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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市长面临的制约与考验以及影响华人市长行政的若干因素。随着美国华人问鼎越来越多的行政职位，华人地方官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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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success of American Chinese running for the local administrative offices is remarka-
ble． This article mainly uses the latest inform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study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Chinese
campaigning for the local administrative offices，analyze the restricts and the testes of American Chinese mayors，
and probe the influence factors on the Chinese mayor administration． The Chinese local officials will face more and
more testes as the American Chinese campaigning for more and more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近年美国华人参政非常活跃，出任各级众议

员、参议员、行政官员的华人越来越多，还出现华

人驻华大使以及民选的奥克兰和旧金山等大城市华

人市长。华人参政捷报频传，成就斐然，前景令人

看好。不过，新发展伴随新问题，在美国华人参政

突飞猛进之际，特别是华人不断问鼎更具行政实权

的大城市市长等行政公职后，华人参政也面临新的

考验。有关美国华人参政的研究不少，但主要聚焦

于参选过程和参选结果，而有关美国华人地方参政

的研究成果，至今还很少看到。本文主要采用美国

本地资料，探讨美国华人地方参政的发展与挑战等

问题。

一 华人竞选地方行政公职成绩斐然

出任各级行政公职是美国华人参政的重大成就

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先后出任美国各级行政

官员的华人有数十人，不仅出现华人的州长、部

长，还先后出现不少中小城市的华人市长。早在

1981 年，陈李琬若已出任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公

园市长，当时是全美首位华人女市长
［1］。此后担

任美国市长的还有南加州喜瑞都市市长陈金凯莉、
麻塞诸萨州中部费奇堡市市长黄素芬，以及美国加

州湾区其他城市的胡宜兰、刘嘉琳、司徒良恩等多

位华人市长，据统计，出任美国大小城市市长的华

裔有 50 位之多
［2］。

近两年，美国华人还成功竞选美国著名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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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长职位。如 2010 年 11 月 10 日，美国加州的

奥克兰市诞生了 158 年以来的首位华人女市长关丽

珍，和以往华人主要出任几万人甚至更少人口的中

小城市市长不同，奥克兰是美国加州的第四大城

市，人口 30 多万。更令人鼓舞的是，2011 年 11
月 8 日，华人李孟贤高票胜选旧金山市长职位。旧

金山人口有 70 多万，是加州和美国著名的大城市，

又是早期华人移民美国首达地和排华法案始发地，

旧金山出现华人市长，由此具有特别突出的标杆意

义，被认为创造美国华人参政史的又一里程碑，李

孟贤 被 媒 体 誉 为 “华 人 奥 巴 马”［3］，好 评 如 潮。
2012 年 1 月 3 日，美国西海岸华盛顿州的贝尔维

尤市又出现一位华人市长李瑞麟。被该市议会推选

为市长的李瑞麟任期为两年。贝尔维尤市有人口

12. 23 万，李瑞麟是该市的第一位华人市长，也是

该市历史上第一位少数族裔市长
［4］。

随着美国华人踊跃参政，估计还会有更多的华

人市长陆续出现，并诞生更大城市的华人市长。如

有关民调显示，现任纽约市政第三把手的华人主计

长刘醇逸在有希望于 2013 年竞选纽约市市长的主

要候选人中排名第四。刘醇逸 2001 年当选纽约市

市议员，是该市首位华裔和亚裔市议员。2003 年

和 2005 年，他两次获得连任; 2009 年 11 月他成功

当选纽约市主计长，成为华人成功当选纽约市市级

公职第一人，并成为市政府的第三号人物
［5］。另

据纽约市竞选财务委员会 2012 年 1 月 17 日公布的

政治候选人的募款情况，刘醇逸的募款数额已多达

200 多万，在诸多政治候选人的募款中，同样排名

第四
［6］。纽约是仅次于加州的美国华人集中居住

的主要地区，当地华人超过 50 万，当地亚裔也占

全市总人口 817. 5 万的 13%，超过百万
［7］。华人

集聚的加州已出现了大城市的华人市长，纽约市再

出现一位华人市长并非遥不可及。纽约人口有 900
多万，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大城市，也是美国经济，

