遭受侵蚀 "与 2004 年的 /价值观选民年 0不同 ,

2008 年大选中 35 岁以下年轻人的政治觉醒 , 制造了美国政治中的 /青年地展 0

(You th qu ak e) , 年轻人的意识形态观不大稳固 , 容易随着具体议题和情绪氛围发

¹ Paul B ro ok ", / H inehey Sees H and of R ove , 0 Ti m o H era 止d一Reeord , Feb ru a叮 22 , 20() 5 ; S ee al so http ://

w w w .w a sh tim e s. eo m / na tio na F 2 0 04 0 9 2 2 一1 0 14 3 3 一4 2 9 6 r. h 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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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剧烈摇摆 , 由此出现的 /代沟 0和 /趋中化 0冲销了宗教差异(R eli gi ou : G叩) , ¹加

上经济议题的主导 ,这使得传统上有利于共和党的社会基础被削弱 , 20 04 年曾出

现的意识形态选民和宗教选民联盟如今则土崩瓦解 "在政治上 ,共和党内貌合神

离 ,难以形成团结作战的阵容 "作为本党候选人的麦凯恩刻意保持与现任总统布

什的距离 ,不大愿意让布什为自己站台助选 , 在很多场合下反复表示 自己不是布

什 "º南方保守的利益集团特别是福音派宗教领袖也没有对麦凯恩提供足够热情

的支持 ,他们对这位内心深处 /长着一颗 自由主义心脏 0的共和党候选人似乎缺乏

足够的信任 ,直到最后关头麦凯恩也没有拿出足够的证据表明 自己已经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圣徒 0"在竞选管理上 ,麦凯恩的竞选团队直到最后也没有

统一思想 "在麦凯恩 5 位竞选顾问 ,包括竞选经理雷克 #戴维斯(Ri ck D av is) !民

调专家比尔 #麦克因塔 夫 (Bi n M cl nt u甫) !策略专家斯蒂夫 #施密特 (St ev e

Sc hm记t) !广告制作人弗雷德 #戴维斯 (Fre d D av is )和策略专家格蓄格 #斯特利姆

普(G re g st ri m ple )举行的策略会议上 ,对于选民可能的提问 /我们为什么应该选择

麦凯恩? 05 位顾问始终没能达成一致 "» 在决定本次大选最重要的金融危机问题

上 ,麦凯恩立场游移不定 ,麦凯恩最初大举抨击华尔街的 /肆意妄为 !腐败以及贪

得无厌 0,甚至扬言他会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主席 !共和党人克里斯托弗 #

考克斯(Chri st叩he r C ox)下课 ,后来在共和党高层的施压下有所缓和 ,麦凯恩的竞

选搭档佩林在几次重要电视采访中对于金融危机的应对表现出孤陋寡闻和言语支

吾 "最后 ,居然当众表露与麦凯恩离心离德 , 为谋求 自己的前途而捞取政治资本 "

试想 , 一个如此配合不默契的共和党怎么能够在白热化的选举中赢得优势呢?

(二 ) 布什. 糕的执政表现葬送了共和党的战斗力 ,但保守主义思潮并非散

去 ,保守主义选民并未完全放弃共和党 ,美国政治的平衡只是略有倾斜而已

共和党之所以貌合神离 ,关键的原因在于布什总统糟糕的执政表现 "伊拉克

战争败坏了布什总统的政治声誉 , 自2005 年以来 , 布什总统的民意支持率持续走

低 ,从 20 02 年 3 月份的 90% 的高位一直跌倒 2008 年 3 月份的 30 % 左右 "¼ 在投

票前的一个月 , 多家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 , 布什总统的支持率只有 22 % 左

¹ 关于宗教鸿沟的论述 ,请参阅徐以弊主编:5宗教与美国社会:网络时代的宗教 6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 5 年版 ,第475 一oo 页"
º / R e二毗 5 B y Joh n M eCain In D ow ningt ow n , PA , 0 h ttp :// w ww .johnm eeain.eom /Info rm in岁N ew s/ Spee-

eh e ./ s fl fb s ff- g d b a一4 2 a6 一b切 l一dd d口7d() b6 3 . h tm .

» M oniea La ngley , / A s E eonom ie C risis Peak ed , T ide Tu 功ed A gainst M eC ain , 0 叽 tl St o et JO urnal, N ov.

5 , 2 0() 8 .

