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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亚利桑那州的新移民法案首次将非法移民定性为犯罪行为, 并规定了极为严厉的处罚措施。这一法案因而被称为美国

� 最严苛的移民法案 。该法案的出台不仅在美国国内掀起了新一轮移民政策的大讨论, 而且对美国未来政治格局的走向以及美国与

墨西哥等国的外交关系都将产生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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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冷战后, 非传统安全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

关注。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非法移民问题也成为世

界各国不得不认真加以对待的世界性难题。
!1∀
作为一

个典型的�移民国家 , 美国自建国之始便十分重视移

民政策的构建, 并由此大体形成了两个移民分期, 即自

由移民时期与限制和选择移民时期。!2∀� 9 # 11 事件以

来,美国在加强国土安全的同时, 也在为制定新的移民

政策作出努力。不过,迄今为止, 美国联邦政府在这一

方面仍无所建树。与此相对应的是, 各州政府纷纷跃

跃欲试,试图通过各自的移民法案, 以维护自身权益。

2010年 4月 23日,亚利桑那州(简称�亚州 )共和党州

长布莱维尔( Jan Brewer)正式签署的� SB1070 移民法

案便是州政府加强移民管理与控制的最新案例。该法

案史无前例地把非法移民定性为犯罪行为, 并赋予了

警察可以对怀疑是非法移民的人进行盘查等职权。它

因此被称为美国�最严苛的打击非法移民法案 。亚州

移民法案一经公布, 美国社会为之哗然。可以预见, 美

国国内关于移民政策改革,尤其是非法移民问题的争

论必将因该法案的颁布而呈现新的特点。同时, 2010

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而移民问题又是个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全局性、系统性问题。奥巴马政府如何应对

这一挑战, 势必影响到美国未来政治格局的走向。此

外,非法移民又是一个国际性问题,因此该法案的颁布

也将对美国与他国(主要指非法移民来源国)的外交关

系,尤其是美国与墨西哥的双边关系产生一定程度的

影响。

亚州新移民法案的主要内容

亚州是美国非法移民问题的�重灾区 , 据估计,该

州目前共有约 46万非法移民,其中许多人来自临近的

墨西哥或中美洲地区。!3∀因此, 为了加强移民执法, 遏

制非法移民增长的势头, 亚州一直在酝酿更为严格的

移民法案。新近出台的这部法案, 其目的正在于控制

和遏阻非法移民, �这部法律的条款试图通过合作来阻
止和威慑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滞留以及在美非法滞

留者的经济活动。 !4∀概括而言, 这部法案的主要内容

有以下几点:

第一,实行更为严格的移民执法。法案规定,非法

移民不得进入或滞留亚州,一经查出, 非法移民将会被

控为非法侵入罪, 从而面临多达 6 个月的监禁和 2500

美元的罚款。新法要求合法移民需随身携带证明其移

民身份的文件,以便警察查验。为此, 法案赋予警察更

大的执法权限,规定如果警察在查案过程中, 怀疑涉案

人员的移民身份, 则应当对其进行盘问, �当对一名外
国人非法居留美国产生合理怀疑时, 应该采取合理的

措施。如果可行, 可以确定这个人的移民身份。 !5∀如

果涉案人员无法提供合法身份, 将面临被拘留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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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名在美国非法居留的外国人被确认违反州或地

方法律,在解除监禁或评估应缴纳的罚款之后,应立即

将其交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或者美国海关

与边境保卫局( CBP)拘留。 更为严格的是, 该法案还

赋予了执法人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如果执法官员有

理由相信此人犯有可以被递解出境的公共违法行为

时,该官员可以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将其拘捕。 
第二, 赋予执法部门使用、交流移民身份信息的权

力,同时建立了相应的问责机制。法案规定,执法机关

拥有基于如确定此人是否具备享有公共福利资格、申

请驾照资格等目的使用、交流移民身份信息的权力,

�除联邦法律规定外, 本州、县、市、镇及其他政治次级

部门的执法官员或机构在发送、收取或保留与移民身

份相关的信息, 或者与其它联邦、州或地方政府部门交

流这些信息时不受禁止或任何方式的限制。 在执法过
程中,如果执法人员出现执法懈怠的现象, 任何人都有

权向上级法院提起诉讼, �个人在质疑州、县、市、镇或

其它政治次级单位的官员或机构所采用或实施的政

策,该政策限制或约束了联邦移民法律的执行,使其小

于联邦法律所允许的最大执行力度时, 可向上级法院

提起诉讼。 

第三, 利用交通工具运送、转送非法移民, 或者庇

护、掩盖、诱导非法移民等行为是非法的,并明确了具

体的处罚措施。法案规定, �某人从事下列行为是非法

的,此人触犯刑律: ( 1)在本州运用某种运输方式运送

或转送,或者企图运送或转送该外国人, 若此人明知或

无视该外国人非法来到、进入或滞留美国的事实; ( 2)

