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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美籍华人作为美国多元社会的重要成

员,政治地位有了很大改善,部分精英甚至开始在美

高层担任要职。但整体上, 华人仍然面临着诸多矛

盾和困难, 远未真正获得群体的权利和平等地位。

如何通过美国现有的政治体制提升自身的政治地

位,成为当前在美华裔公民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华裔在美国的政治现状

一百多年来的美国华人历史, 大部分时期都处

在美国排华法律的阴影之下。 1965年成为美国华

人历史发展的分水岭。在这一年, 美国政府修改了

移民法律,取消了偏袒欧洲裔移民的名额分配制度,

此后大量华人涌入美国, 使逐渐式微的美国华人社

会重获生机,在 196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人数增长最

快,而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数民族

社群。华人社会实力的成长刺激了华人对自身政治

权利的关注,参政的热情与成效与日俱增。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美籍华人人口已超过日

裔,居在美亚裔人口的首位。到 80年代末, 美国华

人人口估计已超过 160万人,是美国增长速度最快

的民族之一。据 1991年 6月美国人口普查数据,

1990年华人为 164万多人,若加上尚未正式算为美

国华人的印支华裔 40万人, 美国华人总数不下 200

万。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美国全国人口

从 1990年的 2. 49亿增长到 2000年的 2. 8 l亿。其

中,亚裔人口增长率为 4. 2% , 仅次于墨西哥裔, 居

美国人口增长第二位。相关资料显示,自 1970年以

来,亚裔人口已经增加一倍, 预估到 2020年将增至

2000万人, 占全美人口的 6%。
¹
据美国联邦人口普

查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到 2005年 7月为止,美

国共有亚裔 1440万, 占美国全国人口的 5%。从

2004年到 2005年, 美国亚裔人口增长率为 3% ,是

美国各族裔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在美国的亚裔人口

中,华裔最多, 约有 330万。美国亚裔人口的受教育

水平也比较高,在 25岁以上的亚裔人口中, 49%的

人拥有学士或学士以上学位, 20%拥有硕士或硕士

以上学位,而全美相应的平均比率分别只是 27%与

10%。从经济方面来说, 美国亚裔人口 2005年的中

位收入为 61094美元,在美国各族裔中排名最前。
º

就整体而言, 华人作为美国亚裔最大和最有成

就的族群,其政治影响力远难与其人数、专业和经济

实力相比。在 2000年大选前, 在联邦 875个法官

中,亚裔仅有 7名,只占 0. 8% 。1998年克林顿政

府里有 250个内阁或次内阁职位,亚裔只有 2个, 占

0. 8%。在美国前 500家最大企业主管中, 只有一

位亚裔担任自己创建的企业的主管。即使是在亚裔

擅长的学术界,亚裔在大学里当管理人员的机会远

远不如黑人甚至西裔人士。在大学管理人员和教员

比例中,黑人的比例是 21% ,印地安人是 20% ,白人

是 16% , 西裔是 15% , 而亚裔则只有 6%。单从数

量上看,近年华人担任各级政府公职的人越来越多,

但这些参政者多是直接在美国两党政治势力范围内

发挥影响力, 或直接打入美国主流政治即 /白人政

治0,并非以华裔族群的政治代言人身份出现。

5亚洲周刊 62001年在美国做过社会调查,提出

21世纪美国人关心的老问题之一是:华人在美国社

会中的地位如何? 华人是否享有与欧美裔人同样的

权利不受种族歧视? 问卷结果是: 1 /3的受调查者

认为,今天的华人与美国白人平起平坐, 不受歧视;

*  作者单位:河北省保定学院政法管理系。
¹  Sam uel P. H unt ington, / The Age ofM us lim W ars0, New s

w eek (D ecem ber 17, 2001) , pp. 42- 43.

