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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文章

美国政治再结盟及其实现条件
①

卜蒙矛

〔内容提要 」 年大选在美国历 史上是 空前的
,

既反

映 了美国社会所发生的一 些 变化
,

也有可 能启动 美国政 治再

结盟的过程
。

美国的人 口 构成
、

社会 思 潮
、

代 际钟摆 效 应
,

是 美国 出现政治再结盟现 象的主要条件 而 伊拉 克战争
、

福

利体 系和移民问题
,

则构成 了诱发再 次 出现政 治 再结 盟现 象

的冲突性议题
。

目前
,

美国 已 经 出现 了一 些政 治再结盟的迹

象
,

虽然不 太可能会 出现经 典意义 上 的政 治 再结盟
,

但是 次

一级原则和价值方 面 的变化 已 经 不 可避免
。

〔关键词 」 美国
,

政治再结 盟
,

临界点 选举
,

非洲裔美

国人

① 本文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 目
“
反恐时代的美国 国家

安全战略
”

部分成果
。

⑦ 张家栋 复旦大学美 国研究 中心 副教授
,

国际关系学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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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再结盟
”

是政治生活一种正常的周期性摆

动现象
,

在不同国家和社会中有不同的表现
。

在发展 中国家
,

政治再结盟往

往以阶级
、

种族
、

宗教等传统的认同体为基本单位
。

而在发达国家
,

政治再

结盟往往源于思想
、

原则
、

议题或政策等方面的变化
。

从总体上看
,

政治再

结盟的基础是社会力量的重组和转型
,

其实质是政党支持群体的转移
,

其表

现是选举结果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极端分化的现象
。

从美国立 国以来
,

其政

治生活出现明显的周期性摆动现象
,

政治再结盟几乎成为美国政治史中的一

种常态
。

但是无论美国政府如何变化
,

美国主流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思潮并没

有发生质变
。

在美国建国 多年来的 届总统中
,

除了肯尼迪是天主教徒

以外
,

其他总统全部是清教徒
,

并且全部是 白人
、

男性
,

还 以年富力强的中

年人居多
。

而 年美国总统大选
,

在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地出现 了一位非

洲裔人主白宫的可能
,

必将对美国社会带来重大的影响
。

考虑到一直 以来美

国总统在美国政治体系中所发挥的政治变革功能
,

这预示着美国将要 出现又

一次政治再结盟现象
。

一
、

政治再结盟理论

政治生活周期性变化的动力
,

一般来 自于现存政治系统在不断变化的社

会现实面前的不适应甚至是缓慢腐朽
。

当一个政治系统僵化 达

到一定程度时
,

未解决的社会问题就会大量堆集
,

构成不断增加的系统变化

压力
。

最终
,

一个新的政治再结盟将会 以一 两 次高度极化 面 的
“

临界点选举
”

或
“

再结盟选举
”

的形

式明确下来
, ① 并最终影响政治生活很长时间

。

在美国
,

由于其比较稳固的两党政治制度和特殊 的国情
,

这种再结盟现

象表现得更加明显
。

再结盟理论 叮 认为
,

早从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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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开始
,

美国大选就表现出不太规则的周期性循环
。

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一

循环的周期为 一 年
,

也就是大约一代人的时间
。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一

周期为 到 年左右
,

并用这个大周期来解释民主党从 年到 年
、

共和党从 年到 年
、

民主党从 年到 年或 年在美国政

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 ① 尽管学者们对循环周期的长短有不 同的观点

,

但都

承认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周期性特征是 比较明显的
, ② 政治再结盟在美国历史

上是确实存在着的
。

在政治再结盟的过程中
,

普通 的党派性 就会被一个更大

的党派性所取代
,

以一种深刻的方式重塑公众舆论
。

在一个两党政治体制中
,

赢家通吃成为规则
。

结果
,

在再结盟过程完成 以后
,

一个新的多数政党不仅

获得了政治权力
,

也取得 了美国政治核心事务的定义权
。

少数党为了生存
,

必须按照多数党的定义去行动
。

结果
,

在每一次临界点选举以后
,

一个持久

多数的政党就会形成
,

并主导美国政治相当长时间
。

在上世纪 年代民主党

的政治再结盟完成以后
,

在其后 的几十年里
,

共和党变成 了一个
“

我也是
”

