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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5年PP月M日! 令世界关注的美国中期选

举终见分晓!共和党在此次选举中大获全胜" 在

众议院!共和党获55M个席位!比规定的5PO席多

出O席#在参议院获QP席!重新赢得多数#改选的

RM个州长席位共和党获得5M个" 在关注美国中期

选举之余!笔者更关注的是美国华人在这次中期

选举中的表现" 本文首先简述在5445年美国中期

选举中华人参政取得的成绩!然后从种族政治参

与的理论视角对当代美国华人参政问题进行深

入思考!并就未来美国华人参政的途径进行探讨"

一$ 华人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

参政!即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和公民团体试

图影响政府决策活动的行为" 其主要内涵包括%
参政是一种政治行为!其主体是公民和公民组成

的团体!客体是政府的决策活动这三个方面" 依

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有不同的参政类型!通常可

分为个别参与和组织参与$ 主动参与和被动参

与$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以及常态参与和非常态

参与" 参政的程度体现在广度和强度两个方面"

广度是指参与政治活动人数的比率分布#强度是

指影响政治系统整体的程度和持续性" 影响参政

的主要因素有制度因素$ 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
参政的主要方式有创制和复决$选举$社团活动

以及官民个别接触等!" 具体到美国公民参政的

方式主要有五种%一是积极参加选举投票!这是

公民参政的最普遍形式# 二是参加竞选活动#三

是直接同议员和行政官员接触#四是参加政治上

活跃的社团#五是参加抗议和示威活动" 本文主要

从5445年中期选举的结果来分析美国华人参政"
美国的选举政治是一种典型的两党政治" 美

国共和党是富人的政党!代表&大财团’的利益!
而民主党代表广大中产阶级和穷人的利益" 长期

以来! 美国华人及其社团大多支持的是民主党"
据5445年调查显示!华裔支持民主党的占R5S!支

持共和党的只有OT"" 因此!客观地说!共和党在

这次中期选举中获胜对美国华人参政应是一个

小小的挫折!令追随民主党的华人及其社团难免

有些尴尬之感" 但是!他们在这次中期选举中取

得的成绩还是让人感到振奋"

从9::9年美国中期选举看华人参政

"万晓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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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森林覆盖率!"#"$%!主要林产品有花梨"丁纹"鸡翅木"黑檀"铁木等各类硬杂木和藤条"竹子等#

全国拥有林地&’("万公顷$

据一份最新公布的全美亚裔参政研究报告

指出!在这次中期选举中!全美各地共有")*位亚

太裔候选人参加竞选联邦% 州和地方政府等公

职!其中有()!人当选!当选比例超过一半!显示

亚裔候选人在美国政坛有发展的机会! 其中&人

的当选具有历史性意义$
第一位是被称为 &典型的华裔移民后代’的

凌德丽!她出生在纽约市曼哈顿华埠!母亲是车

衣工人!父亲在洗衣店工作!家境普通$ 凌德丽是

由曼哈顿区民主党人提名!获得民主党%共和党%
自由党和工人家庭党’个政党的广泛支持! 在((
月!日的选举中以超过"&万张得票当选为纽约州

最高法院法官!成为纽约州最高司法机构首位女

法官!也是纽约州首位亚裔女性法官!$ 此前!她

曾三次参加纽约州高等法院法官席位的竞选!但

均以失败而告终$
第二位是今年已+&岁的共和党员黄朱慧爱!

