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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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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亚玲

  [摘要 ]  自 20世纪 80年代正式介入政治游说以来, 古巴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便以反母国游说著称。这主要为古裔美国人的结

构性特征所决定, 即人口类型极化、政治待遇差距大和地理上相对集中。这些结构性特征使得政治移民在古裔美国人的游说实践中

拥有压倒性优势。尽管随着其结构性特征的演变,自 20世纪末起古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便逐渐向正常化方向发展,但这一进程仍存

在较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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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全球公认最为成功的族裔游说团体以色列裔美

国人相比,仅占美国总人口 0. 5%的古巴裔美国人的政

治游说不仅同样成功,而且相当独特, 尽管其知名度不

及前者。其成功在于, 尽管自古巴革命以来美国实施

的贸易禁运政策根本没有达到目标,
112
但却被成功地

维持了近半个世纪,而且至少在短期内仍将延续; 其独

特之处在于,绝大多数族裔游说都为了促进其母国 (或

移出国 )的国家利益, 但古裔美国人却从事着反母国的

游说, 旨在强化对古巴的禁运, 甚至推翻古巴现政权。

尽管如此,但却少有人关注古裔美国人的游说实践,更

多将其成功与独特性归因于美国政客的选票需求。因

此,对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有关族裔游说的理论来说,

考察古裔美国人政治游说的历史演变和未来发展,具

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一、古裔美国人反母国游说的历史发展

自 20世纪 80年代初开始真正利用政治游说影响

美古关系和美国对古巴政策以来, 古裔美国人的政治

游说的界定性特征便是反母国游说。在此之前, 古裔

美国人经历了近 20年的流亡政治,政治参与度较低,

更多试图通过暴动、暗杀等极端手段推翻古巴政权进

而重返古巴。
122
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古裔美国人开

始加入和自创各种利益集团, 特别是于 1981年效仿犹

太人创建了古裔美国人全国基金会 ( The Cuban Am er-i

can National Foundation,以下简称 /古美基金会 0 )。古

美基金会迅速发展成为古裔美国人政治游说的代表性

组织,这标志着古裔美国人政治游说的正式开始。此

后, 古裔美国人的游说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自 1981年至 1989年的整个 20世纪 80

年代,是古裔美国人与美国政府牢固结盟的时期。

根据一位学者的观点, 古裔美国人对美国古巴政

策的影响力最大的时期是整个 20世纪 80年代。
132
原

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一时期古美基金会与联邦政府,

尤其是里根政府有着特殊关系, 并享受着诸多特权。

首先,在其建立之初,古美基金会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强

有力的竞争。当时,对美国的古巴政策感兴趣的组织

数量较少且经济实力很弱。相比之下, 古美基金会拥

有充足的资金, 其主席由曾参与猪湾事件的古巴裔大

商人乔治 #迈斯 #卡诺萨 ( JorgeM as Canosa)担任,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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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基金会领导委员会成员每人每年需缴纳 1万美元会