º /美国亚裔中等年收入 61094美元,为各族裔中最高 0。 h-t
tp: / /new s. ch in esew ings. com /cgi - b in /site / .i cg?i id =

20070317183566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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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1 /3的回答是华人地位有所改善, 但还没有与

白人平等;还有 1 /3的人则认为华人仍然受到排挤

和歧视,其地位与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一样,远远落

后于白人。¹ 可见, 华人要真正获得群体的权利和

平等地位,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障碍。

美国的社会结构是以政治的民主参与为核心

的。华人不参与政治,就会永远处于结构之外,或受

到 /结构性排斥 0和 /结构性歧视 0。根据加州大学

人文科学研究所 1993年编辑出版的 5少数族话

语 6,少数民族的界定是: /指那些由于某种机制的

作用被置于边缘地位或被排挤出社会之外的群

体。0º在美华裔无疑处于少数民族的尴尬地位。美

籍华人无论在美国居住多久,其中多数人与大陆、台

湾和香港,都还保持一定的联系。有些美国人认为,

中国移民在美国是 /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0,美国 /国

民意识 0不纯、他们对华人的美国 /忠诚性 0表示怀

疑,这使美国华人的 /美国情 0大受伤害。在美华裔

经常感到一种 /双重国民意识 0的矛盾心态, 在中国

大陆和台湾被看作是 /美国人 0, 在美国人的眼里则

/永远是中国人0,政治地位比美国黑人的还要低得

多。

二 、影响美国华人政治地位的因素

绝大多数美国人同其母体民族具有相同的语

言、文学、宗教和其他文化传统,民族根基只好建构

在肯定与母国分离和奠定宪法构架的政治认同原则

的基石之上,通过信奉自由、平等和确立在意见一致

基础上的政府,认定自身为一个民族,而其人民的民

族性, 得自他们与这些原则的认同。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 长期以来被比喻成 /民族

大熔炉 0,即来自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

人,到了美国都会被 /熔化 0为美国人, 融合进新的

美利坚民族的共同体中去。或言, 美国民族就是由

来自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民 /熔化 0

而成的新整体。美国政府长期为欧洲移民, 尤其盎

格鲁 ) 撒克逊人的后裔控制,新的移民却在不断改

变美国的种族构成, 美国的政治精英长期把美国描

绘为一个 /大熔炉 0, 意思很清楚: 美国人的组成虽

然包括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但它所持有的政治制

度和生活方式都能够使新来的居民脱胎换骨, 融入

/主流社会 0,所谓的 /大熔炉0不过是白人精英把他

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强加给其他种族的工具, 是欧

洲本位的美国文化的集中表现。尽管在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国会废除了移民政策中的种族歧视等条

款, 对各国的移民政策确定在比较公平的基础之上,

但是,直到上世纪 80年代,排外主义依然没有绝迹。

这同历史上的排外主义毫无二致, 其目的是要限制

有色人种的移民, 要求入境的外来移民归同以盎格

鲁 ) 撒克逊人为主体的白人文化,削弱或瓦解业已

形成的民族多元化的格局。具有歧视性的白人至上

的移民政策严重阻碍了华人获取政治平等的权利。

曾因 /间谍罪0蒙受不白之冤的华裔科学家李文和

不无感慨地表示: /如果我不是一个中国人,我永远

也不会被冠以间谍的罪名而被起诉, 也不会受到刑

罚的威胁。0

除外部社会对亚裔和华人政治参与的有意识的

排斥构成华人参政的有形屏障外, 华裔自身参政意

识的薄弱则构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美国华人大多

视政治为畏途,宁可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发展,也不愿

涉足政治。同时, 华人在政治上团结互助的意识也

不高。有相当一部分华人受东方传统影响, 自己排

斥自己,认为美国政治是 /美国人的事, 与我无关 0,

而不参加选举投票。据统计,在以往的大选中,华裔

的选票仅占华裔人口的 40%, 远远不适应现代华人

政治发展的需求。另外,帮派体系、秘密组织也严重

影响了华人社会的内部团结。在美国华人中, 中国

大陆、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的相当部分移民, 由于

历史、地域、语言等因素, 不团结现象十分严重。与

其他族裔集团相比, 华裔素有 /一盘散沙 0的名声。

各地社团、会馆派系林立, 构成复杂, 削弱了华人参

政的力量,破坏了华人社会的整体形象,令华人自陷

孤立而难以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

三、美国华裔意识的觉醒

美国不是由单一种族组成的民族, 而是一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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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族集团组成的民族。于是,种族性包括他们的