在休斯敦出生!是第二代华裔!她获教学博士学

位! 在教育界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年当选得

克萨斯州休斯敦市议员$ 来自教育界的她这次以

制定地产税增加上限!允许家长选择适合子女就

读的公立学校!争取联邦和地方政府拨款强化防

洪建设和保险!为全州居民寻求有效率并能负担

的健康保险计划为政见!击败在位长达""年的现

任州众议员!当选为得克萨斯州众议员!是该州

众议院第一位亚太裔女议员$ 她的当选被华人社

区称作&对于当地亚太裔参政局面的传承意义重

大’!是名副其实的得州开路先锋"$
第三位是&岁时从中国移民美国的民主党籍

市议员余胤良!首次参加州众议员选举!便以压

倒性多数(近$)%的得票率)当选加州众议员!成

为旧金山市选出的首位华裔州众议员!他也是加

州众议院中第一位男性华裔议员!这是华裔在旧

金山生活及创业(!)多年历史的新篇章## 余胤良

曾担任两届市教育委员!(,,+年至今担任旧金山

市议员!议员任内两度出任财政委员会主席# 他

这次以主张保证为儿童%老人%家庭和社区利益

提供服务而当选#
加州华人参政亦翻开新的一页!现任州众议

院民主党议员陈焕瑛轻松获得连任!并成为加州

史上首位出任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的重要职位*在

这次中期选举中!旧金山湾区""位华裔候选人中

有(!位当选!一人进入决选!当选率为+$%!成绩显

著$ 另外有&位华人因同(等)额竞选而自动当选$
除了陈焕英" 余良胤双双当选加州众议员

外!最受旧金山市湾区华裔关注的选举是旧金山

市估值官的选举!曾任旧金山市前议员的邓式美

针对估值官办公室由于管理混乱导致市政府损

失近亿元的税金!提出&估值官办公室必须全面

改革’主张!最终以+-’的比数战胜现任该市估值

官的非洲裔桃利斯+沃德! 成为旧金山市首位华

裔估值官$ 另外!旧金山湾区捷运董事方以伟"社

区大学校董黄松铮"金山联合学区教委陈有业均

当选连任$
在南湾地区!具有华裔血统的艾和谐当选为

密尔比达市市长!其外祖父是华人!他将是继现

任该市市长华裔郑国民之后的又一位华裔新市

长$ 南湾区其他当选连任者为圣他克拉拉县第二

选区教委贺宗宁" 佛利蒙高中学区教委俞培敏$
新当选的有贝律耶沙学区教委朱感生和郭小康$

在东湾地区!新当选的人士有奥克兰市议员

关丽珍"阿拉米达县议员赖燕屏"南阿县水管区

董事黄智智"西康郡学区教育委员梁金喜$ 另外!
竞选佛利蒙欧罗尼社区学院校董席位的余生清"
连任洛斯盖图+萨拉度加联合高中学区委员的张

琛"竞选萨拉度加联合学区委员的濮大望!在没

有对手的情况下均自动当选$ 在旧金山第四选区

市议员的选举中!马世云进入决选!其他华裔候

选人均落败$$
竞选加州第’,选区众议员的赵美心连任成

功!她表示!她在蒙特利公园市"阿罕布拉市等华

人集中区域已有深厚的基础!所以在这次选战中

加强区内新兴城市如艾尔蒙地市等地的宣传工

作!获得了非常理想的反应$ 由于平时在各地区

广结善缘!热心服务!得到各族裔的主动支持!竞

选加州第’’选区众议员的刘睿卿以+)%的得票率

击败对手!成功获得连任$ 她的参政理念是!在高

等教育持续审核各大学系统!使人人平等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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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缅甸工业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全国有$%个工业区!企业&’!(万家!从业人数约!)%
万"主要工业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小型机械制造#纺织#印染#碾米#木材加工#制糖#造纸#化肥和制药等"

教育! 确保社区学院学生顺利转入四年制大学$
在职能教育方面将持续推动社区安全#监督地下

水资源!"
在南加州!民主党籍的加州税务委员会主席

江俊辉于!!月&日晚在中期选举中以高票获得连

任!是加州最高华裔民选官员的第二任期!也是

加州的亚裔民选公职人员中职位最高者""
!!月&日! 越南华裔郭玉俊在没有其他亚裔

候选人票源分散的情况下! 终于当选西敏市议

员!成为全美第一名越南华裔市议员林光的接班

人#" 此外!民主党籍州众议员李凤迁在马里兰州

以第二高票连任$律师冯伟杰在罗德岛克兰斯顿

市当选市议员!为华人在美东参政开创了新局面"
在联邦众议员选情方面!台湾出生的美国第

一位华裔联邦众议员#国会亚太裔小组主席吴振

伟顺利当选连任" 他的第*届任期从$""*年!月开

始" 他代表俄勒冈州第一选区!该州是美国唯一

不设投票站!选民完全通讯投票选举的州" 包括

吴振伟在内! 这次一共有&位寻求连任的亚太裔

众议员都心想事成$"