政党
,

在美国长期处于边缘地位
。

美国政治生活中多次出现再结盟现象
,

与总统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

有着密切的联系
。

很多学者认为
,

美 国宪法并不是一个教条体系
,

而是一个

灵活的结构
,

强调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约束
,

这为美 国政治的机制性变化提供

了动力和指导
。

在这一制度安排中
,

总统不仅仅是促进改革的领导者
,

往往

也是新问题的中心
。 ③ 其结果是

,

总统不仅仅是社会变化的产物
,

本身也是

导致这些变化的一个关键根源
。 ④ 因此

,

当人们在定义临界点选举时
,

是 以

总统选举的结果来做主要依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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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美国政治再结盟的历程

一般来说
,

美国大选的结果反映了美国社会中的政治力量格局
。

但有时

候大选的结果也会将这一格局固定下来
,

在长期内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主

导性方向
。

所以
,

在考查美国历史上的政治再结盟过程时
,

临界点选举是最

为重要的考查对象和时间节点
。

在美国历史上
,

已经 出现过很多次临界点选

举
,

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并改写 了美国历史
。

这些选举可 以分为两大类 一

类是基本得到学术界认可的
、

出现在二战以前的临界点选举
,

另一类是存在

很大争议
、

但是又具有一定再结盟特征的选举
。

美国历史上 的五次临界点选举

第一次发生在 年
,

杰斐逊 领导的民主 —共和

党 一 战胜了汉密布顿 领

导的联邦党
,

将美国政治权力的中心从北方的新英格兰转

移到南方的农业区
。

赢得总统选举以后
,

民主 —共和党在国会的议席不断

增加
,

分别在 年
、

年和 年的众议院选举 中分别增加
、

和 的议席
,

三次选举共增加 的席位
。

经过不 同的党派斗

争
,

联邦党虽然以胜利者的身份 出现在美国选举政治
、

特别是国会选举中很

多年
,

但是到 年时
,

由于反对美英战争
,

最终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并退 出

历史舞台
。

第二次发生在 年
,

民主党候选人安德鲁
·

杰克逊

当选为美 国总统
。

在这次选举 中
,

民主 —共和党分裂为民主党和辉格党
,

从此开始 了美国的两党政治体系
。

杰克逊开创的美 国政治传

统被称为
“

杰克逊革命
” ,

不仅主导 了随后 的美国政

坛 年
,

还创造了延续至今的美国政党政治的主要形态
。

第三次是 年共和党候选人林肯 人主白宫
。

年辉格党崩溃 以后 美 国的政 党 关系一直处 于混乱之 中
,

还 出现 了美 国党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专题文束

美国政治再结盟及其实现条件

① 等第三党
。

这一局面在 年重新稳定下来
,

年总

统选举更标志着共和党的崛起
。

在竞选 中
,

共和党承诺将逐渐废除奴隶制
,

从而成为美国内战的导火索
。

结果
,

由于 内战的需要和时代机遇
,

林肯领导

的共和党政府很快实现 了废除奴隶制这一政治 目标
。

事实上
,

在 年以

前
,

共和党的崛起已经在国会选举中获得的席位中表现 出来 年共和党

占国会议席的
,

年增加到
,

年为
,

年时

则增加到
,

成为国会中的多数党
。

第四次是 年共和党候选人麦金莱 当选为总统
,

标志着美国工业化成果和城市政治权力的上升最终巩 固下来
。

麦金莱组成了

一个巩固的政治联盟
,

主导美国政坛达 年之久
。

这次总统选举还创造了

“

年制度
” ,

大规模的公司合并运动持续了至少 年
,

并在经济和政治

等方面持续地改变着美国
。

双方在竞选策略上也有很多创新