在本州任何地方利用任何建筑或任何交通工具以掩

盖、包庇、保护, 或者是试图掩盖、包庇、保护某外国人

不被发现, 若此人明知或无视该外国人非法来到、进入

或滞留美国的事实; ( 3)鼓励或诱使某外国人进入或居

住本州,若此人明知或无视该外国人非法来到、进入或

滞留美国的事实。 在此基础上, 法案明确了对上述行

为的处罚措施, 指出�除违反本条款之规定且涉及 10

名或以上非法外国人的个人犯有 6 级重罪, 并将被处

以每名外国人至少 1000美元的罚金外, 任何违反本条

款之规定者犯有 1级轻罪, 并将被处以至少 1000美元

的罚金。 

第四, 雇主不得有意雇佣非法移民, 而非法移民也

不得在亚州谋职或工作。法案强调, 雇主不得有意雇

佣非法移民, 并对此做出了相应的处罚措施: ( 1)初犯

者。�法院将责令雇主终止与所有无证件外国人的雇

佣关系,并要求雇主接受对其雇佣无证件外国人工作

的商业区进行的三年考察期 ,同时要求雇主在法院判

决后三个工作日内与县检察官签订一份承诺书, � 该承

诺书声明雇主终止与无证件外国人的雇佣关系, 以及

雇主不再在本州故意或者明知而雇佣无证件外国人。 
如若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办理该文件,将会被暂扣执照,

直至办理完毕时止; ( 2)再犯者。法院将责令有关部门

永久吊销雇主在雇佣非法移民工作的商业区的所有执

照。此外,法案明确规定, 非法移民不得在亚州谋求工

作,违反者将犯有 1级轻罪, �在本州的非法居留者或

者无证件的外国人有意求职, 在公开场所征求工作,或

者作为雇员或独立承包商身份从事工作都是非法的。 
为此,法案对�征求 ( soli cit)和�无证件外国人 二词做

了明确界定,指出� ∃征求% 是指通过语言或形体、点头

等非语言沟通形式, 向理性人暗示此人愿意被雇佣 ,

�无证件外国人指未能获得合法权利或者联邦政府授
权而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 

亚州法案引发美国社会强烈反应

亚州新移民法案签署后, 美国社会对此掀起了热

烈争论。各政治派别、社会团体以及普通民众对于该

法案的态度存有明显差异, 呈现出多元、对立的特点。

综合起来,美国社会的反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界人士对于这一法案的态度反映出美国

政治极化的特征。4月 27 & 28日, 盖洛普进行了一项

关于亚州新移民法案的民意调查。其中, 依据受访者

所属政治派别的不同, 他们对于该法案的态度也存在

较大差别: 62%的共和党人支持该法, 其中知晓该法案

的共和党人支持率更是高达 75% ; 民主党人对这部法

案的反对率( 45% )大幅超过了支持率( 27% ) , 其中知

晓法案的民主党人反对率高达 56% ; 独立派人士倾向

于支持这部法案, 其支持与反对的比例分别是 37% 和

29% , 其中知晓该法案的独立派人士的支持率达

50%。
!6∀
身为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批评这一法案是�误

导性 的,称该法案�威胁到我们作为美国人所珍视的
∃公平% 的基本概念,以及对于维护我们安全至关重要

的警察与社区的信任。 !7∀
5 月 19日,在白宫新闻发布

会上,奥巴马再次指出,该法案是美国移民改革的一大

挫折,它规定对�可疑 的非法移民进行检查是对他人
的人身骚扰。!8∀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 # 霍尔德 ( Eri c

Holder)认为这项法律的通过�十分不幸 , �有可能被

滥用 。他于 4 月 27 日在华盛顿发表的一次讲话中

说,美国司法部对这项法律正在进行复议, �正考虑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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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法庭质疑在内的各种可能性 , 以作回应。同日, 国