¼ T od d 5 . Purd um and M叫ori e C onnelly , / SuPPort fo r B ush C ontinues to D ro p , PollShows, 0 Th e 丹二 Yo 法

Ti 爪/ , Se P tem b er 15 , 2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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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¹ 面对这样一个饱受民众指责的总统 ,共和党应该怎么对待他 , 的确是一个棘

手的问题 "在美国选举政治中 ,总统执政的 /燕尾服效应 0理论认为 ,如果总统执

政政绩不佳或者选民并没有得到实际好处 ,不仅总统的声望受损 ,其他本党的候选

人也会 /殃及池鱼 0 "º麦凯恩和众多国会议员都饱受布什糟糕支持率的影响 ,共

和党的竞选战斗力多半应该归罪于布什低迷的民意支持率 "出于对布什政府的不

满 ,许多原本属于共和党的支持者转而投到奥巴马的庵下 ,被称之为 /奥巴马保守

派综合征 0(The o bam aeon syndro m e) "»

然而 ,美国社会中的保守主义思潮没有退去 , 在许多选民内心深处 ,保守主义

价值观仍然根深蒂固 , 比如对待堕胎 !同性恋 !家庭价值 !宗教信仰 !胚胎干细胞研

究 !持枪权利等议题 , 多数美国民众的态度依然如故 ,并没有因为民主党密集的竞

选攻势而有丝毫变化 " 自里根担任总统后 ,美国社会趋向保守 , /9 #11 0事件后 ,

保守主义更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在赢得 2004 年大选后 ,布什的首席智囊

卡尔 #罗夫曾经放言 ,将就此开始打造共和党永久执政的基业 "保守主义的基础

是要求更少的政府干预 ,更少集权的政府和更多的个人自由 ,这也是古典自由主义

的基本主张 "¼ 保守主义的兴起适应了美国后工业社会背景下中产阶级居于社会

主体的结构 , 中产阶级对社会稳定的呼吁使得保守主义吸收了自由放任主义经济

学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成分 ,强调对家庭伦理 !宗教信仰和社会领域中重塑价值观的

重要性 "½自20 世纪 6 "年代以来 ,保守主义成为共和党的核心价值观 ,特别是南

方的白人和非海岸的中西部地区民众 日益崇奉保守主义 , 成为共和党的铁票仓 "

尽管学界关于 /红州 0和 /蓝州 0的分野有些人为制造的夸大 ,但城市地区更多倾向

于自由的民主派 ,而郊区和乡村地带更倾向于支持共和党 ,在社会 !文化和财政政

策上更多带有保守色彩却是无庸置疑的 "从 2008 年大选的投票结果来看 ,这一格

局并没有打破 ,奥巴马获胜只不过取决于一些摇摆不定的州发生了有利于民主党

的变化 "

¹ A dam N agourn ey and M egan Thee , / poll Finds o bam a G aining Support and M eC ain W eakened in B ailout

C ri si. , 0 仆已川. Yo rk Ti 爪ea , o e tob e r l , 2 (X) 8 .

º Jam es E . C am pbell, / Pre dieting Seat G ains fro m Pre sideotial C oatta ils, 0 A m enca n jo "! 1of Po 位如 1Sc i-

ence , X X X , F e b . 19 8 6 , p p . 16 5一18 3 ; A lb e rt D . C o ve r, / P art y C om p ete n ee E val u atio n s a od v o tin g fo r C o n , 5. , 0

协飞J腼 Po li -ic al Q oa雌盯妙, X X X IX . June 1986 , pp.304一12 ; R andal l L . C al vert 助d john A , Ferej ohn , /C oa ttai l

V o tin g in R ee en r P re sid en tial E le erio n s , 0 A爪"成an P o王妞ica l Sc ie nce R ~ , LX X V ll , Ju n e 19 8 3 , p p .4 0 7 一4 19 , 助d

G e org e C . E d w 耐 5 111 , / Im p ae七Of P 民s id e 0tial C oa tta ils o n o u tc om e s in C o n gre ssio n al E lee tion s , 0 A 爪e内泌"n Po 忍i-如

C oa摊即行, v ll, Janu衅 1979 , pp .94一108 .

» R obert D . N ovak , / T he o bam aeons W ho W o叮 M eC ain , 0 Th e wa :h i咭ton P ost , June 26 , 2008 , P昭e

A 19 .

¼ R obert M . C ollins Tr 口几砂b, i鳍 Am eri ca : P oli-如 and C / lt ", D / ri ng tho R oaga n 儿ars , C olum bia U niver-

吕ity P re / , 2 0 07 , p .3 2 0 .

