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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每 10 年一次的选区重划是美国各州议会根据人口变化对选区进行重新调整的正常过程，但同时也是增强某一

政党或某一族裔政治力量的大好机会。近年来，美国华人逐步认识到选区重划对政治参与的重要性，他们开始积极参与选区

重划过程，争取在华人占多数的选区选出本族裔的政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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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客观因素很多，如

人口、社会经济地位、政党认同、重大历史事件的

刺激和选区重划等。学界对前四个客观因素的研

究相对较多，而关于选区重划对美国华人政治参

与影响的研究极少。本文根据笔者收集到的有限

资料就选区重划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影响作浅

显分析，以作引玉之砖。

何谓选区重划？

所谓选区重划 （Redistricting）是指重新划分

联邦国会、州议会、县市议会选区的地理界线（国

会选区指各州内由联邦众议员代表的选区）。民主

党和共和党都力争把握州政府重新划分选区的法

律和政治机制———通常是通过对州议会的控制，

因为在因人口变迁而需要对选区界线做出调整

时，控制州立法机制的政党能够通过重新划分选

区来加强自己的得票实力[1]。
美国国会选区如何划分大有学问，对议员选

举的结果有着重要影响。由于宪法中没有明确规

定，因此选区划分长期存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

选区的人口不相等。该问题一直到 1962 年和 1969
年通过最高法院的两次裁决才得到纠正，形成判

例法，即各选区人口要绝对平等。另一个问题是

“不公正地划分选区”。即州议会把选区界线划得

奇形怪状，使一个党能在该选区轻易取胜。但最高

法院的裁决至今未涉及国会选区的形状，因此，各

州议会的多数党仍继续利用其权力把国会选区划

得奇形怪状，使之有利于本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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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区重划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影响

在美国选区划分历史上，少数族裔一直未能

受到公平待遇，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

们常常被分割在不同的选区里；第二，即使少数族

裔比较集中的地区，也常常被划得难以成为多数。
因此，许多选区被划得希奇古怪，这种不公平的选

区划分在美国被称为“火蛇”（Gerrymandering）①。
就洛杉矶市的华裔居住区而言，中国城被划归为

两个市议员选区 （韩裔聚居的朝鲜城则被划归为

三个不同的选区）。这样，华裔人口虽然增长很快，

但无法在任何一个选区中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很

难选出自己的政治代表。这实际上成了所有少数

族裔参政的重要障碍，洛杉矶地区的西裔为此已

经到法院打了几个官司，控告市政府不公平划分

选区[3]。
自 60 年代以来，纽约唐人街的华裔人口有了

较大增长，但 1980 年人口普查后的选区划分把唐

人街分成了几个部分，分属不同选区，因此，在

1988 年的大选中华人选票仍不能集中起来。在相

对较大的曼哈顿区内，华人选票的影响力更是微

不足道，因此，有人认为，除非选区能够重新划分，

使唐人街不似目前的四分五裂，否则，纽约的美国

华人便休想染指地区教育委员会、市议会、州议

会，以及美国众议员的席位。有华裔人士认为，选

区这样划分，目的就是想将美籍华人势力摒诸政

治门外。支持将唐人街在内的选区重新划分的州

议员格林说，自 1980 年人口普查以来，州议会从

未给予机会去讨论唐人街这个情况，只有给州议

会施加压力，使其重视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在 1990
年人口普查后有可能将选区重新划分。他对华裔

社区领袖说：“你们要是还不组织起来，得到合理

的政治权利便仍旧是渺茫的一件事。”[4]