。

麦金莱在美国

历史上第一次从企业界大规模筹集竞选资金
,

形成了与对手 的资金优

势
。

而其对手民主党威廉
·

布赖恩 则发明了在关键

州大规模竞选的技巧
,

所宣扬 的 民粹主义 叩 和阶级斗争理念也成

为民主党发展的新方 向
。

第五次发生在 犯 年
,

民主党候选人富兰克林
·

罗斯福

。 在美 国经 济大 衰退 的愁 云 惨雾 中当选 为总统
。

罗斯 福新 政

不仅为美国建立 了一套社会福利制度
,

还改变了美国政治与社会

之间的关系
。
② 罗斯福形成了一个包括大城市精英

、

劳工联盟
、

天 主教徒
、

犹太人
、

西部人和南方人在内的持久联盟
,

为民主党赢得了持久的执政地位
。

例如
,

匹兹堡 自从 内战 以来 就是共和党 的据点
,

但从 年

美国大选 以后
,

民主党人担任市长直到今天
。

除 了赢得总统选举
,

民主党在

① 又名 ,
,

主要吸引了反对外来移民的本土 主义者
、

反奴隶制者和对辉格党和 民主

党都感到失望的人
。

年选举也是 年来最后一次两党都从全国范围内争取支持者和选票
。

以后
,

两党的支持群体和政党组织都出现区块化 现象
,

直到 年选举才有所改变
。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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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院的席位
,

还从 年的 和 年的
,

增加到 年的
,

并在随后 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控制着国会
。

上述五次选举都体现出明显的再结盟特征
,

不仅是一段时期内美国政治

社会变动的产物
,

选举本身还启动
、

巩固了政治再结盟过程
,

对美国以后数

十年的政治生活和社会活动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

所以
,

上述五次选

举被很多学者认定为典型的临界点选举
。

二战后具有再结盟特征的选举

第一次是 年民主党候选 人约翰逊 到 年

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 两次选举
。

这一时期的选举被称为与

罗斯福新政相对应的第二次新政选举
,

导致种族问题在美国政治中成为重要

因素
。

年时
,

只有 的非洲裔 自称是 民主党人 而到 年时
,

这

一 比例达到
,

并持续至今
。

年选举
,

尼克松则带来了选举战略方面

的革新
。

尼克松使用了
“

南部战略
” ,

向南部的白人选 民

承诺要增加州的权利
,

联邦政府不再强制性要求使用校车接送学生
。

其时
,

罗斯福新政联盟 已经持续了 年
,

经过 年代中期的城市暴乱和越南战争
,

这一联盟中的许多成员已经逐渐离去
,

为共和党的再度崛起准备了条件
。

但

是由于水门事件的爆发
,

这一再结盟过程被中断
。

民主党继续控制参议院直

到 年
,

并且在 到 年间继续控制参议院
,

对众议院的控制也持

续到 年
。

第二次是 年共和党候选人里根 获得总统选举的

胜利
。

在这次选举中
,

里根 以压倒性优势战胜 了民主党候选人卡特

①
,

共和党还是 年以来第一次控制参议院
,

并在随后的 届参议院

中 次获多数议席
。

虽然很多人认为 年选举还算不上一次临界点选举
,

因为美国在意识形态等方面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

但是美国选 民
、

特别是南部

保守派白人的政治态度却开始发生重大转折
,

更多的选 民转换阵营支持共和

① 卡特只底得了 个州
、

大约 的选举人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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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 ① 共和党本身的政治理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