½ See Judith 5. L evey and A gnes G re enhal leds. , Th e C onc 臼e C oluo b-a E ncyC I句笼d她 , N ew Y ork : C olu m bia

U n iv ers ity P re .s , 1 9 8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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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取胜的摇摆不定的州主要集中于新英格兰地区和大湖地带 "从选民结

构来看 ,决定这些地区竞争结果的关键在于传统的共和党选民并没有参加投票 ,这

股力量被称之为 /洛克菲勒共和党 0 (Roekefe ller R epubliean ) ,集中在 自由派较为

集中的经济发达地带 "与南方的新保守主义共和党人相较 ,温和派共和党人主张

小政府 !低税收 !以严格财政纪律防止政府赤字的膨胀 !政教分离 "同时 ,他们理解

现代经济的复杂性 ,在奉行市场主义 !亲企业原则的同时 ,也承认谨慎的政府干预

的必要 ,愿意跨党合作 "在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 , 洛克菲勒共和党选民较少投票支

持麦凯恩和共和党议员候选人 ,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共和党过去四年的表现十分不

满意 "¹ 四年前 ,他们原指望布什总统能够带领共和党人改变 /被自由主义者糟蹋

得混乱不堪的社会面貌 0, 为美国重建一个价值观明确的社会秩序 "º然而 ,布什

总统和共和党议员并没有对保守主义选民的期待和选票投桃报李 , 反而表明越来

越腐败 ,越来越荒唐不堪 "保守主义选民对共和党的失望使得他们即便不去支持

民主党 ,也不再愿意出门投票支持共和党 ,大多数失望的保守主义选民将选择留在

家中或者拒绝投票 ,这将在无形之中削弱了共和党的实力 "相反 ,奥巴马和民主党

其他候选人在这些问题上越来越保守化 ,朝着保守主义选民的立场前进了一大步 ,

将引导一批温和的保守主义选民阵前反正 ,转而投票支持奥巴马 "奥巴马团队捕

捉到了这一战机 , 在最后关头 /人侵到共和党的票仓挖墙角 0,最终获得一场酣畅

淋漓的胜利 "然而 ,从选民的政治倾向来看 , 保守主义选民并没有完全放弃共和

党 ,共和党的基本盘依然十分稳定 ,如果麦凯恩选择一个代表温和共和党人的候选

人作为搭档而不是哗众取宠地选择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佩林 , 选举的结果还是不

确定的 "

(三 ) 后现代的杜会生态加剧了政党色调的多样化 ,意识形态浓厚的一元政党

色调被多元色调拼盘所取代 ,增大了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

2008 年大选表明 ,美国的社会生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随着战后美国经济

的飞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 中产阶级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 "这种富足的

生活条件催生了人们对价值问题的关注 ,尤其是年轻人 ,他们不是将自己的经济利

益放在第一位 ,而是将后现代主义的价值放在第一位 ,将美学 !道德 !权利和其他非

物质的政治目标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 "»据统计 , 近年来 ,美国持后现代主义观念

的人数大增 ,从 1972 年到 1992 年 ,美国人口中后现代主义者的比例从 9% 上升到

¹ Jam es A # Pey.er , / R epublieans R ebra nded , 0 Bo ,to n G 勿be , N ovem ber g , 2(X) 8 .

º JoelA ehenbaeh , / A V ieto 叮 fo r -Value", . but W hose , 0 Th "叭 :hing -on Po s-, N ovem be r4 , 2004 , p .C

19 9 9 .

7 4

Jeffe 尽 M . Be叮 , Th o R自i峪 P , "r of C i-读n C ro 甲 , W as hingt on D . C . , B , kings Institution pte ss,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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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现代主义者的比例从 35 % 降为 16 % , 中间派从 55 % 上升为 65 % "¹ 从社会

构成上来看 ,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往往采取温和 !含糊的观点 ,反对宏大叙事 ,奉行多

元政治价值和差异政治理性的差异政治观 "他们更关心生活的质量 , 关心人生的

价值 ,讨厌那些追求纯粹的经济利益和效益的行为 "从美国来看 ,此种趋势催生了

大t 的公共利益集团 , 比如在美国涌现出了 /共同事业 0 !纳德组织 !妇女选民同

盟 !美国消费者联合会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谢拉俱乐部 (环保组织 ) !保护野生动

物协会 !反对死刑组织 !全国基督教联合会等等 " 1970 年到 1980 年 , 公共利益集

团的数盆从 221 个增加到 380 个 , 1990 年达到 3% 个 "º公共利益集团在短期内

得到如此迅猛的发展 ,能够得到如此众多的公众支持 ,充分体现了人们对 /政治的

不满 0»"

奥巴马的竞选风格之所以对路 ,关键是适应了美国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生态 ,构

建了一个反布什的政治联盟 "时下 ,美国社会的主体是中产阶级 ,对于他们而言 ,

意识形态认同不再是政治立场划分的标签 ,决定中产阶级政治分化的是多元社会

议题 "美国社会的矛盾也不再是现代社会的劳资矛盾 ,而是复杂的社会问题 ,某些

选民可能因为堕胎问题而改换政治门庭 ,有的则仅仅由于房贷而怨天尤人 ,还有的

仅仅因为对布什反感就转而支持反对布什最凶的候选人 ,完全不问其他 "