费,共几百人的高级会员每人每年交纳 1000美金,上

万名普通会员每人每年交纳 120美元。
142

其次,古美基金会与里根政府的立场近乎完全相

同,因而得到里根政府的大力支持。从一开始起, 里根

政府便鼓励和支持古美基金会的出现,认为其是 /有助
于促进美国政策利益的明智的政治发展 0。152

这种支持

一方面是由于里根重新升级冷战、并在拉丁美洲采取

更具进攻性的反共产主义立场,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总

统先前对古巴政策的控制权正遭到来自国会等其他部

门的更大竞争。
162
作为一个极端保守的政治组织, 古美

基金会主张美国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

反对任何的妥协和谈判,这正是里根政府所需要的。

正如卡诺萨所引以为豪的, 古美基金会这一时期

的最大成功是促成里根总统于 1985年批准建立专门

从事反古巴宣传的马蒂电台。尽管遭到自由派团体古

裔美国人委员会 ( Cuban Am erican Comm ittee)的竭力

反对, 古美基金会成立伊始便鼓动里根政府创建这一

电台。通过邀请思想库论证、收买关键议员及攻击反

对者等手段, 它成功地使国会两院于 1983年批准该提

案,并为电台设立专门提出拨款预案。
172

古美基金会此期与联邦政府的联盟关系相当牢

固,成为影响美国对古政策的最重要力量。例如, 就在

古美基金会创建两年后的 1983年, 里根政府建立了全

国民主基金会 ( N ational Endowm en t for Dem ocracy)以

便在全球促进民主。全国民主基金会向古美基金会的

前线团体,如欧洲古巴人权联盟 ( Eu ropean Coalition for

H um an R ights in Cuba)等,提供了几十万美元的资助。

又如, 自 1988年起, 美国移民归化局与古美基金会达

成一项名为 /出埃及计划 0 ( Pro ject Exodus)的特殊安

排,允许得到古美基金会资助的古巴流亡人员从第三

国进入美国。该项目使古美基金会在美国的支持者大

增,同时也得到更多的政府赞助。
182

第二阶段:大致从 1990年开始至 1997年, 古裔美

国人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取得多项重大成就, 进入其

政治游说的鼎盛时期。

20世纪 90年代,古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陷入一种

颇为尴尬的处境。首先, 冷战结束, 使古巴在美国对外

政策中的战略地位大为下降。其次, 古巴为缓解冷战

结束带来的困境,开始实施内政外交改革。第三, 美国

国内也出现了一些缓解对古巴的制裁、同古巴接触的

声音。最后,经济移民和第二代古裔美国人的力量正

逐渐成长, 而他们总体上是反对强化制裁古巴的。这

些变化使古裔强硬派产生了一种危机感 ) ) ) /他们感

到曾经扮演过的政治核心的角色正在从指尖滑落0,并

/确信必须采用一切手段影响美古关系的发展0。192

以这一危机感为动力, 古裔美国人在 20世纪 90

年代取得了令人侧目的成就。首先是 51992年古巴民

主法 6 (Cuban D em ocracy A ct of 1992, 又称 5托里切利
法6 )的生效。

1102
尽管充满争议且一开始并未得到老布

什的支持,但正是古裔美国人的游说努力为其通过提

供了坚实基础。一方面,古美基金会长期为国会议员

提供赞助,向众议院提交法案草案的托里切利在 1983

年至 1997年间共获得古裔社团捐赠达 25. 5万美元,而

向参议院提交法案草案的格雷厄姆在竞争参议员期间

也获得了 13. 9万美元捐赠。
1112
另一方面, 古裔美国人

在 1992年大选中采取两面下注的手法。在古美基金

会的组织下, 古裔美国人共向克林顿捐献 27. 5万美

元, 向老布什捐献 55万美元。
1122
这使老布什最终迫于

选举压力签署了该法案。

其次,是 51996年古巴自由民主团结法 6 (Cuban

L iberty and D emocratic Solidarity A ct of 1996, 即著名的 5赫

尔姆斯 ) 伯顿法6 )的通过和生效, 而这是古裔美国人

和古美基金会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最大胜利。 1995年 2

月, 赫尔姆斯和共和党众议院丹 #伯顿向国会提交了
5赫尔姆斯 ) 伯顿法案6。该法案将过去几年来美国对

古巴实施制裁的行政命令汇编起来, 如果获得批准, 将

是自美古关系僵化以来最严厉的制裁。其具有治外法

权性质的条款, 基本反映了古裔强硬派和古美基金会

的立场, 尽管遭到美国盟友的强烈反对。主张解除对

古巴制裁的美国 ) 古巴基金会 ( U. S. Cuba Founda-

tion)认为, /该法案不是为古巴带来自由的方案, 而是

补偿那些富裕的 (前 )古巴大地主的诡计。01132
克林顿

总统最终于 1996年 3月 12日签署了该法案, 标志着古

美基金会的最终获胜。
1142

此外,古美基金会还在 1993年成功地否决了克林

顿总统有关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提名。

一开始, 克林顿总统提名由著名古裔美国人马里奥 #

贝扎 (M ario Baeza)担任此职, 但卡诺萨以贝扎曾两次

访问古巴、且因其不是古美基金会成员而可能对古巴

/软弱 0为由,予以反对。最终,克林顿不得不打消了这

一想法。
1152

第三阶段:自 1997年至今, 由于多方面原因,古裔

美国人政治游说的反母国特征逐渐减弱, 进入一个转

型时期。

随着卡诺萨于 1997年去世,古裔美国人的政治游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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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呈现出衰落和转型之势。其原因相当复杂, 既有古