在传统上
,

美国正统的清

教徒认为政治是世俗的
、

腐败的
,

对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并不积极
。

但是到上

世纪 年代时
,

一些保守派共和党人认为
,

共和党不能再继续在军事外交政

策和经济政策倾向于富人
,

因为在过去的 年中
,

共和党只赢得 次总统

选举中的 次
,

只控制了 届国会中的 届
,

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少数党
。

而

通过动员右翼宗教领袖的力量
、

在女性权利和堕胎等方面采取保守主义立场
,

共和党获得大量低收人正统基督教徒的政治支持
,

从而赢得 了过去 次总统

选举中的 次胜利
。 ② 从总体来看

,

在 到 年间
,

新政议题逐渐被公

民权利议题所取代
,

选 民的政党色彩逐渐淡漠
,

政治独立倾向有所加强
。

第三次是 年国会选举
。

这次选举使得共和党在 年以后
,

第一

次同时控制了国会两院
。

并且
,

对众议院的控制持续到 年中期选举
。

这

次选举以后
,

共和党在州议会选举中也逐渐获胜
,

到 年时占据了多数席

位
。

在 到 年间
,

共和党在州长职位也 占据多数
。

在这次中期选举

中
,

共和党赢得了民主党在罗斯福新政时期 占据的一些南方亲共和党议席
,

这些议席即使在 年中期选举 民主党大胜时也基本没有失去
。

此外
,

上世

纪 年代
,

政党衰落和民众政治独立倾向开始逆转
,

党派力量在选举中逐渐

增强
。

同时
,

宗教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之一
,

基督教联盟

向共和党提供了组织和资金支持
,

特别在州一级选举 中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

结果
,

目前美国各州根据国家议题重新结盟
,

大部分成为共和

党的红色州和民主党的蓝色州
,

中间州或关键州的数量在减少
,

美 国政治生

活的极化现象非常显著
,

选举中的变数和不确定性因素逐渐减少
。

上述三次选举发生在二战以后
。

从时间上看
,

与前五次相 比规律性和循

环特征不明显 从 内容上看
,

没有对美 国的政治地 图和基本原则造成冲击或

改造
。

但是
,

这些选举对一些次一级 的基本原则
,

如种族主义问题
、

公 民权

① , , “

明

口 一 , ,

即
一

珊
” ,

尸以众

及 亡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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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 “

祝
“ ,

妇以花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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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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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议题和宗教权利议题代替新政议题和党派力量的重新崛起等产生了重大影

响
,

所以被有些学者定义为临界点选举或类临界点选举
。

三
、

美国政治再结盟的实现条件和主要特征

无论是前五次得到公认的临界点选举
,

还是二战后的三次类似临界点选

举
,

都体现出一些规律性特征
。

从 中可 以发现美国政治再结盟 的一些条件
,

以及临界点选举的一些基本特征
。

美国政治再结盟的主要条件

美国出现政治再结盟现象需要一些前提条件
,

主要包括社会构成变化
、

社会思潮变迁
、

重要社会问题和代际钟摆效应四个方面
。

社会构成变化
。

美国社会构成变化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状况和人 口 构成

及其政治影响的变迁等方面
。

在经济方面
,

美国经济力量曾经 出现过从工业

区向农村再向城市
、

从北方 向南方再到北方
、

从东部向西部等方向的转移
。

在人 口构成方面
,

主要体现为白人与其他族裔之间在数量和政治能力之间的

对 比关系
。

社会思潮变迁
。

社会思潮变迁是导致政治再结盟的另一个条件
。

世纪

五六十年代兴起的废奴主义
,

世纪末的民粹主义和阶级斗争观念
,

世纪

年代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思考
,

都成为影响美国政治格局的主要 因素
。

孟要社会问题
。

一般来说
,

政治再结盟总是发生在美国面临严峻打击或

重大选择
,

并且 已经对社会心理造成重大损伤的时刻
。

世纪 年代美国

的政治混乱
、

世纪 年代的经济危机
、

世纪 年代越南战争等
,

都对

美国社会心理造成了重大的创伤
。

代际钟摆效应
。

美国民众在政治理念方面
,

与其宗教信仰一样
,

具有很

大程度上的继承性
。

但是
,

与宗教信仰相 比
,

政治理念又具有更大程度上 的

可变性和灵活性
。

事实上
,

很多国家的政治生活都具有代际间的循环特征
,

这一点在美国也表现得相当明显
。

临界点选举的主要特征

临界点选举本身往往也具有一些特征
,

主要包括第三政治力量 的涌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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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间大量的选 民流动
、