土安全部长珍妮特 #纳波利塔诺!9∀
( Janet Napolitano)

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说: �无论是否符合宪

法,从执法的角度总有一些说明此类法律被误导的切

实理由。 !10∀共和党人士对于该法案更多地持一种赞赏

或默许的态度, 如 2008年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

林( Sarah Palin)便极力支持亚州移民法。她指出,该法

案的目的是保护美国人,这是在联邦政府失职情况下

的无奈之举。!11∀身为亚州共和党资深参议员的麦凯恩

( John McCain)曾一直主张非法移民合法化,即给予在

美国的非法移民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获得合法身

份。然而, 面临来自共和党内右翼势力的挑战,麦凯恩

对亚州移民法案也持赞许态度。对此, ∋纽约时报(发

表社论,批评麦凯恩�忘记了原则 。!12∀

其次, 一些民权团体、移民团体强烈反对亚州移民

法案,指责该法案将导致可怕的种族主义情绪,并且组

织了抗议游行,以表达它们的意志。5 月 1 日, 洛杉矶

市、纽约市都组织了规模盛大的游行, 抗议亚州移民法

案。纽约市 40多个工会组织和移民团体在曼哈顿下

城富利广场( Foley Square)集会,参加游行的人们高举

着�立即开始移民改革 、�反对 SB1070移民法 等标语

牌。国会众议员维乐贵丝( Nydia M. Velazquez)指出,

亚州移民法是短视的,是民权斗争的倒退, 它并不会使

边境更安全, 却为种族歧视打开大门。市主计长刘醇

逸( Comptrol ler John Liu)向在场的示威者说: �我们今

天在这里要发出一个强烈而清晰的声音,那就是美国

需要移民, 移民改革必须马上开始。 !13∀
拉丁裔社团抗

议,拉丁裔移民本来就已遭受歧视,这项法律更名正言

顺地让警察的歧视和骚扰合法化。!14∀墨西哥诺加莱斯

( Nogales ) 移民庇护站的负责人洛雷罗 ( Francisco

Loureiro)形容新法�大搞种族主义 , 会加剧警方虐待
移民的情况。洛雷罗说: �亚利桑那州警方对待移民的

方式早已比对待动物还要恶劣。追捕移民的情况早已

存在, 如今在法律的掩护下更是有恃无恐。 !15∀
此外, 一

些移民聚集的州政府(如纽约州)或地方政府(如洛杉

矶市) ,纷纷采取措施抵制亚州移民法案。5月 12日,

洛杉矶市议会便通过了一项经济制裁决议, 限制洛杉

矶企业与亚州的生意往来,包括终止与该州的旅游合

作以及未来的商业合约等。
!16∀

最后, 美国普通民众对于亚州移民法案态度不一,

呈现出对立与分化的特点。从族裔群体来看, 对这部

法案持反对和怀疑态度的主要是拉美裔移民, 也包括

少数族裔, 如华裔。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执行主席

黄克锵在∋侨报(上撰文指出, �亚利桑那州这项旨在严

厉打击无证人士的苛刻移民法案与美国立国精神、宪

法精神背道而驰。 他担心, 这一法案有可能引发美国

境内�白人沙文主义 ,从而导致�种族摩擦加剧, 种族

仇恨罪案攀升。 !17∀从年龄层次来看,年轻人对亚州移

民法案持反对态度,而�婴儿潮 一代和年龄在 45 岁或

以上的人则对其持赞成态度, 从而表现出较为明显的

年龄差异。
!18∀
但是, 从整体上来说, 美国多数民众对于

这项法案持支持态度。4月 28日至 5 月 2日, 美国哥

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的一项民调显示, 有

51%的人支持该法案, 其中 9% 的人甚至认为�移民法

案应该更严一些 , 但也有 36%的人认为该法案�有些
过分 。在非法移民问题上, 65% 的人认为�这是个很

严重的问题 , 78% 的人表示�政府应该采取更多措施

阻止非法移民涌入美国 。不过, 57% 的受访者认为,

有关非法移民的法律�应该由联邦政府制定, 而不是各

州自行颁布 。!19∀鉴于亚州非法移民问题的严重性, 有

一些人对于这部法律也给予了理解, �一些人指责法案

制定者和 70% 支持该法案的亚利桑那人像纳粹一样行

事,或者指责这样会让亚利桑那变成一个种族隔离的

州。但要是在该州待一些时间, 你可能会懂得为什么

如此多的亚利桑那人需要这部法律。 !20∀

法案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

亚州移民法案签署之后, 白宫官员对此评价说,如

果没有联邦政府的支持, 任何移民立法行为都不可能

解决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 � 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 亚