解析奥巴马旗下的选民联盟 ,不难看出一大批年轻人成为奥巴马选民的 /新

生力量 0"C NN 的出口民调显示 ,68% 的 18 岁到 24 岁的年轻人投票支持奥巴马 ,

% % 的非洲裔 !67 % 的拉美裔和 63 % 的亚裔选民投票支持奥巴马 ,84 % 的希拉里

支持者投票支持奥巴马 "¼ 这些 35 岁以下的年轻人和少数族裔原来并不热心政

治 ,投票率很低 ,此次奥巴马用网络 !博客 !播客和网络社群将这些鱼龙混杂的选民

组建成为一直投票大军 ,壮大了声势 "如果考察以下这些选民 ,就不难发现他们在

政治立场上存在很大差异 ,从温和的保守派 !中间选民 , 到温和的自由派和极端的

自由派 ,不亚于一个政治发烧友的大杂烩 ,有的在政策主张上甚至背道而驰 ,仅仅

是为了反对布什和出于奥巴马个人魅力感染而走到一起来 "½ 他们彼此互不相

识 ,分别聚集在不同的网络社区 ,这些 /三山五岳 0的人士犹如 5笑傲江湖 6中对令

狐冲献殷勤的众多门派 ,仅仅是为了 /向圣姑报恩 0而走到一起 "从奥巴马的议题

倡导来看 ,大多数政策方案气势有余而内容不足 ,往往是对人讲人话 ,对鬼讲鬼话 ,

¹ K ay 晚hm an Sehlozm an and John T . T iern ey , 0 呀a n证d ln / res / and A m "渝 an D "爪oc ra叮 , N ew Y ork ,

H 呷 er an d R o w , P ub lish e rs , 19 8 6 , p . 15 0 .

º Fra nk R . B aum gart er and B 叮an D . Jones , A岁nda : and lnS 名a6 / i妙 in A 爪"汝 ao Po li-如 , C hiea , : U niver-

sity of C h ie ag o P邝55 , 19 9 3 , p . 18 6 .

» A lan C raw fo rd , Th /nder o几 -ho R igh -, N ew Y ork : Pan theon , 1980 .

¼ hItP ://, w w #enn.eom /2008/PO LIT IC S/ 11/04 / exit.poll, .

½ Bru ee B art lett. / M r. R ight? T he R ise of the o bam aeons , 0 Th e 入eo R 印ubl比, June 25 , 200 8 ; B en D om e-

n ee h , / C o nse rv atives to o b am aeo n s : A R ose 15 N ot A lw ay s a R ose , 0 Th e wa :h ing to n 几m es , Ju ne 13 , 2 0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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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的政策方案对于那些普通选民甚为动听 , 在专家看来往往连连摇头 "因此 ,不

能凭借奥巴马一边倒的胜利就断言 ,共和党已经大势已去 ,保守主义就被自由主义

所取代 , 美国政治的平衡充其量不过是暂时倾斜一点而已 , 这一点决不能过高

估计 "

三 !跨党共识的显现:从美国大选看美国政治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小 V .0 .基在他的 5负责任的选民 6一书中认为 , 由负责的 !

依据政策选择进行投票的选民所进行的选举 ,必然对政府政策选择产生深刻影

响 "¹ 美国大选往往是对公共政策的全面反思 ,最主要地体现在总统辩论和候选

人发表的各种言论上 "200 8 年的美国大选共举行了四次总统辩论 :第一次辩论 9

月 26 日在密西西比大学举行 ,主要讨论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问题 ;第二次辩论是

10 月 2 日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举行的副总统辩论 ;第三次是 10 月 7 日在贝

尔蒙大学举行的总统辩论 , 以市政会议辩论的形式 , 主要争论经济间题;第四次是

10 月 15 日在霍夫斯特拉大学举行的总统辩论 ,主要集中在国内政策和经济政策

上 "º另外 , 10 月 19 日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所有候选人参加的辩论 "从辩论的

内容和主要候选人造势演说所表达的立场来看 , 美国的跨党共识(Bi part is an Con -

se ns us )正在逐渐出现 , 美国政治越来越趋向于红蓝交错的紫色的政治色调 , 这对

于美国政治的未来具有重要的影响 "

(一 ) 经济政策坚持社会自由主义的纲领

20 06 年中期选举的出口民调显示 ,有 82 % 的美国选民表示经济问题极其重要

或者很重要 ,此后有超过 55 % 的选民认为国家经济状况越来越糟糕 "» 金融危机

爆发之后 ,几乎所有首席经济学家都坦言 , 迄今仍然无法看到经济危机的洞底 ,其

可能的严重后果难以估量 , 经济政策议题无疑成为决定此次选举的关键议题 "根

据 11 月 4 日的 CN N 做的出口民调显示 ,有 62 % 的选民称经济问题是最重要的问

题 ,大大高于伊拉克战争(10 % ) !健康照顾 (9 % )和恐怖主义(9% ) "¼ 在竞选期

间 , 麦凯恩和奥巴马的经济顾问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辩论 ,尽管他们在应对金融海