两党共同认可的绝对冲突性议题 以及异常的选举结

果等
。

第三政治力 的涌现
。

临界点选举往往伴随着一股明显的第三政治力量
,

如 年选举中出现的美国党等
。

这些第三政治力量并不一定以政党形态表

现出来
,

往往是一些游离于传统政治生活之外的非政党团体
。

第三政治力量

的出现
,

往往反映了民众对政治现状的不满
,

成为政治变化的一个征兆
。

政党间的选民流动
。

临界点选举 中往往存在着大量的选 民流动
,

一些选

民几乎永久性地从一个政党流向另外一个政党
。

在这种情况下
,

选 民挑选的

就不仅仅是一个政党的候选人
,

而是一个政党或其根本的政治理念
。

绝对冲突性议题
。

临界点选举中
,

两党往往必须对某一重大政治议题清

晰地表达观点
,

并且它们的立场还不可能相似
,

必须表现出冲突性和敌对性
,

从而迫使选民必须在两个端点之间做出非此 即彼的选择
。

世纪 年代
,

美国社会面临的是奴隶制是否要扩张的问题 在 世纪 年代
,

美国社会

面临的则是联邦政府的规模和权力是否要扩大的问题
。

并且
,

这些问题都关

系重大
,

或关于美国是否是一个 国家
,

或关于宪法或政府框架
,

或关于治理

国家的一些基本原则
。

异常的选举结果
。

再结盟选举往往会直接表现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选举结

果
,

要么体现为选票数量上 的差距
,

要么体现为政治地 图在地理
、

宗教或种

族方面的重大变化
。

像 年和 年的总统选举
,

两党候选人所获得 的

选票数量之间出现巨大的差距
,

从而体现出民众的压倒性政治倾向
。

四
、

美国出现政治再结盟的可能性

年共和党赢得 白宫 以后
,

特别是 年
“ · ”

事件爆发 以后
,

共和党政府曾经想将 自己的选举胜利转化为这种临界点选举
,

将竞选策略运

用于实际政治生活之中
,

迫使民主党阵营分裂
,

以达到共和党长期执政 的 目

标
。

在一段时间内
,

共和党成功地创造 了议题
,

民主党不得不在 国内和 国际

两个层面追随共和党
。

但是八年过去
,

共和党不但难以实现长期执政的 目标
,

反而制造了伊拉克困局和美国社会的分裂
,

从而为一次真正 的政治再结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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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可能
。

一些分析人员
,

如 《华盛顿邮报 》的 迪奥恩等
,

已经 开始将

年中期选举视为一次再结盟选举
,

因为民主党同时成为国会两院中的多

数党
。

并且
,

民主党将有可能与共和党中的温和派别结盟
。 ① 尽管这一结论

为时尚早
,

但事实上美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些政治再结盟的迹象
。

美国社会已经具备了一 些政治再结盟的条件

从上述政治再结盟的四个条件来看
,

美国社会已经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
。

第一
,

美国的人 口构成发生 了重大变化
。

在美国立 国之初
,

白人 占总人

口 的
。

但是到 年时
,

这一 比例下降到
,

大约为两亿人 而

拉丁裔人 口增至 万
,

占美国总人 口 的 巧 以上 非洲裔人 口 达到

万
,

亚裔人 口为 万
。 ② 年 月美国人 口统计局发表预测报告

,

认为

到 年
,

美国白人在人 口 中份额将减少到 西班牙裔人 口 将增加
,

达 亿占总人 口 的四分之一 非洲裔人 口保持在总人 口 的 左

右
。 ③ 人 口构成的变化虽然不能直接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

,

但是会 逐渐地
、

持久地影响着美国的政治资源分配
,

并影响到美国的国家认同问题
。

在这种

情况下
,

亨廷顿教授曾经提出的
“

我们 美国人 是谁
”