二# 对中期选举中华人参政的思考

美国%独立宣言&中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人

人生来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

利!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多年

来!华人对美国社会的贡献有史可载#有目共睹!
此处不再赘述!但华人在美国的政治地位与他们

所贡献的一直不成正比)有美国学者指出!贡献

大小与应享受的政治权利无关" 笔者此处并不是

说贡献大就应享受更多政治权利!而是强调至少

应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 每次回首华人在美国

的经历和遭遇!总是让人更深切地体会到辛酸多

于甘甜" 追根溯源!除了美国社会固有的种族歧

视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华人自身的中

国传统观念+++’各家自扫门前雪! 休管他人瓦

上霜(的客居心态在起作用!这种保守的心态导

致的直接后果是美国华人的政治权利被长期忽

视!并逐渐被美国主流社会边缘化"
与其他少数族裔的政治参与相比! 反差更

大" 以美国的犹太裔为例!其人口只有+""多万!
但由于他们不仅经济实力强! 而且非常团结!因

此在美国政治中的强大影响可谓举足轻重!这一

点从美国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可清晰看出$再看

长期受歧视的美国黑人! 由于在选举中团结一

致! 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亦令主流社会不敢小

视" 相比之下!华人在美国社会受教育程度普遍

高!被公认对美国社会贡献大!且经济实力强!但

由于参政意识低!不团结!被主流社会诟病!导致

常常受到’玻璃天花板(的冷遇"
令人高兴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华人

经过痛苦的反思!已开始逐渐认识到只有通过落

地生根!积极参政才能彻底改变这种逐渐被边缘

化的状况!特别是开始重视手中一票的权利" 在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登记的华裔选民约占华

裔公民总数的&+,! 但实际投票者只占华裔公民

的%*#" 相 应 的 数 字 在 拉 丁 裔 公 民 中 是&(#和

%%#!在白人公民中则为)*#和+!#" 华裔公民和

拉丁裔公民参加选举的比例都显然低于白人公

民%&’" 但媒体普遍认为!在$"""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中! 华裔公民的投票率较以往有了显著的提高"
据纽约市华人聚居的华埠+个投票站的统计!有

)*""多名华人参加投票!是当地华裔选民投票率

最高的一次" !((+年大选时!纽约市法拉盛区的

华裔和韩裔选民一共只有!""多人参加投票!而

在$"""年大选中! 参加投票的华裔选民就有*&"
人!韩裔有$&"多人%(’" 可见!美国华人参政的积极

性确实有了较大的提高"
另外!近年来!美国华人不仅诉求全体美国

华裔加强团结!而且基于共同的肤色#文化和经

历等特征! 开始把团结的对象延伸到整个亚太

裔!通过参政争取自己应享有的民权和消除美国

社会的种族歧视" 两年前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涌现

出的’-" . $"促进会(等一系列以华人为主导的亚

裔参政团体!就进行过尝试!对提高广大华裔和

亚裔的参政意识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 由该组织

倡议的’团体筹款(以增加亚裔参政的胜算和避

免’同室操戈(的建议在此次中期选举中开始发

挥积极作用" 如在$""$年美国中期选举前夕!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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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缅甸!"#$年建交后!于!"%&年签订了两国间的第一个贸易协定" ’"()年!!月!缅甸政府贸易代表团访
问我国并同我国政府签订了新的贸易协定!双方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 !"*%年以来!由于两国边贸发展较快!双
边贸易额有了较大增长" )""%年!中缅贸易额为(+,(亿美元" -$$$年后逐渐好转!据中国海关统计!./$%年!中缅
双边贸易额为!.+$"亿美元!同比增长%+,0!其中中国对缅出口"12#亿美元!同比下降/3&0!中国自缅进口-+(&亿
美元!同比增长2-+,0" 中方实现贸易顺差,+,)亿美元" 中缅边贸占中缅双边贸易总额的2,+-0"