州和其他州建立的法律大杂烩无法解决核心问题, 即

如何加强边界与处理美国 1100万非法移民。 !21∀然而,

即便如此,亚州新移民法案对美国未来政治格局的走

向以及移民政策改革的方向与进度将不可避免地产生

影响。同时,由于亚州与墨西哥毗邻, 该州非法移民主

要来自于墨西哥, 因此法案所涉及的主要对象将是墨

西哥非法移民, 这对美墨之间的外交关系也会产生一

定程度的影响。

第一,法案促使奥巴马政府将移民改革提上政府

的议事日程,推动美国移民体系的重构。布莱维尔在

签署法案后称, �等待华盛顿采取行动已经超出了我们
的耐心。几十年来联邦政府的无所作为和误导政策造

成了当前危险的、不可接受的状况 , 因此亚州才出台

了这项移民法案。
!22∀
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 #

克尔伯森( John Culberson)也认为, 亚州移民法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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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政策失败 的结果。!23∀很明显,这将会对奥巴马政

府产生一定的政治压力。白宫发言人吉布斯( Robert

Gibbs)表示: �总统已经说过))这是要求联邦政府采

取行动的警告。 !24∀
拉美裔全国委员会主席珍妮特 #穆

尔吉亚( Janet Murguia)同样认为, 法案的签署对于美

国移民改革将产生一定的激励作用, �因为该法案的潜

在结果,现在围绕这一问题已经具备了实质性的、道义

上的紧迫感。 !25∀

第二, 法案可能引发美国国内种族主义、排外主义

情绪的高涨,深度影响美国所倡导的�公平 、�平等 的

价值体系。同时, 国内民众对于移民的态度存在较大

差异,可能导致美国公众陷入分化的境地。从历史上

来看,美国社会内部因为移民问题而产生的种族主义、

排外主义风潮并不鲜见, 尤其在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 1880 & 1920年间排外主义空前泛滥, 其规模之大, 时

间之长,影响之深,在美国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26∀∋纽
约时报(专栏作家弗兰克 #里克( Frank Rich)将其称之