这个问题
,

就可能

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现实问题
。

第二
,

美国的社会思潮发生重大变迁
。

美 国政治思潮的变迁体现在很多

方面
,

既有新保守主义的退潮
,

也有女权主义再次兴起等因素 ④ 既有宗教

文化的多元主义和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
,

也有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不断增加的

事实
。

自建国以来
,

基督教一直充当着美国市民社会道德规范的提供者与捍

① 二 , “ 叱 ” , ,

】刃 囚

可 以叭 犯 肠 双幻 巧 抖 耐 《】犯 一 一

② 美国人 口 普查局 年 月 日数据
。

参见
“

美国人 口 普查局 美国少数族裔人 口 逾 一

亿
” ,

一
, 一 一

。

③
“

年美国人 口 白人降至 一半
,

拉美裔迅 增 占
” , ,

· · ·

刃 一 , 一 一 。

④ 美国的女性权力运动历经起伏
。

在 世纪末
、

世纪初达到一个高潮以后
,

在 世纪 中期

又走向低潮
。

世纪 年代
,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贝蒂
·

弗里丹 《女性的奥秘 》的影 响
。

参见

张友伦等著
,

《美国社会的悖论 》
,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美国社会非常保守
、

传统
。

在老欧洲
,

英国和德国这些保守的国家
,

都出现 了女性国家领导人
。

而美国直到克林顿总统时

期
,

女性才第一次担任了国务卿
。

加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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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者
。

美国的政治最早是建立在白人
、

盎格鲁萨克逊 民族和清教徒的三重认

同基础之上
。

在这种情况下
,

宗教文化上的多元化现象
,

就不仅仅是一个宗

教文化问题
。 ① 另外

,

美国社会 已经从建国初期
“

崇尚的是劳动
、

奋斗
,

并

歌颂 自己的成就
, ” ② 逐渐转向了享受和娱乐

,

不再尊重传统道德
、

传统秩序

和传统权威
,

从而体现为
“

一种失控的个人主义
” 。 ③ 在这种情况下

,

恰如历

史学家布卢姆所说
“

消费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助长了以立 即满足个人欲望为

原则的新享乐主义 ⋯ ⋯两者在个人 的终极价值至高无上这一信念上却不谋而

合
。 ” ④ 目前

,

这些思 潮 已经 汇聚为反权威主义 和反精英主义
,

导致在

年美国总统候选人党内初选时
,

候选人们竭力回避 自己的精英背景
,

以适应

民众的草根情结
。

第三
,

美国面临着必须解决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
,

目前主要有移民问题

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问题等
。

移民政策问题涉及到美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人

口构成
,

事实上是影响美国国家性质的关键性议题
。

社会福利制度问题则涉

及到美国政治制度的性质
。

即使是在西方国家阵营之 内
,

美 国一 向以市场民

主主义 自居
,

强调人与人之间的 自由竞争状态和个体的 自助精神
。

在这种理

念之下
,

美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在西方 国家之 中
,

不说是最低的
,

也是非常低

的
。

但是
,

一旦美国顺应民众的要求
,

建立起西欧国家那样完善的社会福利

体系
,

就有可能损失社会活力
,

并在长期 内影 响到美 国的 国家实力和 国际

地位
。

① 托克维尔曾经指出
,

虽然宗教
“

从未直接干预过美国社会的国政
, ”

但却是
“

美国社会最早

的政治制度
。 ” ,

。 伴
, , , ,

‘ 成
。 仃

, , ,

美国总统华盛顿也曾说过
, “ 理性和经历都促使我们

认为
,

离开 宗 教 原 则
,

民 族 精 神 不 可 能 兴 旺
。 ’‘ , “ ” ,

刀
一 ‘ 。飞 。 盯

, 斟 美国第 任总统麦金莱曾

作如下断言
“

没有一个否定一帝存在的人能坐上这把交椅
。 ” , , “

” ,

二 “ , ,

转引自徐以骤
, “

试析 。” 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

宗教因素
” ,

载 《宗教与美国社会 》第三辑
,

徐 以弊主编
,

时事出版社
,

年 第 页
。

② 丹尼尔
·

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
,

三联书店 年版
,

第 页
。

③ 罗伯特
·

贝拉等 《心灵的习性 美国 人生活 中的个人 主义 和公共责任 》
,

三联书店 年

版
,

第 页
。

④ 威廉
·

伊塞尔 《美国社会变迁 一 》
,

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年版
,

第 页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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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