意竞选加州第)-选区众议员的华裔有2位#$$邓

式美%余良胤和郭丽莲!并已开始筹款活动" 后郭

因健康原因退出!但仍有两位华裔竞争" 在&*$ 4
-$促进会’的参政建议影响下!邓式美主动宣布

放弃竞选加州第)-选区众议员而参选旧金山市

估值官!受到美国华人社会的高度赞扬!后两人

都分别竞选成功!成为本次中期选举中美国华人

参政成功的亮点!"#(
当然!在这次美国中期选举中!华人参政也

表现出不少不足之处)第一!由于华裔参选人多

面广!从参选美国联邦议员到各州地方法官的候

选人都有!加州多位华裔州议员候选人都有很大

胜算*加上近年来华裔参政意识提高!一些华人

集中选区的候选人也开始重视华人的选票!频频

出现在华人聚居区拉票( 由于一些选区候选人在

白人选民中的选票接近!他们意识到虽然华裔投

票率不高!但这次华人选票可能成为决定他们胜

负的关键!所以他们集中力量猛攻华裔选票( 纽

约州第--选区州参议员候选人高顿和蒋特利分

别猛拉华人选票!结果把华裔选民拉成了对立的

两大派( 这样虽然华裔参选人多!显示了华裔政

治力量!但由于分散了票源!从而削弱了华裔选

票的力量( 在纽约州第--选区,名众议员候选人

中!有&名是华裔( 候选人孟广瑞和谢美琳都呼吁

华人集中选票!因为只要这&位华裔中有)位放弃

参选! 号召选民将选票转投其他华裔候选人!就

极有可能使纽约州产生首位华裔州众议员( 但直

到))月%日投票日! 几乎没有任何可能选上的另

两位华裔候选人!也不愿意同其他华裔候选人达

成协议放弃参选!$#! 以致华裔民众丧失首次选出

自己族裔州议员的大好机会( 从这一现象可以看

出!美国华人走向团结之路还很慢长!也说明加

强团结!集中选票的重要性(
第二!华人积极参政是好事!但有些方式让主

流社会诟病( 如纽约法拉盛华埠!候选人暗中雇人

甚至亲自出马撕对手竞选海报的事屡屡发生( 选

举日渐近! 法拉盛街头四五个候选人在同一处拉

票的情景多次发生!好几次几乎发生肢体冲突(
第三!与总统大选不同!美国中期选举政纲

大都集中在相当本地化的议题上( 而据调查!华

裔选民大多对候选人的政纲不太了解! 投票时!
候选人有华人就投给华人!若有几个华人!往往

就把选票投给胜算较大的候选人( 这样易出现盲

目跟随!让主流社会指责华人参政极不成熟!%#(
总之!在这次美国中期选举过程中!华人继

续保持参政热情!无论是候选人+选民%还是助选

的义务人员,义工-!都表现得非常积极和出色!
显示了美国华人稳定的参与和竞争素质!表明美

国华人传统的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看重钞票

轻视选票’%&只顾眼前利益!缺乏远大目标’的形

象在改变" 它标志着美国华人已开始自觉地履行

自己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并作为少数族裔参与美

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 这一转变将有利于美国

华人改善与其他族裔的关系!有利于华人融入美

国主流社会!在美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

领域发挥更加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美国

华人已开始告别&政治冷漠’的时代"
另外!今天人们之所以要如此关注华人对美

国政治的热情参与!因为这不仅涉及美国华人在

美国的生存环境的改善问题! 而且从长远的%战

略的眼光来看!美国华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对稳定

和促进中美关系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三% 未来美国华人参政的途径

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华人在美参政!本来就

有先天不足的问题!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
华人人口在美国大约只占)0!而参政非常成功的