根据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政府每隔 10 年要举

行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并以普查结果为重要

依据来重新划分选区。选区重划的原则也是多方

面的，有人口普查数据、各州或市的宪章规定、
1965 年通过的选举权法、判例法和大众的意见。华

裔密集的华埠究竟划入哪一个选区，将直接影响

到华裔的利益和华埠的发展方向，美国华裔及华

人社区对此都十分关心，下面以纽约市为例[5]作简

要分析：

据 2000 年人口普查显示，纽约市人口超过

800 万，其中亚裔为 80 多万，主要居住在曼哈顿区

（15 万多）、皇后区（43 万多）和布碌仑区（20 万

多）。亚裔占纽约市总人口超过 10%，但纽约市 51
位市议员中只有一位亚裔，就是 2000 年才当选的

华裔刘醇逸。
2003 年进行的纽约市议员选区重新划分，就

是要体现 2000 年人口普查以后所显示的人口变

化，使各个选区的人口大致为 15.7 万，最大与最小

的选区人口允许差额在 10%以内，以确保各社区

对当地行政事务拥有公平有效的发言权。又据

1965 年选举权法，亚裔和其他种族或语言属于少

数的群体，必须获得公平有效的政治代表，并在族

裔、经济、宗教等基础上，必须尊重享有共同利益

的近邻和社区。选区不能跨越区域边界，不能故意

削弱某个政治派别的选举力量。
经过调查发现，历史上纽约市下属的曼哈顿、

布碌仑和布朗士三个区的选民倾向于将选票投给

同一种族的候选人。这样，某个族裔占选区人口比

率的高低，就会很大程度地影响到本族裔候选人

的胜败。由于这一因素，选区重划委员会拒绝采纳

早在 1992 年亚美法律援助处提出的建议：华埠和

下东城拥有共同的利益，应该划在同一个选区，决

定把华埠的苏荷区、炮台区及三角区划作第一选

区，理由是亚裔占 42%，这样划分是为亚裔着想，

有希望推出他们的政治代表。
2003 年纽约市选区重划过程中，华埠划入哪

个选区，有两个方案：一个是继续保留在第一区，

另一个是与下东城合并在第二区。华裔人士在公

听会上就利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焦点集中在

族裔问题上，也就是在族裔差异的背后，更存在着

经济、文化及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主张与下城区合

并的人士认为，华人新移民有从百老汇东迁的趋

向，如今下东城的亚裔人口已增加了 15%；下东城

原住民多数为西裔、黑人和一些贫穷白人，他们与

① 1812 年，麻塞诸塞州的州长 E·格里（Elbridge Gerry）为了使他的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优势，把这个州的一个选区划

成了一条火蛇（salamander）的古怪形状。后来人们为了讽刺这种政治花招，就借用格里的姓，称之为 Gerrymander。参见唐士

其：《美国政府与政治》，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第 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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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埠的华裔新移民大多属于中低收入的劳工阶