啸方面鲜有共识 ,但双方均意识到未来的新总统都将受到金融乃至经济危机的困

¹ 转引自1美)罗杰 #希尔斯受:5美国是如何治理的?) , 曹大鹏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 ,第

399一礴(X) 页 "

º / CP D : C om m ission on Pre sidenti公 D ebates A nnounees Z(X) 4 Site s and Dates , 0 h ttP ://w ww .hofs tra .edu/

pdf/ debate/debate_ tran sc d pt.冈f; http :// ww w . belm ontdebate() 8. eom / debate_ tra nseri pt; http ://debate#wusll#
e du 八 ra n.e -p t. pd f.

» (美2丹尼尔 #戈托夫:(美国选民的变化 6 ,第 15 页"
¼ httP :// w料 .enn.eom /2 (X) 8/ PO LIT IC S/0 l/15/m ie卜igan.issues/ index.h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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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 ,经济问题将是未来美国总统关注的头等大事 "

从大选中麦凯恩和奥巴马的争论来看 ,他们均主张通过减税的方式刺激经济

增长 ,支持美国国会 7000 亿美元的救市计划 , 区别仅仅在于对什么人进行减税 "

麦凯恩强调为公司减税 ,提议把公司税税率从 目前的 35 % 减到 25 % , 同意公司首

年税款扣除装备和技术投资金额 ,提议制定一个永久有效的研发课税扣除政策 ,扣

除金额为研发资金的 10 % "¹ 而奥巴马认为此种减税方案根本不起作用 ,富人根

本不豁要减税 ,真正需要减税的是普通工人家庭 !老年人 !私房主以及失业者 , 主张

不能对年收人 25 万美元以下的美国人增税 ,宣称 95 % 的人将从他的计划中受益 "

反对将 2003 布什政府的减税法有效期延伸至 20 10 年 "º

在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 能源危机问题上 ,双方的分歧也不大 ,都是强

调开发新能源 "麦凯恩强调解决能源危机的最佳方式是投资核电 , 海上钻井对解

决美国能源紧张至关重要 ,他提出了一个基于工业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美国国

家能源战略 "» 而奥巴马则更强调开发新能源 ,提出在未来 10 年内投资 1500 亿美

元用于清洁能源开发 ,并计划提高燃料经济标准 , 争取到 2025 年美国 25 % 的电力

消耗都来自于清洁的可再生能源 "¼

毫无疑问 ,面对金融海啸的冲击 ,新总统要在所谓的 /100 天蜜月期 0拿出一揽

子的解救方案 ,使美国走出经济危机 "在民主党操控国会山的情况下 ,民主党总统

可能更容易推行 自己的政策 "但从大选中的辩论来看 ,在经济领域实行刺激计划

并实行减税看来仍然是美国经济政策的主流 "奥巴马不久前提出了一个同他的长

期经济 日程相结合的600 亿美元的刺激政策 ,要对中间阶级 !低收人者以及小商业

实行减税 "他还打算通过对新能源工业的投资来创造 500 万个新的 !高工资的就

业机会 ,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 , 即修建公路 !桥梁和学校来创造 200 万个工作机会 "

由于石油价格的下跌 ,奥 巴马目前暂缓考虑对石油公司征收巨额利润税 "他还公

开支持政府财政部对主要银行注人 2500 亿美元资本的做法 "然而 , 从根本上讲 ,

所有这些举措都不能根本解决美国的问题 ,奥巴马所能做的恐怕只有进行金融制

度改革 , 以加强对金融领域的监管 ,并使监管机构合理化 ,还将严厉打击市场投机 "

不难看出 , 未来的美国经济将更多具有社会 自由主义的色彩 ,既坚持自由资本主义

的信条 ,又推动社会管制计划 ,这在两党已经成为共识 "

¹ hrtp ://w w w .belm ontdebar团8.eom / debate_tra nseript.

º 参阅奥巴马竞选网站 :h一吐p ://w ww .barac kobam a.eom / iosues/ eeonom y/ .

» 麦凯 思 竞 选 网 站: h !tp ://w ww . joh nm ee -n . eom //Info rm ing/ lssues/l, 67 1./ q fe s #40() s # 859 f-

0 efl4 6 8 e9 6 f4 . h tm .