犹太人!人口比率达20左右"第二!犹太人非常团

结!大家在政治上的分歧!最多也只是在以巴关

系问题上温和与激进的区别" 而中国大陆与台港

为主的华人则因为政治的特殊背景! 非常分裂!
其中有意识形态的不同! 也有统独造成的冲突"
第三! 华人和亚裔在美参政的另外一个障碍!就

是&非白人’!犹太人算是边缘白人!白人将他们

看成是&我们’!但在白人根深蒂固的意识里!华

裔和亚裔则是&他们’" 除了先天不足之外!华人

参政后天也出现失调" 据-$$$年调查显示!华人

大多数不认为参加选举会发挥很大影响力" 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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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的国有"民营企业到老挝投资共有$$个项目!协议金额#%&!万美元!是近年来投资金额

最高的一年#实际投资额!#%!万美元$ 主要项目有矿业开发%摩托车组装"橡胶"木薯种植等&

对政治参与不热情!原因有四!一是对政治有冷

漠感!认为政治肮脏黑暗#二是认为美国两党没

有太大差异# 三是美国的选民登记手续比较麻

烦!如果在选举前!&天没有登记!届时就无法投

票#四是美国选举在星期二!而不是在大家休息

的周末!也影响大家投票的意愿& 另外!学术界华

人从事政治学研究者有限& 据统计!目前!##岁以

下在美国大学的华裔政治学学者!来自大陆的有

%"多位!来自台湾的只剩下’位!而且东西分布不

均!东多西少!"#& 针对上述问题!结合笔者对美国

华人参政的长期观察和思考!从种族政治参与的

理论视角! 对美国华人参政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其实很多华人已认识到并一直在尝试!只不过没