美国有出现代际钟摆效应的可能性
。

如前所述
,

从上世纪 年代

开始
,

美国的政治再结盟现象是非常模糊的
,

很难判断上一次政治再结盟 的

起止时间
。

在过去三十多年里
,

美国社会虽然没有发生重大的
、

持久性的政

治力量重组
,

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代际钟摆现象
。

在 年代成长起来的越战一

代成为社会中坚
,

与目前的年轻一代之间出现 了倒挂现象
。

与传统的年轻人

所具有的反政府
、

倾向左翼的现象相 比
,

这一代的美国年轻人更加具有右翼

和民族主义的色彩
。

美国 已经有了一 些政治再结盟的特征

临界点选举本身往往也具有一些特征
,

主要包括第三政治力量的活动
、

政党间大量的选民流动
、

两党共同认可的绝对冲突的议题以及异常的选举结

果等
。

第一
,

年轻人
、

少数族裔和其他政治边缘群体的政治影响力在上升
。

在

这次美国大选期间
,

与以前大多数时候一样
,

不会出现政党形式的第三方政

治势力
。

但是奥巴马在竞选过程中充分调动了年轻人 特别是在校大学生

和少数族裔的政治积极性
,

从而事实上塑造了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
。

美国大

选投票 日是不放假的
,

再加上其精英政治的特征
,

使得美国年轻人对政治生

活的参与热情一般并不高
。

而美国少数族裔
,

要么参与热情不高
,

要 么仅仅

以追随者的形式出现
,

很少是政治生活中的 自变量
。

从 年 月 一

日举行民主党全 国大会的与会代表构成来看
,

拉丁裔 占
,

同性恋者 占
,

身体有残疾者占
。 ① 民主党虽然一 向以草根政党 自居

,

但这一次确

实是更加彻底
。

所以
,

这次 以年轻人
、

女性和少数族裔为主要 支持群体的
“

奥巴马旋风
” ,

将可能给美国的政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

第二
,

出现了选 民大规模党际流动的迹象
。

在 年美国中期选举 中
,

美国的政治地图已经发生 了一些深刻的变化
。

首先
,

共和党在众议院的损失

主要 出现在东北地区及其周边
。

这些地 区的选 民多年来倾向于民主党
一

的主张
,

但出于政治习惯继续支持着共和党
。

这种议席一旦

失去
,

共和党就很难夺回
。

其次
,

民主党在参议院赢得的几个席位
,

如俄亥

① 见 年 月 日 美国东部时间 电视节 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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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州
、

宾夕法 尼 亚 州 和 罗得 岛州

等
,

过去长期是共和党的势力范围
。

尤其是在宾夕法尼亚和罗得岛
,

共和党

的影响可以追溯到 世纪
。

再次
,

民主党在州长和州立 法机构选举中的收

获
,

也主要集中在亲民主党州
。

例如
,

年来
,

民主党第一次在新罕布什尔

州同时控制参议院和众议院
。

这意味着民主党在州一级的

优势可能会继续扩大
。

最后
,

中西部一些州出现了从共和党向民主党的转换
,

如堪萨斯州 和内布拉斯加州
。

但另外一些州也 出现 了

从民主党向共和党的转换
,

如明尼苏达州 和威斯康星州
。

这些现象表明
,

美国选 民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党际流动
,

美国政治

地图面临着一次新的洗牌
。

第三
,

出现了两党认可的绝对冲突性议题
。

如果说
“ · ”

事件动摇 了

美国人的安全信心
,

那么伊拉克战争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美国人对美国决

策机制的信心
。

伊拉克战争不仅给美 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
,

还造成了沉

重的经济负担
。

截至 年 月
,

美军 已在伊拉克死亡 人
,

受伤人数

高达 人
。 ① 据美国官方数据

,

年 以来
,

美 国在伊拉克 的战争费用

已经达到 亿美元
。 ② 但是经济学家约瑟夫

·

斯蒂格利茨

则认为
,

这一数据忽略了美国社会的一 系列隐性支出
,

真实的数据应该为

万亿美元左右
。 ③ 仅仅在 财政年度

,

美国的军事支出就高达 亿美

元
,

占社会依托基金 ④ 以外的联邦预算总额的
。 ⑤ 军事开

支和伊拉克局势的混乱
,

使得美 国的信誉和经济实力同时受损
,

直接表现为

①
“ ” ,

夕
·

②
“ ” ,

耐 耐
, 一 一

③
“ ” ,

恻 叮
, ,

一 , , 一 一

④ 包括社会保险基金 等
。

⑤ 其中国防部 亿美元
,

其他部门的军事支出 巧 亿美元
,

反恐怖支出 美元
,

反恐怖

额外支出 美元
, “

后军事
”