¼ 奥巴马竞选网站:http :// w ww .baraekobam a.eom / issues/eoonom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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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二 ) 社会政策坚持温和保守主义的路线

罗纳德 #英格尔哈特(R on al d Ing leh art )认为 , 当前美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变

革之中 "美国社会正经历一场从物质价值到诸如归属感 !自我实现之类的后工业

价值的文化迁移 "¹ 在这个新的环境里 ,经济冲突将会被民权 !环境保护 !可选择

的生活方式以及和平这样的问题取而代之 ,社会裂痕更多地基于身份政治而产生

的道德冲突 , 比如社会福利 !堕胎 !同性恋权利 !教育等新道德观念和社会派别 "º

无论谁当选总统 ,这一系列社会矛盾是无法回避的 "

面对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的影响 ,社会问题首当其冲成为新总统案头无法回

避的社会议题 "在福利保障问题上 ,麦凯恩强调要根据个人投资账户来增加社会

保障福利 ,推行社会福利私有化 ,政府仅仅帮助购房者进行债务重组 , 向私有房屋

持有者提供贷款机会 "» 奥巴马则坚决反对 ,认为加强社会保障能力的关键在于

个人所得税体系 ,与国会合作制定一套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是解决社会保障的治

本之策 "¼ 在教育问题上 ,麦凯恩支持布什总统推动的 5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 6 ,让

家长承担更多责任 "½ 奥巴马则认为联邦政府要保证高质量的儿童早期教育和儿

童保育 ,保证优质的师资和专家队伍 ,提议将理科学科和数学教育定为国家优先支

持项目 "¾ 在同性婚姻问题上 ,麦凯恩坚持认为婚姻就是一男一女的结合 ,投票赞

成 5婚姻保护法案 6,但反对 5联邦婚姻修正案 6 ,宣称各州和地方政府可以有 自己

的婚姻政策 "¿奥巴马坚决反对同性婚姻 ,但也反对禁止同性婚姻的立法 ,宣称将

废除(婚姻保护法案 6,投票反对 5联邦婚姻修正案 6 "支持给予同性夫妻与正常人

平等的法定权利以及同性婚姻伴侣所拥有的特权 "À 无论是麦凯恩的社会问题依

赖私人解决为主 ,还是奥巴马的社会问题依靠政府解决为主 ,都强调社会问题必须

坚持统一的道德标准 , 比如面对问题决不能袖手旁观 ,应该坚持统一的价值体系 ,

应该想办法弥合社会分歧等 "因此 ,麦凯恩和奥巴马在社会问题上的价值目标是

一致的 ,都带有或多或少的保守主义哲学色彩 , 区别仅仅在于私人责任多一点还是
政府责任多一点而已 "

¹ See R onald inglehart , C /众ure Sh诉 in A do nc od In d / , tria l Soeie仃, Pri neeton , N J: Pri nceton U nivers ity

P re ss . 1 9 9() .

º See R叮m ond Tatal ovioh and B yro n W . D ayne", Th e Po 价如 of A bo 件必", N ew York : P, ger, 1981 ; R ay-

m on d T atal o vieh . d B y ro n W . D a yn e s , S优她I R 叮 ula协叮 Po 左叮 : Mo ra l C on -~ 油 i碑A ~ a n Po l自如 , B ou ld e r .

C O : W e stvie w , 1 9 8 8 .

» httP ://w w w .johnm ecain.eom/ Info rm ing/ I二ues/19baZ fl "一田3f- 4 aeZ一seds 一eo edb5 27eL htm .

¼ http ://w w w .b~ kob. a.eo耐 issue./heal th e别re /.

½ http ://w , w .johnm eeai n.eoln/ Info rm ing/ I.sues/ 19e乙0砧 #daas 一4795 #b9 2d一92bd() d9 85bea.htm .

¾ http ://w w 节.bara ekoba 口a #eom /iss ues/ edueatio可 #

¿ httP :// ww w .joh nm eeai n .eo耐 Info rm ing/ Iss ues/ 95b l8512一ds b6 一456e一90 a2 一12028d7 ldI5 8 .htm .

À httP ://w w w .bar aekobam a.eom /issue盯eth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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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辩论双方的立场来看 ,奥巴马社会政策的保守化趋势是值得注意的 "除了

在奥巴马社会政策上主张通过减少对 25 万美元以上收人家庭的税收减免以及雇

主的支付 ,建立一个覆盖所有人的医疗保险制度 ,对无力支付保险的低收人家庭提

供补贴 ,同时尽量降低保险费用等看上去像自由派的主张外 ,在其他涉及道德价值

观的议题上与麦凯恩区别不大 "到竞选后期 ,奥巴马开始将大量保守派人士延揽

进人支持者阵营 , 比如科林 #鲍威尔将军 !美国前总统德怀特 #艾森豪威尔的孙

女 ) 苏珊 #艾森豪威尔 !保守派教父威廉 #巴克利之子 ) 克里斯托弗 #巴克

利 !麦凯恩曾经的亲密战友 ) 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查克 #哈格尔 "¹ 另外 ,包括

转变立场的新保守主义者(如弗朗西斯 #福山) ,法学学者(如道格拉斯 #克密科 )

以及保守派脱 口秀主持人 (如迈克尔 #史默克里什 )等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新成

员也加人到奥巴马支持者的行列 ,奥巴马对他们采取了照单全收 , 毫无拒绝的姿

态 "在投票前一周 , 5华盛顿邮报 6) AB C 民意调查显示 , 自称是保守主义者的

调查者中居然有 22% 的人士支持奥巴马 ,这是 自 19 80 年以来所有民主党总统候

选人在这一群体中的最高支持率 "º如此众多的保守分子加人奥巴马阵营 , 怎么

能保证奥巴马的社会政策不走一条保守主义路线呢?