巴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地位下降的因素, 也有因内部人

口结构变化导致的古裔美国人关注点的转变, 还有国

际社会对美国长期对古制裁政策的普遍反对, 而古美

基金会自身的演变也相当重要。

在卡诺萨于 1997年去世后, 古美基金会经历了一

场导致组织分裂的领导危机。卡诺萨的儿子担任了新

的领导,决定采取更为温和的行动, 即促进古巴向民主

与资本主义的和平转型。这一导向引起基金会内部一

向占主导地位的强硬派的反对。 2001年 8月, 20位强

硬派成员宣布退出古美基金会并成立古巴自由委员会

( Cuban L iberty Council),继续游说美国政府奉行强硬

政策。尽管古巴自由委员会无法与古美基金会抗衡,

事实上还在某些强硬政策领域与后者合作, 但这仍标

志着古裔强硬派游说组织正逐渐走向没落。
1162

古裔美国人内部强硬派的衰落, 其实自老布什政

府时期便已显露,到克林顿时期更为明显。尽管5托里

切利法 6和5赫尔姆斯 ) 伯顿法6最终均获通过,但无论

是老布什还是克林顿, 最终都是迫于无奈分别签署这

两个法案的。到执政后期, 克林顿政府不再关注强硬

派古裔人的政治诉求,最为明显的体现是 1999) 2000

年的埃连事件。尽管古美基金会从事件一开始便将埃

连塑造为 /卡斯特罗政权的牺牲品 0, 1172
但克林顿政府

仍坚持将埃连送到其亲生父亲那里, 并最终派出司法

部特工抢人。
1182
同样是在 2000年, 美国参众两院通过

决议, 允许美国取消对古巴的粮食和药品禁运, 克林顿

也对此表示支持。

古裔美国人政治游说的转型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

府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强硬派的影响持续衰落, 温和

派尚未充分发展起来, 美国对古政策中的古裔游说影

响正在下降。尽管小布什政府仍坚持对古巴的强硬政

策,特别是设立了 /援助自由古巴委员会 0 ( Comm ission

for A ssistance to a FreeCuba; CAFC),
1192
但古裔美国人

在其中的影响力却相当小。古美基金会甚至没有收到

参加这一委员会设立仪式的邀请。
1202
奥巴马政府与小

布什政府一样,仍坚持对古巴的强硬政策,但却在不断

尝试放松对古巴的禁运, 而古裔美国人在其中同样没

有发挥多大的影响力。

二、古裔美国人的结构性特征与反母国游说

尽管强硬派古裔美国人的影响力正在下降, 但他

们仍主导着古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到目前为止, 反母

国游说仍是其最根本的界定性特征。在美古关系及更

为宏大的国际环境因素之外, 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古裔

美国人的结构性特征所决定的。

自 1831年第一个古巴移民社区出现在佛罗里达

州基维斯特至 1959年古巴革命前,并未出现大规模的

古巴人移居美国的现象。 1959年的古巴革命, 既逆转

了美古关系, 又触发了此后四次大规模的移民潮:在从

1959年至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前的 /黄金移民 0

(Golden Exiles)时期, 大约有 24万 8千名古巴人来到

美国。
1212

1965年,古巴宣布开放马里奥港, 允许那些在

美国有亲属的人自由出境, 古巴人移居美国进入了第

二阶段, 即一直持续到 1973年的自由通航 ( Freedom

F ligh ts)时期, 这一时期进入美国的古巴人数约 29万

人。第三阶段始于 1980年的马埃尔偷渡事件 (M ariel

Boatlift),直到 8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古巴移民约近 20

万。第四阶段是自冷战结束至今, 其代表性事件是

1994年的木筏漂流潮, 这一时期的移民速度大为放缓,

在约 20年的时间里,古裔美国人的数量总计增加约 30

万人,其中还包括大量在美国出生的古裔美国人口 (表

一 )。
1222
这四次古巴移民潮使古裔美国人呈现出明显

的结构性特征,即人口类型极化、政治待遇差距大和地

理上相对集中, 从而为古裔美国人中的政治移民取得

主导性优势提供了有力保障, 也使古裔美国人的反母

国游说得以长期持续。

表一  古裔美国人的数量变化 ( 1970-2004)