层，他们所关心的社会问题较一致，而第一区内居

民大多是富裕白人，与华人利益和主张相异。但有

些华裔精英人士认为，华埠应留在第一区，这样更

利于华埠融入主流社会。
第二区的民选西裔市议员玛格丽特·罗佩兹

虽同意联合华裔和西裔的选票，但并不希望华埠

划入自己的选区。有华裔人士指出，华埠没有必要

合并第二区，引起华裔和西裔互相竞争，两败俱

伤，而被第三族坐收渔利。也有市议员强调，不应

过分渲染种族因素，没有哪个选区是属于某个群

体的，所有选区最好都是种族多元化的。
纽约市选区重划委员会成员由市长和市议会

任命，华裔孔振成代替了一名辞职者成为该会中

唯一的亚裔成员。委员会已将方案提交市议会，如

果提出反对意见，将再次举行公听会。最后方案必

须经过联邦政府批准才能生效。
笔者以为，不论这次选区重划的结果如何，纽

约华人已注意并重视选区重划对华埠未来政治力

量的影响，说明华人参政意识的提高，这对华人社

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由于选区如何划分直接影响到选举的结果，

90 年代以来，西岸的美国华人也开始意识到选区

重新划分对华人参与美国政治的重要性，他们开

始着手与政府方面合作消除这些障碍，并联合其

他亚裔、黑人和西裔，通过各种渠道努力调整选区

划分，保护少数族裔的代表权。例如，在 1990 年人

口普查开始之后，华裔发动洛杉矶地区的三个亚

裔组织联合起来争取参加选区重划工作以保障亚

裔参政的权利。这三个组织是亚太法律中心、亚太

裔规划理事会和亚太裔劳工理事会。他们的目标

是保证亚裔选民集中区尽可能不被割碎，避免出

现选区划分不公现象。如果出现则要诉诸法庭重

新议决。1991 年 8 月，洛杉矶市的华人以更具体的

行动表达争取公平享有政治资源的决心：华裔联

合日裔、韩裔和菲裔组成四大少数族裔的“亚太裔

公平选区重划联盟”，正式向加州立法机关提出亚

太裔对州众议会选区重划初步方案与亚太裔要求

的底线。洛杉矶市华裔的行动还得到黑人团体的

支持[6]。在亚裔提出的选区重划方案中，新选区使

用州议会第 59 选区的基本边界，包括罗西米得

（Rosemead）、圣盖博谷（San Gabriel）、蒙特利公园

市（Monterey Park）和阿尔罕布拉（Alhambra）四个

亚裔人口最多的城市，亚裔占该选区总人口的

35%，实现了其人口在该选区的最大化。西裔也表

示赞同，因为他们的人口占该选区总人口比例仍

然超过 50%。8 月 30 日，西裔和亚裔在蒙特利公

园市政厅集会，提交他们的选区重划方案。9 月，这

些族裔社区的领袖聚集加州首府沙加缅度，向州

政府官员游说他们的选区重划方案。虽然威尔逊

州长否决了州议会提交的方案，但州最高法院接

管了选区重划的任务，并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

设计一个新的重划方案。亚裔和西裔都表示支持

并参与了该方案的设计。1992 年 1 月 27 日，最高

法院采纳了新方案，满足了亚裔和西裔的要求，重

新划分出一个新选区，第 49 选区，以亚裔和西裔

人口为主 [7]。现在该选区的州众议员是华裔赵美

心，她是当时发起选区重划方案的华人社区领导

者之一。
近年来，在华人政治性社团的指导下，华人社

会开始行动起来，积极介入选区重划的提案与听

证活动。如，在 2002 年，华促会组建旧金山选区重

划联盟，为旧金山选区重划委员会的选区重划工

作做促进活动，以推进选区内多种族合作的进程。
除了华促会外，联盟的其他成员还有 MALDEF、旧
金山湾区民权律师委员会（Lawyers’Committee for
Civil Rights of San Francisco Bay Area）、旧金山拉

瑞泽律师会（LaRaza Lawyers of San Francisco）、亚
太裔选区重划平等会 （Asian Pacific Americans for
Fair Redistricting） 和亚洲人法律组织 （Asian Law
Caucus）[8]。

当然，有利于华人的选区重新划分并不意味

着华裔候选人必然当选。如果选区内的华裔公民

选举登记率和投票率继续低迷，票源分散，那么华

人选出自己代表的机会仍可能很小。如 2002 年 11
月 5 日是美国中期选举日，根据 2000 年全美人口

普查结果，纽约市专为亚裔重新规划出纽约州众

议院法拉盛第 22 选区，这对推出一位华裔众议员

进入州议会十分有利。据统计，第 22 选区的亚裔

居民人数占 53%，其中华裔又为亚裔人口的主流

族群。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新划的第 22 选区是“上

帝给予亚裔选民的礼物”。但选举的结果显示，尽

管有四位华裔候选人上阵参选，但仍不敌犹太裔

候选人郭登祺。其中原因较多，客观上，纽约州选

区重划后，部分投票区的投票站的变动给华裔选

民增添困惑和不便，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该区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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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的登记率和投票率不高，加上四位华裔候选

人同时参选分散了票源。若将四位华裔候选人的

得票数相加，为 6630 票，远超过郭登祺的得票数

5593 票[9]。
但无论怎样，选区重新公平合理的划分是华

人有机会在华裔占多数的选区选出自己代表的基

础。如经过两年的重新整合，在 2004 年 11 月 2 日

的大选日里，纽约州第 22 选区的三位候选人都是

华裔，他们分别是民主党的孟广瑞、共和党的谢美

琳和绿党的周长青。最后孟广瑞凭借其长达 28 年

的社区服务经验取得胜利，当选为纽约州第一位

华裔州众议员，也是该州第一位亚裔州众议员[10]。
纽约报章认为，他的当选将全面提高华裔选民投

票的积极性，显示纽约亚裔政治力量的崛起，是纽

约华人参政史上的历史性转变[11]。由此可见，选区

重划对在华人占多数的选区选出本族裔代表的重

要性。

结 语

在美国，每 10 年一次的选区重划是根据人口

变化对选区进行重新调整的正常过程，但同时也

是增强某一政党或某一族裔政治力量的大好机

会。掌握选区划分的州议会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
把持州议会的政党为了增强本党候选人胜选的可

能性，尽可能让选区划分对自己有利；为了限制少

数族裔聚集区选出自己的少数族裔代表，以白人

为主的州议会常把少数族裔人口集中居住的地区

分散划分到各个不同的选区，以削弱其选出自己

族裔代表的可能性。在黑人①、西裔和亚裔聚居的

地区，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选区重新划分，

政治意义重大。美国华人及华埠应关注并参与每

十年一次的人口统计和选区重划，以维护和增进

华埠的政治利益，至少要保证选区重划公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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