(三 ) 外交政策坚持美国主义

在全球化时代 ,美国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今年美国大选辩论的一个议

题 "一方面 ,美国已经不可避免地陷人了全球化的复杂网络 ,不少专栏作家和媒体

评论家喋喋不休地批评世界剥夺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 ,指责全球化伤害了美国人

的利益 "比如戴维 #布鲁克斯(Dav 记 Broo ks )鼓噪 ,市场与边界的开放都是一种不

公正的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 , 这一体系只让精英获益 ,而让每 日勤恳工作的人受

损 "» 另一方面 ,美国自身的金融海啸也波及世界各个角落 ,美国人依靠美元作为

基础货币的优势 ,利用全球化体系向世界转嫁危机 "

面对两方面的选择困惑 , 围绕伊拉克 !自由贸易和公共外交等问题 ,麦凯恩和

奥巴马展开了争论 "在伊拉克问题上 ,麦凯恩继续推行布什的政策 ,认为美军正在

赚得伊拉克战争 ,支持布什政府对 5伊拉克战争费用议案 6的否决 , 延续布什继续

向伊拉克增兵的计划 ,这是一种积极卷人世界的立场 "¼ 奥巴马的立场与麦凯恩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他虽然反对伊拉克战争 ,投票赞成 5伊拉克战争费用议案 6,支

持美军驻伊部队的定期轮换 ,反对布什继续向伊增兵计划 ,但并没有坚持从伊拉克

¹ B ru ee Bart letr, / M r. R ighl? T he R ise of the o bam aeons , 0 Th e 刊亡. R eP / blic , June 25 , 20() 8 .

º Ibid .

» D avid Bro oks , / A R eality一Based E eonom y , 0 Th e 刀喇 Yo rk Ti m es , July 24 , 2007.

¼ httP ://w w w .johnm eeain .eom /Info rm in9 I, sues/fd eb() 3 a7一30印一4 ece一8e34一4e7ea8 3 fl lds.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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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军 ,是一种有限制的卷人世界立场 "¹ 在 自由贸易问题上 ,麦凯恩积极推动 自由

贸易 ,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 6 ,将自己定位为 /你们所见到的自由市场和自由

贸易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 0º"奥巴马则表示将立即敦促墨西哥 !加拿大就 5北美

自由贸易区协定 6重新谈判和修正 ,提议取消将投资转向海外的公司的减税优惠 ,

但也没有明确表示倡导贸易保护主义 "»在应对世界范围的反美主义问题上 ,麦

凯恩主张重新定位美国的公共外交政策 ,提议重建一个独立的单一职能机构 ,专门

负责向全球传达美国的信息 "相 比之下 , 奥 巴马更强调技术改进 , 决心执行

59 #11 委员会建议法案 6 ,将向各州各地提供更多的技术援助 ,投人更多资金建设

可靠的 !能共同使用的通信系统 ,并制定一项对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基础设施的保

护计划 ,以增强美国的软实力 "不难看出 ,无论是麦凯恩还是奥巴马 ,都高举美国

主义的大旗 ,积极谋求美国利益最大化 ,借助全球化体系为美国服务 , 以美国价值

观改造世界 ,两者的区别仅仅是方式方法不同而已 "无论谁上台 ,都将遇到来自国

会保守派 /关闭美国大门 0的牵制 , 区别在于麦凯恩对国会的反应更强有力 , 而奥巴

马可能更愿意与国会妥协 "从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宣示来看 , 其基本设想是恢复美国

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改革并增强国际组织;加强美国的同盟关系;加强北约以对付

21 世纪的威胁 ;促进在亚洲的新的持久安全;与其他国家一起同全球气候变化作斗

争 ,重振美国的软实力 "哈佛大学教授 !前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 #奈不无欣喜地

评论道 , /我相信奥巴马可能在使用美国的软权力方面取得惊人的成就 "0¼

(四 >中美关系共识已经显现

中国政策并没有成为大选争论的主题 ,但并不意味着两党没有一个明确的对

华政策 "从奥巴马和麦凯恩的辩论来看 , 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着跨党共识 "两党在

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政纲 ,都强调了美中合作的重要性 ,欢迎越来越强盛的中国在国