年份 1970 1980 1990 2000 2004

数量 544, 600 803, 226 1, 1000, 000 1, 241, 685 1, 437, 828

  作者根据以下资料整理: D ianne Schm idley and Ar thur

C resce, / Track ing H ispan ic E thnicity: Evaluation of Cu rrent Popu-

lation Survey D ata Q uality for the Question on H ispan ic O r ig in,

1971 to 2004, 0 C ensu s Bu reau, W orking PaperN o. 80, D ecem-

ber 2005, http: //www. cen su s. gov/population /www /docum en ta-

tion /twps0080 /twps0080. h tm ,l accessed on June 15, 2010; B etsy

Guzm an, / The H ispan ic Popu lation, 0 C ensus 2000 B rief, M ay

2001, U. S. C ensus Bu reau; / The Amer ican Community ) H i-s

pan ics: 2004, 0 Am ericanC ommunity SurveyR ep orts, ACS-03, Febru-

ary 2007, U. S. C ensu s Bureau.

  首先,不同的移民背景决定了古裔美国人内部的

人口结构和参政意愿, 政治移民的政治参与热情要远

高于经济移民。

在第一、二次移民潮时期到达美国的古巴移民, 大

部分都属于政治性质的移民, 有的甚至与革命前的政

权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例如, 1963年的一份调查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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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际论坛6 2011年第 1期



示,第一阶段的古巴移民中有 40%是出于害怕遭受政

治迫害而离开古巴的, 37%的人是因为不满卡斯特罗

政府的改革政策而离开,而只有 6%的人是因为失去工

作或收入的保障而来到美国。
1232
在第二次移民潮中,由

于有在美国有亲属的前提条件, 因此此期的移民也大

多出于政治原因。但与前一阶段有所区别的是, 由于

在第一阶段中绝大多数古巴商人、小企业主和地主首

先将其妻儿送到美国, 因此这批移民主要是上次移民

潮中未来得及逃出古巴的中小企业主和商人 ) ) ) 尽管

其政治原因也同样明显。
1242

进入 20世纪 80年代后, 来自古巴的经济移民逐

渐占据多数。无论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移民潮, 都更

多地出于经济原因。 1980年, 一方面由于卡斯特罗邀

请流亡者回国探亲给古巴人以强烈冲击, 另一方面古

巴国内经济正经历衰退, 进而直接诱发第三次移民潮。

在这次移民潮中,黑人和混血人种的比例占到了 40% ,

远远超过前两次 3%的比例; 男性比例也首次超过女

性,达到 70. 2% , 而在第二次移民潮中女性占了

58%。
1252
这些移民大都来自古巴的哈瓦那、卡德纳斯、

圣多明各等城市, 以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和技术工人

居多。尽管声称出于政治原因离开古巴, 但其中 70%

的为蓝领阶层的事实证明, 这些移民更多是经济性质

的。第四次移民潮与第三次有着类似的结构, 其中以

贫困者居多,受教育的程度不高, 缺乏专业技术, 且均

为青壮年,大多数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出走。
1262

政治类移民的参政意愿远高于经济类移民, 原因

主要在于:一方面,政治移民有着更强的经济基础。第

一波古巴移民之所以被称作 /黄金移民 0, 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他们是带着大量的家产到美国的; 而第二波的