为本土主义者怒气爆发的一个示例。!27∀亚州�美国公民

自由联盟 执行主任亚历山德拉 # 米兹 ( Alessandra

Meetze)表示: �如果你看起来或听起来像外国人, 警察

会无休止地要求你证实身份, 并确认你的公民身

份。 !28∀如前文所言, 美国社会对待移民的态度各不相

同,甚至是对立的。可见,这不仅会制约美国政府尽快

采取措施, 实施移民政策改革, 而且还可能造成社会凝

聚力的涣散与民众意愿的分裂, 从而引发其它社会

问题。

第三, 法案的通过可能会对美国的中期选举造成

重大影响。众所周知, 中期选举是对美国现政府所实

行政策的一次重大检验, 也被认为是 2012 年美国总统

大选的前哨战。因此,每当中期选举年, 美国两大主要

政党都使出浑身解数,取悦选民, 赢得支持。亚州移民

法案的通过得到了多数共和党人的支持,并经共和党

州长签署而成为该州法律,因而西裔选民对共和党的

态度表现出很大不满。亚州的西裔美国人单纯指责移

民法案的仅有 2% , 而指责共和党的占到了 59% 。就

民主党而言,这一法案的通过似乎对其有利。然而, 根

据民调显示, 33%的西裔美国人对于两党都表示不满,

66% 的人认为民主党未尽力阻止法案。更为重要的

是,奥巴马在竞选期间曾高调承诺要修复美国断裂的

移民体系, 进行移民政策改革。但事实上, 奥巴马政府

迄今未有行动, 这令西裔选民感到十分失望。美国思

想库�新民主党网络 主席西蒙 # 罗森伯格 ( Simon

Rosenberg)表示: �明显地,民主党如果想要获取一张热

情的西裔选民的选票,他们需要比以前做得更多。 !29∀

可见,就目前情形而言,亚州新移民法案到底会给民主

党带来什么影响, 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亚州的争

论可能会证明对民主党有利, 但若他们不知如何加以

利用,那也将不会有所裨益。 !30∀不过,有一点是非常明

确的,即该移民法案对于美国未来政治格局的走向将

产生重要影响。鉴于民主、共和两党都认识到西裔选

民的重要性,两者之间必将会在这一问题上继续展开

博弈。

第四,法案可能会对美国与移民输出国, 尤其是与

墨西哥的关系产生不利影响。5月 3日,秘鲁国会外交

委员会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美国亚州移民法, 表示将全

力声援目前旅居该州以及美国其他地区的秘鲁人, 坚

决维护其合法权益。!31∀次日, 在阿根廷卡达莱斯召开的

南美洲国家联盟特别首脑会议发表声明指出, 亚州新

移民法案是在煽动对移民的仇恨和歧视。
!32∀
与美国毗

邻的墨西哥更是将矛头指向了该移民法案。墨西哥总

统卡尔德隆 ( Fel ipe Calderon)批评它是� 种族歧视 和

�违反人权 的表现,并表示将尽一切手段保护在美墨

西哥人的权益。
!33∀
不过, 这一评论引发了美国国内政界

人士的不满。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凯尔( Jon Kyl )称卡尔

德隆的评论�至少说是虚伪的 。他抱怨墨西哥不理解

美国的关切,可他似乎没有认识到我们的关切。他应

该向我们道歉, 而不是谴责我们。 !34∀德克萨斯州共和

党众议员珀尔( Ted Poe)形容卡尔德隆的批评是� 傲慢

的和虚伪的 。他指出,墨西哥自身的移民法律�比美

国更加严格 , �当墨西哥做同样的事情 而来谴责亚州
的法案是不合适的。!35∀对于美国国内的抱怨之声, 墨西

哥政府未作评论。不过, 墨西哥驻美大使馆发言人阿

尔迪( Ricardo Alday)表示, 墨西哥政府对于新移民法

�可怕的潜在影响深表关切 , 并警告称墨西哥与亚州
未来友谊关系的发展以及商业、旅游和文化联系可能

会因这一法案的负面效应而受到影响。!36∀

展望与反思:法案的未来与美国移民政策改革

亚州法案签署之后,如果未有异议,该法案将在 90

天后正式生效。但是, 法案签署之后, 美国国内许多人

权团体、移民团体、法律界人士以及政府官员要求对其

进行司法审查,以调查它是否� 违宪 。同时, 美国舆论

还将亚州法案与 1994年加州� 187号提案 相提并论,

认为上述两部法案存在的主要司法问题是一致的, 即

州政府的行为是否干涉了联邦政府处理移民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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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37∀众所周知, 1994年,针对日益增长的非法移民以