政治性和社会性, 成为区分美国人的主要标准。一

个种族集团的政治成熟性、政治参与的程度、参政参

选的意识,直接影响着该种族集团在美国的社会地

位。少数族裔要想取得更多平等的政治机会, 必须

积极参与政治投票,特别是在大选战况胶着之时,在

两党追逐极为接近的情况下, 其选票往往可产生

/临门一脚0的效应。

美国总统选举制度也使选举避免变为简单的群

体统计的危险。现行美国总统选举人团制度增加了

一些地理上集中、凝聚力强的少数种族的政治影响

力。以犹太裔投票者为例, 犹太人在全国总人口中

约占 3%, 但是在纽约州中占 14% ,纽约州拥有全国

第二多的选举人票,显然, 在现行 /选举人团制 0下,

纽约州犹太人的投票重要性大为增加。¹ 美国犹太

裔的政治地位也可谓是犹太精英实力的大展示。虽

然犹太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 3%, 但在媒体精英中,

占了 23% ;在企业精英中,占 8%。正是靠着这样的

实力,犹太人在美国社会呼风唤雨。与华人选举的

态势不同,美国的少数民族,黑人、犹太人、爱尔兰后

裔,在历次总统选举中都能形成一个多数。其结果

是,这些少数族裔的选票成为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必

争之地。共和党与民主党都争着声明和证明 /本党

代表了黑人和犹大人的利益 0, 以换取黑人和犹大

人的选票。在取胜以后,被黑人和犹太人 /送上 0总

统宝座的候选人,往往积极推行有利于黑人和犹太

人的政策。

从政治献金案到李文和案, 亚太裔尤其是华人

开始认识到,必须走犹太裔、爱尔兰裔甚至黑人那样

团结一致、积极参政的道路,才能让社会听到华人社

区的声音,显示出华人集体的力量。

华裔意识的觉醒与华人精英 /整体效应 0的显

现始于上个世纪 80年代。旨在争取美国华裔公民

平等政治权利的 5华裔公民关于 1980年大选政治宣

言 6的被采纳和 /华裔政治委员会 0 ( 1987年 3月 6

日 )的成立, 体现了华人的角色开始由以往的 /寓

居 0客人向 /久居 0的主人转变。在 90年代, 以陈香

梅、田长霖等华人社会精英为首,组织了一个有 100

位华人工商界领袖、媒体文艺界巨星、科技界泰斗和

华社杰出人物参加的 /百人会0。其目的是加强对

华人参选参政的领导,促进美国华人社会内部的团

结, 集中和统一华人社会的声音, 建立与美国政府和

其他族群的对话渠道。 /百人会0的成立, 标志着美

国华人参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 2000年大选之前, 田长霖、陈香梅等华人社

会精英发起组织了 / 80) 20促进会 0。其宗旨是集

中亚裔的选票,要求 2000年总统候选人做出政治承

诺, 在当选后彻底调查社会上对亚裔的歧视现状,并

制定出改善措施。同时, 任命更多的亚裔担任联邦

政府的高级官员, 打破压在亚裔头上的 /玻璃天花

板0。º

尽管促进会支持的候选人戈尔没有当选, 但亚

裔群体第一次显示了整体的大选倾向性,使此后任

何美国政治家都必须认真对待亚裔群体的政治倾

向。在 2000年大选时,骆家辉州长竞选连任成功,

联邦众议院首位华人议员吴振伟也顺利连任, 赵小

兰成为劳工部长,是美国华人史上第一位部长,多位

华人出任各级政府要职和议会议员。对华人而言,

2000年大选意义重大, 不仅多位华人出任各级政府

要职,更重要的是华人对参选参政的热情空前提高,

提出了在全国范围整合选举资源, 并且采取联合其

他亚裔的策略。在 2000、2004年总统大选中, 华人

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整体上仍有巨大差距,在美国

的政治文化版图上仍没有体现出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从华人的政治观念与对以往文化行为的审视中,

形成合力,利用现有选举制度积极参政,无疑将有助

于华族整体权益的保护与政治地位的提高。随着华

人移民的不断涌入和华人选民人数的增多, 预计在

2020年左右, 华人选民的数量将与犹太人大体相

当, 若华人的选举资源能像犹太人一样整合,则其政

治实力将对美国政府的施政产生重大影响。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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