商人、小企业主和地主也有着较强的经济实力。相比

之下, 经济移民更多是为了到美国寻求更好的就业而

去的, 其经济基础相对较弱。另一方面, 政治移民所受

过的教育也要高于经济移民。在第一批古巴移民中,

有 36%完成了高中或大学教育, 而当时古巴国内人民

的受教育程度同比只有 4%。移民的教育水平决定了

他们的职业,在这批移民中,专业技术人员占 22% ,行

政管理者占 12%,有 3%的移民是律师。
1272
而经济移民

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 因此多是蓝领工人甚至青壮

年无业人员。

其次,古巴裔政治移民和经济移民在美国所享受

的政治待遇远为不同, 进一步强化了政治类移民的影

响力。

由于第一、二阶段的古巴移民更多是政治性的,美

国政府不仅很宽松地赋予其 /难民0地位, 有时甚至赋

予其 /流亡人士 0地位。例如,肯尼迪总统在第一次古

巴移民潮开始后, 迅速依据 51953年难民救济法 6启动

了 /古巴难民工程0,无条件地对古巴难民提供物质援

助。 1962年又颁布 5迁移和难民救助法 6, 加大对古巴

难民的救助力度, 包括为难民提供交通便利和就业指

导项目等,以使他们更快适应美国社会。
1282
到第二次移

民潮时, 美国国会于 1966年 11月通过了 5古巴难民调

整法 6,给予古巴难民以特殊的照顾, 使古巴难民不受

移民规定限制, 允许在美国生活两年以上的古巴难民

申请永久居民身份。古巴政治移民所获得的待遇甚至

远高于其他加勒比海国家的移民。例如, 1965年多米

尼加爆发内战和海地宣布总统终身制后, 两国分别有

数以万计的人民逃往美国,但都遭到拒绝。
1292
美国政府

给予古巴移民的如此待遇, 赋予了古巴政治移民以很

强的政治参与能力。

与政治移民相比, 经济移民的待遇就要差得多。

1980年马埃尔偷渡事件发生后,大量古巴移民涌入美

国, 对美国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 特别是在南佛罗里达

地区,约 70% 75%的难民集中在这一地区,迈阿密所

在的戴得县失业率由 5% 陡升至 13%。面对此现实,

卡特政府改变了长期以来对古巴难民的 /登陆自动生
效0的无条件接纳政策, 取消了古巴移民的 /政治难民0

身份和永久居留权, 而仅给予 /入境者 0身份和临时居

住权。
1302
在 1994年木筏漂流潮发生后,美国进一步加

强了对经济移民的限制,并同古巴政府达成协议,同意

每年接收 2万古巴移民,但要求古巴政府加强管制, 禁

止古巴人非法出境。由于其政治待遇远低于政治移

民, 同时经济基础也较弱, 经济移民参与政治的能力和

意愿相比都要低于政治移民。

第三,古裔美国人在地理分布上相对集中,使政治

移民的数量优势被进一步放大。

尽管在除怀俄明和佛蒙特之外的 48个州都有古

裔美国人居住, 但其地理分布事实上高度集中。根据

一项调查, 2006年,古裔美国人数量最多的 5个州中,

佛罗里达州有多达 99万古裔美国人,而新泽西州仅有

8. 1万人,纽约州 7. 8万,加利福尼亚州 7. 4万, 位居第

五的得克萨斯州只有 3. 4万。
1312
而同一时期的古裔美

国人总人口还不到 150万, 这意味着佛罗里达州的古

裔美国人口占到了古裔美国人总数的 68%左右。居住

在佛罗里达的古裔美国人则主要分布于迈阿密、奥兰

多、基维斯特和坦帕四个城市, 其中又以迈阿密居首。

在佛罗里达州之外, 纽约州也是古裔美国人相对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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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其中联合城更是古巴移民的第二大聚居区,甚

至被喻为哈德逊河谷的 /哈瓦那 0。1322

聚居使古裔美国人中政治移民的数量优势被进一

步放大。如前表一所示,到 1970年古裔美国人口为 54

万人, 1980年为 80万, 而到 2004年为 143万, 即便考

虑到死亡等原因, 政治移民的数量仍是相当可观的。

另一份调查显示,到 2004年, 在第一代古裔美国人中,

有 64. 8%是 1990年以来移入的。
1332
尽管这一数据并

不能直接证明政治移民的比例, 但结合前一数据, 可得

知政治移民的数量优势。在美国 /赢者通吃 0的选举制

度下, 高度聚居意味着经济移民因数量不占优势而选

票影响力大为下降甚至消失, 而政治移民的数量优势

则被放大为可代表整个古裔美国人团体。

综上所述,由于其政治参与意愿更强、政治待遇更

高、经济基础更好、政治影响更大, 古裔美国人中政治

移民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古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 进而