及联邦政府的不作为, 加州通过了� 187 号提案 , 拒绝

向非法移民提供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然而,这部法

案引发了巨大争议, 并被诉之于法院。1999年 7月, 州

长格雷#戴维斯( Gray Davis)决定终止围绕� 187号提

案 的法律诉讼。实际上, 这等于否决了该法案。
!38∀
负

责办理这一案件的地方法院法官普法尔泽 ( Mariana

Pfaelzer)认为, � 州政府无权制定自己管理移民的方

案 , 不论联邦政府在执行移民法律方面存在多少严重

性问题, �管理移民的权力属于联邦政府独有 。!39∀由此

可见,亚州移民法案的前途仍然充满了诸多变数。!40∀

然而, 无论这部法案最终命运如何, 通过该法案所

反映出的美国移民政策改革的紧迫性与必然性是确信

无疑的。自� 9 # 11 事件以来, 美国社会对于移民体系

的弊端多有微词。布什政府时期, 美国颁布了一系列

法案, 其主旨在于维护美国的国土安全。其间, 参、众

两院也推出了相关的移民法案,但最终未能达成一致,

使得改革美国移民政策的努力付之东流。在竞选期

间,奥巴马曾誓言要修复美国的移民体系。然而, 迄今

为止,奥巴马政府尚未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有分析

认为,美国政府之所以在这一问题上迟迟未有建树, 主

要是因为移民政策改革所涉及的问题众多, 且与美国

民众关系密切, �移民问题涉及到美国政治的每一个层

面:从国家安全问题如边防控制和恐怖分子的形象绘

制,到诸如教育和医疗等国内事务,移民问题都是无法

避免的。 !41∀因此,现任政府一旦处理不慎,将会影响到

美国未来的政治版图,这严重制约了政府推动移民政

策改革的进程, �对政治家来说, 安全的决策便是没有

决策 & & & 至少到没有选择, 不得不采取行动之时 。!42∀

不过, 亚州新移民法案的出台, 犹如� 一石激起千层
浪 , 再次掀起美国国内关于移民体系与边界安全的大

辩论。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所做的民调

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国移民政策需要进行认真

的反思与检视, 其中有 44% 的人认为美国的移民政策

需要彻底重建, 45% 的人认为需要根本改变。
!43∀
由此可

见,亚州移民法的推出或许表明, 美国政府已经到了无

法再度回避移民改革问题的时候了。从这一点来说,

这部法案的签署给美国政府释放了一个重要信息, 也

给民主、共和两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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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 Per spect iv es o n Inter�S tate J ust ice in T hucy dides by Chen Yudan

IR theorist s are not so interested in the discussion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as in the i ssues of power or inst itu�
tion. International just ice seems to appear more in the literature of international l awyers and phi losophers. IR

theorist s� understanding of Thucydides� perspective on justice is of ten superf icial, too. This article tries to in�
terpret the discussi on of inter�state just ice in Thucydides� History , focusing on the origins and meanings of

just ice, as wel 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justice.

53 � Inter nat io nal N o rm s and the M easurem ent of thei r Autho r itat iv eness by Liu Xinghua

International norms are the rule system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which have clear�cut binding force. Their au�
thoritativeness is measured by two indexes: soci al recognit ion and inst itutionalization l evel. Social recognit ion

ref ers to the number of actors comply ing with specif ic international norms. More supporters of international

norms will lead to the conformity ef f ects upon outside states. Insti tutional izat ion level means to what extent

the norms have rigorous rule content and inst itutionalized f orm, including the functionality of rules, formal

structure, stationary staf f and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Meanwhile, institutionalization level is prominently ref lected

in the punishing mechanism. Highly institutionalized international norms may prevent and curb non�compliance.

Countries and Regions

59 � Russia�s Cl im at e Ch ang e Go v ern ance: S t r ategy , M easur es and Cha lleng es by M ao Yan

In December 2009, Russia formall y approved the � Doctrine of the Russian Federat ion on Cl imate , which

marks a major change in its climate policy. In order to deal w ith cl imate change and achieve the long�term
goal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 opment, Russia implements it s pl an of emissi on reduction through reduc�
tion of emission, energy conservation, improvement of energy ef f iciency and the devel opment of new ener�
gy. Although Russia�s atti tude towards climate change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active, it s climate strategy

as a whol e shows some contradictions: on one hand, Russia has to take action to cut its emission under the in�
ternational pressure, on the other hand, it might dissociate it self f rom international climate mechanism, or

block climate negoti ations in order to safeguard its nat ional i nterest. The sincerity and ef fect of Russia�s emis�
sions reduction have to be verif i ed by its future actions.

65 � Ethnic M ino r it ies�B ehav ior al Ch aracter ist ics and In f luen ce in th e Pr esid ent ia l Elec t io n o f the U ni t�
ed Sta tes by He X iaoyue &Xu Kaiyi

American ethnic minoriti es have been pl 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presidential elect ion for three

reasons & the enlargement of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 and the growth of their polit ical part icipation; the

large number of ethnic minoriti es who appear as swing electors in sw ing states, and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system which is based on the electoral college model. Hispanic Americans, Af rican Ameri cans and Asi an A�
mericans, which are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groups of ethnic minoriti es, have dif f erent inf luence on the e�
lection for their dif f erences in terms of popul ation scal e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Besides, Hispanics�
low participat ion rate and Asians� politi cal apathy have made ethnic minori ties f ail to bring their potential in�
f luence to full play in the election. And in terms of behavioral characterist ics, Hispanic Americans, Af ri can

Americans and Asian Americans have quite a lot in common as well as plenty of dif f erences, whi ch l eads to

dif f ercent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el ect ion.

71 � An Analy sis and Rev iew o f Ar iz on a�s Im m ig r at io n Law in the U . S. by Chen Jimin

For the f irst t ime, Ari zona�s new immigrat ion law def ined i llegal immigrat ion as criminal act and provided

very severe penal ties. Thus, the law is call ed � the most stringent immigration l aw i n America. The approval

of the law in Arizona not onl y raises a new round of debate on immigrat ion policy at home, but also has pro�
found impacts on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U. S. pol itical pattern and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U. S.

and other countries like Mex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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