际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奥 !麦阵营的外交政策顾问也分别在两党大会期间对

华 /示好 0"奥巴马的外交政策顾问温迪 #谢尔曼表示 , 奥巴马一直认为美中关系

十分重要 "麦凯恩外交政策副手柯里 #施克则表示 ,麦凯恩欢迎一个经济快速发

展的中国 ,他相信中国能以和平发展的方式消除他国的 /疑虑 0 "½无疑 , 两党都认

识到中国实力迅速崛起的事实 ,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剧烈振荡的时刻 ,两党都认为需

要与中国加强合作 ,同中国建立良好 !稳定 !互信的外交关系 "

在大选期间 ,奥巴马反复强调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认为美国需要与中国建立

长期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关系 , 主张深化美中在经济安全和全球政策问题方面的

¹ http :// ww w .bara ekobam a.eom /issues/ iraq/ .

º http :// ww w .johnm eeain .eom /Info rm in酬Iosue叮 #

» httP :// ori gi n .bara ekobam a.eom /issues/ fo re ign_ Poliey/ .

¼ Jooep卜5. N ye , Jr. , /B ara ek o bam a and Soft Power, 0 仆e H咖 叮ton Po ,名, N ovem ber 11 , 200 8.

½ 李静 :5美国大选中国话题 / 淡化 0 ,奥麦对华政策趋同6 ,中新网圣保罗 200 8 年 9 月 4 日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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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对话 ,加强两国在环保和军事领域的交流 "从奥巴马在几个场合的表态和杰

弗里 #贝德 !理查德 #布什 !李侃如 !戴维 #兰普顿等奥巴马政策顾问团队的观点来

看 ,奥巴马的对华政策将有很大的延续性 , 奥巴马不会挑战在对华政策上的跨党共

识 ,承认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 ,欢迎中美在经济 !安全和人权领域增进交流 ,加强对

话 ,消除戒心 "当然 ,奥巴马及其支持者也有 自己的价值观 ,希望能够改变中国 "就

奥巴马的对华政策而言 ,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国会民主党同仁的压力 "民主党的国会

议员大多与蓝领阶层 !少数族裔和社会中下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人权 !民主 !

环保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看得很重 ,出于保护就业的需要还会对无所不在的中国产品

高度敏感 "特别是国会众议院中以议长佩罗西为代表的一大批民主党议员 ,历来对

中国横加干涉和指责 ,早就以所谓 /反华议员 0闻名在外 "这些议员在党内资历颇

深 ,作为年轻新锐政治家的奥巴马能否顶得住党内大佬的压力 , 的确是一个问题 "从

国会的压力来看 ,人权 !环保 !宗教 自由和贸易保护主义是最容易引发矛盾的领域 "

长期以来 ,美国国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从来没有停止过 "年轻的奥巴马如果不

去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 ,一定会被美国的极端分子指责为两面派或者伪君子 "同时 ,

美国金融危机造成了千万家庭失去辛辛苦苦买来的房子 ,失业率的上升拷问着美国

民众脆弱的心灵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美国人希望找一个出气筒 ,无所不在的中国产品

必将成为美国人发泄自己郁闷的借口"这一切都会在奥巴马的第一任期成为麻烦 "

四 !结 论

尽管民主党在本次大选中大获全胜 ,一举在参众两院 !州长角逐中占据领先优

势 ,但总体上并没有打破美国两党僵持的政治格局 ,美国政治的生态没有发生根本

性的变化 ,仅仅是美国保守主义处理世界事务之豪迈理想的受挫而做出的一种暂

时性调整 ,并非长期的稳定结构 ,今后美国政治很可能将沿着一条新中间主义的路

线前进 ,美国政治的色调将呈现为红蓝交错的紫色 "20 08 年大选表明 , 美国政治

走向紫军政治的趋势 ,将美国置于一个犹豫难决的尴尬处境 "摆在美国政治家面

前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在国际事务上 ,面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和伊斯兰世界反美主

义上升的挑战 ,美国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 ,短时期内很难有明

确的答案 ;二是在国内事务上 , 面对保守主义自由化和自由主义保守化的交错发

展 ,在经济 !就业 !社会保障 !环境保护 !价值观 !保护与开放的国际经济政策之间也

很难快刀斩乱麻 "如此众多的问题要求美国政界展开充分的辩论 , 而围绕这些问

题的辩论 , 中国间题暂时还不会成为辩论的焦点 , 至少不会成为辩论的中心 "因

此 ,在美国的政治日程中 ,对华战略和政策将保持相对稳定 , 中美关系的大格局短

期内不会发生动荡 "中国今后开展对美外交的思路 ,应该着眼于维护大局稳定 ,注

重基础工作 ,实现重点突破 ,努力营造中美全球合作伙伴关系的未来 "

8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