形成了其反母国的界定性特征。

三、古裔美国人政治游说的未来发展

在美国,一般形态或正常性的族裔游说包括两个

方面: 一是族裔游说始终面临着爱国主义的两难, 即到

底是爱美国,还是爱母国;二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族

裔游说有两种方式, 即积极游说与消极游说。积极游

说指以促进母国利益为导向的游说实践, 而消极游说

则是回避与母国利益相联系的游说活动, 仅为自身的

公民、社会权利等游说。
1342
就古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而

言,如前所述, 它正朝向不那么强硬、不那么反母国的

方向发展; 换句话说, 古裔美国人的游说正迈向正常

化 ) ) ) 即逐渐放弃反母国游说、转而采取积极游说或
消极游说。但这一道路可能较为漫长, 障碍主要来自

两个方面。

一方面,由其反母国游说而来的, 古裔美国人可在

无须真正深度融入美国政治的同时获得强大的政治影

响;因此,古裔游说的正常化需要真正理解爱国主义与

族裔游说的关系。

对于古裔美国人而言,由于其游说的反母国性质,

因此完全不会遭遇其他族裔所面临的爱国主义两难。

由于更多以政治移民的方式来到美国, 古裔美国人从

一开始便受到了更高的政治待遇, 再加上他们坚定地

反对古巴现政权, 使得人们从未质疑古裔美国人的爱

国主义 (爱美国 )。正如第一位古巴裔女参议员丽拉#
罗丝拉廷恩所说: /古巴人真正开始参与美国政治是在

70年代末,使古巴获得自由仍是我们首要关注的议题,

我们与共和党站在一起就是因为它的纲领是反共产主

义的。01352

这样,古裔美国人既未被要求、也未主动地真正融

入美国政治, 尽管他们相当娴熟地利用了美国政治, 并

可能表现出比其他族裔更高的政治参与度。如前所

述, 古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更多来源于古巴移民的流

亡者政治的失败, 族裔政治成了不得己的选择。虽然

古巴流亡者的政治努力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它带来的

直接影响是古巴移民的祖国情结得以保存。这种祖国

情绪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古巴人入籍美国有个艰

难的心理过程。在 20世纪 60年代, 很多古巴移民并

不希望在美国开始新生活, 反而希望能在卡斯特罗政

权结束后回到古巴。
1362

196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 迈阿

密地区持这一想法的古巴移民高达 83% , 西纽约地区

也达 71. 2% 。
1372
这一情况直到 70年代中期才得以改

善, 当时古巴移民发起了一场 /入籍运动 0,号召有资格

加入美国国籍的古巴移民加入, 并成立相关组织帮助

申请者通过入籍考试。

其次,尽管通过 20世纪 70年代的 /入籍运动 0后

大量古巴移民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并较高程度地参与

了政治, 但这种参与更多是以族裔为基础, 并非真正融

入美国政治的表现。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古裔移民来

说, 加入美国国籍与他们保持对祖国的感情并不冲突,

更多的流亡者希望通过加入美国国籍, 获得参与美国

政治的权利, 进而借助美国的政治影响力去打击卡斯

特罗政权。另一方面,古裔美国人通过聚居以另一种

方式延续其对祖国的忠诚, 20世纪 60年代末开始出现

的 /缓慢回流 0 ( trickle- back )现象便是典型。
1382
尽管

美国政府曾设法使古巴移民散居全美,但自 20世纪 60

年代末起,大量古裔移民不断迁往迈阿密, 使其发展成

为除古巴首都哈瓦那之外的第二大古巴人聚居地。究

其原因, 不仅有迈阿密与古巴在气候、人文环境等方面

的相似性,更有古裔美国人在返古希望日益渺茫的情

况下,将迈阿密当作 /另一个古巴 0的情感忠诚。这充

分证明古裔美国人仍相对封闭, 没有真正融入美国

政治。

由此可见,古裔美国人游说的真正优势在于其政

治游说的反母国性质,因此这也将是其未来发展、或者

说正常化的重大障碍所在。古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要

实现正常化发展, 就必须真正理解族裔游说与爱国主

义之间的关系,而这就涉及到对游说手段的重新选择,

即逐步放弃反母国游说,向消极游说和积极游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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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古裔美国人需要在游说过程中, 或者在试