支出 亿美元 包括退伍军人费用和 由军事支出造

成的国债利益支出
。

参见
“ ” ,

, 一 一 。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美 国 成 题研 究 村

美元的贬值和国际石油交易中以非美元货币结算的趋势
。
① 伊拉克战争使得

美国陷于在利益和信誉之间难以选择的困境之中
,

成为两党必须直面的议题
。

第四
,

异常的选举结果已经成为可能
。

无论 年大选 的最终结果如

何
,

这次大选都是史无前例的
。

非洲裔如此接近美国总统宝座
,

无论最终结

果如何
,

已经是美国历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事件
。

因此
,

年大选
,

即使

不能表现为两党在选票上的巨大差距
,

仅仅是总统候选人在种族
、

性别和年

龄方面与常规的巨大差异
,

就构成了一种异常的选举结果
。

这体现出美国人

对政治和社会变化的某种渴望
,

有可能会启动一个政治再结盟过程
。

五
、

结 语

从上述的分析中
,

还得不 出美国会发生临界点选举
、

出现政治再结盟现

象的结论
,

只能说美国社会出现了一些再结盟 的迹象或征兆
。

按照美国历史

上前五次得到认可的临界点选举和政治再结盟现象的标准
,

美 国几乎不可能

再出现再结盟现象
。

因为美国的政党体系
、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

国家性质等

都已经确定
,

不可能再发生本质性变化
。

但是
,

在一些次一级的原则和价值

方面
,

在一些具体的政策领域
,

美国可能会发生一些有意义 的变化
。

例如
,

美国的福利政策
、

移民政策和伊拉克政策
,

都不仅仅涉及到美国的操作层面
,

还深刻地触及到美国的对外战略和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
。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
,

任何一个国家都会经历发展
、

兴盛和衰落的过程
。

在过去
,

美国保持社会活力的手段主要有三个 一是古典 自由主义
,

将个人

置于一个无休止的竞争过程之 中
,

迫使人们不断更新 自己 二是大量 的外来

移 民
,

带来源源不断的智力资源和竞争意识 三是市场民主制度
,

在通过 民

主精神维持国家认同的同时
,

又通过市场经济原则和相关制度设计将政治权

力集中于精英阶层手中
,

从而保障了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

又使不 同社会

阶层之间保持流动性
。

但是现在
,

美 国社会在这三个方面
,

都 同时面临着挑

① 田文林
、

郭襄平
“

伊拉克 美国的另一个越南
” ,

《现代国际关系 》
,

年第 期
,

第

一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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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翅文束
幽州临月淘翩月峨粉峪粗的曰翻硬活职砚卜翔粼凌翻州翻陀 招赛 从秘翻撇确巨国易汤尸翅拱旧局拟禹蛾翎气夕昭策嘴伪佬汾裂味哭尹哪研滋公

美国政治再结盟及其实现条件

战
。

古典自由主义面临着福利社会要求的冲击
,

有可能使美国沦为依靠霸权

盘剥世界以满足本国消费欲望的食利国家 美国社会吸纳外来移民的能力在

下降
,

外来移民的平均教育水平也在下降
,

外来移民所带来的挑战与竞争意

识
,

不仅不足以推动庞大的美国社会
,

反而有可 能使美国社会分裂 市场民

主制度所依赖的一个支柱消费主义
,

面临着环境和能源瓶颈的制约
,

有可能

难以持续
。

另外
,

美国社会面临的很多问题和政策困境
,

其实是一系列世界性重大

问题的表现
。

目前
,

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发展
,

包括发展 中国家在

内
,

都受到地球承载能力这个物理学
、

化学问题的制约
。

在这个意义上
,

美

国社会发生转型
,

虽然不 太可能出现像历史上 的临界点选举那样容易辨析
,

但又是不可避免的
。

由此而导致的美国政治再结盟
,

政治地图在横向甚至是

纵向上的重新组合
,

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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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肠决肋 决是溯服鲜几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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