有系统化!效果有时不尽如人意&
第一!加大’公民教育(力度!提高华人参政

意识! 变被动参与美国社会公共事务为主动参

与!其中鼓励华人公民积极参加投票是美国华人

参政的第一要务$ 提高华人参政意识的最佳方式

是加大对美国华裔的’公民教育(!让他们认识到

自己是美国社会的一员!积极参与地方性公共事

务$ 如旧金山湾区的’展望新美国(基金会每年夏

天都安排一批华裔高中生到各公职人员办公室

实习!以培养他们对公共事务的热忱#华裔公民

参与陪审团工作! 一方面可以熟悉美国法律!另

一方面有助于树立华裔热衷于公共事务的新形

象!为未来的参政活动奠定基础$ 华人在美国是

少数民族! 据!"""年的人口统计! 总人数!%%万

)其中包括混血华裔(#万*! 仅占美国总人口的

&)!而具有选举权的华裔公民更少& 而在美国只

有参加投票才会有纪录!未来统计出多少华人参

加投票就是衡量华人的政治力量的标准& 如果有

选举权的华人公民不登记"不投票!就不可能显

示华人的政治影响力!更不可能达到争取和维护

华人应有权益的目的&
第二!加强华裔之间的团结和争取其他亚裔

的支持!共同组成强大的压力集团!积极介入美

国主流政治& 压力集团是指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

团体!通过院外活动对立法"行政"司法部门以及

公众舆论施加影响& 尽管压力集团不推举自己的

候选人参加竞选!但为了本集团的利益!必须帮

助争取代表本集团利益的候选人当选!$#& 美国华

人虽然构成复杂!居住相对分散!党派"背景和政

见差异较大! 但美国华人平均受教育水平高!经

济实力强!特别是在科技界的影响非常大!如能

团结起来!再争取到其他亚裔的支持!定能对美

国的主流政治产生积极影响&
第三!充分发挥华人社团在引导华人参政中

的作用& 如由王灵智教授创立的’华人权利促进

会()其宗旨是在推动美国多元种族民主的内涵

和利益下!维护及促进华裔与亚裔的公民及政治

权利*"由华裔专业人士组成的’百人会()其宗旨

是维护美国华人权益!促进中美关系*和由华裔

精英发起的’%" * !"促进会()号召亚裔集中%"+的

选票投给更关心亚裔利益的总统候选人以显示

亚裔的政治影响力*等当代美国华人社团在引导

美国华人参政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这些新华

人社团的影响下!传统华人社团也在保持原来的

联谊"增进族内福利的功能基础上开始积极支持

华人参政& 相信随着新的政治性华人社团的增加

和传统华人社团的转型!华人社团在引导"团结

华人参政上将发挥更大作用&
第四!针对华人参政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

缺乏竞选资金的情况!鼓励华人合法捐献政治资

金!以支持在选举中胜算较大的华裔候选人& 华

裔在美国一向被其他族裔视为’多金族(!常遭受

非法’政治献金(的困扰!使许多富裕华人不敢轻

易捐款! 也使不少候选人不敢接受同胞的捐款&
其实!在美国商界以大笔政治捐款影响美国政治

是非常正常的事& 华人捐款为自己的同胞参加竞

选!只要合法就没有必要担心& 针对近来多名亚

裔候选人’同室操戈()即在同一选区同时有好几

位 亚 裔 参 选*的 情 况 多 次 发 生!可 采 取’集 体 筹

款(方式集中支持一位候选人以避免两败俱伤的

结果出现&
第五!候选人的参政理念"竞选政纲和做法

都必须更新!以便与选民之间达成良性互动& 在

理念上!既要宏观看问题!对美国整体利益有利!
又要具体看问题!对少数族裔和华裔有利#竞选

!"



东

南

亚

经 贸 信 息

据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馆经商室消息!!"#"年越南塑料制品出口额将达$%亿美元"

政纲既要重视整个社区的整体利益!以争取各族

裔的选票!又要适当照顾华人社会的利益!以充

分利用华裔手中的选票!使其成为选举中#关键

的少数$%在做法上!不仅要在媒体上加强竞选政

纲的宣传!而且要多做草根阶层的工作!深入基

层!与选民沟通!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需求!并加强

与其他少数族裔的亲和力! 才能巩固票源基础!
有所作为& 这次中期选举中!获胜的大部分候选人

在这几方面都做得非常细致& 另一方面!华人选民

积极参加投票之前首先应充分了解各候选人的政

纲! 看哪个候选人的政纲更能代表本阶层的利益

和社区的整体利益!然后综合考虑!华人优先&
第六!美国华人的参政方式应该在多元化的

同时!加强团结和磋商!二者并不矛盾& 虽然美国

华人社会构成复杂!但不能因为美国华人社会长

期分裂就放弃团结的努力!华人在消除种族歧视

和融入主流社会的目标上是共同的& 华人无论是

通过竞选’委任或者游说等方式!只要能进入美

国政坛!只要有利于华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和政治

影响力的增强!华人社会都应该支持和鼓励" 另

外对参政的理解应更全面!到立法’行政和司法

机关任职是参政! 积极参与当地社会公共事务!
如积极行使公民权利! 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包

括参加政治团体!发表政治主张’批评和监督政

府工作!特别是行使公民的选举权也是参政"
第七!正如美国第一位华人市长陈李婉若女

士指出!美国华人参政现在仍处在婴儿时代!"#" 学

界应正视当前华人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对近期美

国华人参政的期望值不能太高" 美国华人应先做

好扎实的基础工作! 努力扩大其参政的广度!然

后再逐步提高其参政的深度!到一定时候自然会

水到渠成" 选举是美国公民参政的主要方式之

一!依据选举的范围来分!有全国性选举’州一级

选举和地方性选举" 从这次中期选举来观察!目

前美国华人的参政水平尚处在地方性选举和州

一级的选举上! 进入国会山庄和内阁只是个别!
因此! 美国华人应先积极参与当地政治事务!待

在地方和州一级参政有了扎实基础后!再向全国

的’更高的层次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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