图促进古巴利益的同时, 表现出强烈的热爱美国情感;

或者只针对涉及自身利益的美国国内问题进行游说,

从而回避爱国主义的问题。所有这些, 都是当前古裔

美国人反母国游说所未曾面对过的新问题。

另一方面, 由于政治移民及其游说组织的强大影

响,古裔游说的正常化需要重塑族裔的结构性特征及

与此相关联的政治游说组织。

如前所述,古裔美国人中的政治移民及其组织、特

别是古美基金会主导着其政治游说, 要实现正常化就

必须改变这一现状。但当前仍面临着两个问题。首

先,尽管反母国游说正在减弱, 但仍占据着压倒性优

势。目前,古裔美国人内部对强硬派的支持正在逐渐

减弱。例如,美国商会会长在 2010年 4月的一次国会

作证中说,最近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 古巴裔美国人对

于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禁运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 50%

的古巴裔美国人赞同解除旅行限制, 41% 的支持解除

禁运。
1392
但与此同时, 强硬派的古裔人仍占据着优势。

第一个优势来自于数量,根据 2007年美国人口统计局

的一份报告,古巴人的平均年龄是西班牙裔美国人中

最高的,达到 40. 6岁; 同时古巴裔美国人中 65岁及以

上的比例也是最高的, 达到 18% (见图一 )。
1402
这些数

据说明,在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到美国的古巴政治移

民仍占据着古裔美国人的大多数, 而他们更多是支持

反母国游说的。第二个优势来自于政治惯性或路径依

赖,尽管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都不将古巴

视作安全威胁,但的确认为民主是值得推广的, 而这正

是维持对古巴禁运的重要原因。小布什认为, 对古巴

的制裁 /不只是政策工具, 更是道德宣言。0奥巴马也声

称将维持对卡斯特罗政权的禁运,直到哈瓦那 /实现社

会与政治自由0。

图一  古裔美国人年龄结构图 ( 2007)

 资料来源: / The Am erican Community) H ispan ics: 2004, 0 p. 7.

  第二,尽管出现了一些推动消极游说和积极游说

发展的力量, 但就推动古裔美国人政治游说正常化而

言, 这仍很不够。古裔美国人的消极游说自 20世纪 70

年代便已开始, 其首次成功是于 1973年使戴得县通过

了 /双语条例0,维护自身的公民、社会方面的权利。随

着古裔美国人日益深入地参与美国政治, 为古裔人的

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进行的游说必将迅速发

展。但古裔人的消极游说仍不重要, 特别是在小布什

政府后期有关移民改革的争论中, 古裔美国人的影响

几乎可以忽视。

古裔美国人的游说组织也正发生积极变化, 但显

然不够。温和派已在古美基金会内取得主导地位, 新

近的例子是参与撰写布鲁金斯学会 2009年的一份报

告, 建议奥巴马政府采取诸如缓解贸易禁运的措施。
1412

尽管如此,古美基金会在许多问题上仍坚持着强硬立

场。与此同时,少量旨在积极游说的团体正得到发展,

以期直接促进母国利益。 2001年, 一批反对禁运的古

裔美国人成立了古巴政策基金会 ( Cuba Po licy Founda-

tion) ,被认为很快将成为反禁运的 /上帝选民0。但事

实上,该团体的成立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推动的,特别

是近年来一些反对美国继续对古巴实施禁运的团体的

推动,如美国商会、美国接触 ( USA-Engage)以及美国国

会于 2001年成立的一个两党反禁运团体 ) ) ) 古巴工

作组 ( CubaW ork ing Group)等。
1422

综上所述,尽管古裔美国人的反母国游说正在遭

到削弱, 但古裔游说的正常化仍需较长时间, 未来的发

展路径很可能是: 第一阶段, 反母国游说持续衰落, 消

极游说开始迅速发展, 旨在从事积极游说的团体逐渐

成立和发展。第二阶段,消极游说逐渐成为古裔美国

人游说的主要形态, 反母国游说可能继续存在但影响

力大为下降, 积极游说逐渐开始显现影响力。第三阶

段, 反母国游说消失,消极游说和积极游说都得到长足

发展,古裔美国人对促进古美关系的发展产生积极的

影响。

结束语

古裔美国人政治游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反母国游

说, 这使它避免了其他族裔游说难以回避的爱国主义

两难,同时也无须在消极游说与积极游说之间作出选

择。这一独特性既源于其独特的内部结构性特征, 也

将因这一结构性特征的变化而逐渐消失。长期而言,

古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必将走上正常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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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独特现象给人以重大启发。首先, 它丰富了

对族裔游说与爱国主义的理解。既有文献对于族裔游

说的探讨都无法回避其所面临的爱国主义两难问题,

但古裔美国人的游说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很大程度上

被忽视了的案例, 进而需要对族裔游说的理论加以修

正和完善。其次,它提供了无须深度融入美国政治、同

时可获得强大政治影响力的案例。古裔美国人通过其

反母国游说,获得了无须展示爱国主义即可重大地影

响美国对外政策的能力, 甚至可在迈阿密、联合城等地

建立其精神家园,值得深入分析和探讨。第三, 它也为

思考台湾裔美国人的游说提供了新的视角。就其精神

气质而言,台湾裔美国人很大程度上也在从事反母国

游说; 但其区别之处在于,其精神家园不在美国, 而在

台湾岛。因此, 似乎可从古裔美国人游说的历史和未

来发展中,得出一些如何应对、利用甚或开发台湾裔美

国人的游说力量的有用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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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and emp irical study of internationalm acroeconom ic policy coord ination have becom em atured, w ith in-

ternational econom ic in terdependence and profitability analy sis as the base content and Gam e Theory as the analy sis

fram ework. In practice, them echanism of policy coordination evolves from G7 to G20. 2010 seesG20ps process of

in stitu tionalisation, wh ich is one of the hottest issues nowadays. The paper review s coordination theory and the

process of the em ergence and developm ent of G7 and G20. On th is basis, the paper provides f ive aspects of the con-

tent of the in stitutionalisation program of G20 and what China shou ld do in th is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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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ba-Am erican lobbying is no ted for its an t-i hom e coun try nature ever since they began to practice in lobbying in

the 1980 s. Th is is pre-de term ined by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ba-Am erican, they are its polarization of

its popu lation, differen tiation of po litical status of two types of population, and its geographical centralization. Thes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m ake the political mi m igrants have m uch b igger influence in the lobbying practice that is

characterized as ant-i hom e country lobbying. W ith the changes of thes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the Cuban-Am er-i

can lobbying has beenm oving tow ard a norm al state since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bu t th is process still encoun ters

big obsta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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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resu lt of the severe shortage of petrol and natural gas resources, Indiaps energy security is confron ted w ith a big

challenge. In order to so lve the problem and guaran tee its energy safety, the Ind ian governm en t has taken a series of

m easures, m ainly including the increase of petrol and natural gas production, the establishm ent of strateg ic petrol re-

serve, the developm ent of other energies, the mi provem ent of the energy u sing efficiency, bettering in petrol prod-

ucts and active energy diplom acy. However, due to the shortage of petrol and natural gas reserve, they cou ld on ly

solve the energy problem s to som e exten ,t although their reform has got som e effects. That is to say, they could no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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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T he Latest D evelopm en t and Im p acts o f Iraq iK urd ish A u tonom y by M in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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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m ilitary strength in the Kurdish au tonom y region. Th is m arks a new stage of the developm ent of the K urd 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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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ionsh ip betw een / three countries and four sides0, that is betw een Iraq, Iran, Tu rkey and the Kurdish Autono-

m ous R egion of Iraq has com e in to shape which m ay have greater influence on the deve lopm ent of the K urd 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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