乃至世界经济的中心和金融中心，联合国总部所在

地，如果纽约出现一位华人市长，影响将是巨大而

深远的。

二 美国市长的行政责任与约束

担任地方行政机构的首脑自然要承担相应的责

任。在美国，县市政府是各州基本的行政单位，市

长要承担许多责任，并受到严格的监督制衡。

美国的市级行政单位区别很大，既有人口多达

数百万的大城市，也有仅仅数千人的小城镇。美国

市政府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种: ( 1 ) 市长制。即

在大多数的大城市里，以市长为最高行政长官，市

长由选举产生，有权任命和罢免其他行政官员，对

作为市立法机构的市政会议拥有否决权。在一些城

市，特别是中小城市，市长的权力相对较小，主要

行政官员均由选举产生，市长没有任命权和罢免

权，也没有超越于市政会议的权力。 ( 2 ) 市政委

员会制。即市的行政管理和立法机构是一个经选举

产生，由 3 － 9 名成员组成的市政委员会，实行集

体领导，市长只是名义上的行政首长，没有超过其

他委员会成员的特殊权力。 ( 3 ) 经理制。即通过

选举产生的市政委员会只负责解决一般性的政策和

法规问题，具体的行政管理事务则交由一名雇佣的

市政管理专家 ( 经理) 来负责，市经理有权任命

和罢免其他行政官员
［8］。如旧金山华人市长李孟

贤有任命和罢免其他行政官员等权利; 奥克兰华人

市长关丽珍，作为市长主要有两项职责: 通过平衡

的预算案与聘请一名市政府行政主管，负责市政府

各机关每日的运作。
市政府 根 据 州 宪 法 的 规 定，由 州 议 会 通 过

“市特许状”的形式而获得法人资格。市政府权力

一般包括起诉、课税、借债、保健、安全、经营公

用事业、执行法律等。市政府的责任主要包括平衡

收支预算，维持社会治安，发展本市经济，推行福

利计划，以及解决本地随时出现的各种重大事件。
其中维持收支平衡和财政稳定，对地方官员来

说特别重要，美国不少州、县、市政府曾因巨额债

务而宣告破产。如 2011 年 11 月，美国亚拉巴马州

拥有 60 多万人口的杰斐逊县政府宣布破产。2012
年 6 － 7 月间，仅两周内，美国加州就先后有三个

城市宣布破产，分别是斯多克顿市 ( 6 月 28 日) 、
猛犸湖市 ( 7 月 3 日) 和圣贝纳迪诺市 ( 7 月 9
日) 。著名影星施瓦辛格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

( 2003—2011 年) 期间，州政府财政因 2008 年金

融危 机 的 影 响， 也 一 度 负 债 累 累， 陷 入 破 产

边缘
［9］。
美国有联邦宪法和州宪法，州宪法是各州的基

本法，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宪法，对地方官员权力的

各种监督与制衡主要由美国各个州的州宪法所规

定。在对地方官员的监督与制衡方面，州宪法与联

邦宪法的最大差别是州宪法一般都规定了公民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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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创制权指一定数量的选民

通过签名的方式提出立法或修改州宪法的创议，在

提出创议的选民数达到法定要求后，可以提交选民

共同投票表决。复决权是指除紧急法案和财政法案

外，州议会制定的法案在一定时间内暂不生效，以

供选民进一步讨论和审议，在这段时间内，如果一

定数量的选民签名申请将法案交付全体选民投票表

决，全民表决的结果反对通过法案，则该法案不能

再发挥效力。罢免权是指，如果选民对某一位经选

举产生、但任期尚未届满的政府官员不满，认为其

能力不称职或道德水准低下，立法机关可应一定数

量选民的要求专门举行一次投票决定其命运，如果

大多数选民赞成罢免，则该官员将被免职
［10］。

其中创制权、复决权主要是对地方立法的制

衡，罢免权则是对行政官员施政的制衡。选民的这

三权中，目前对华人市长冲击最大的，应是州宪法

所规定的罢免权。

三 华人市长经历罢免运动考验

在法律层面上，美国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州

政府具有平等的地位，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地方政

府只有监督权而没有直接的管辖权，各级政府之间

是相互合作和协调的关系，彼此独立。
这固然给各市政府的行政运作提供了很大的自

治空间，但与此同时，市政府也要独立面对和解决

本市几乎所有的问题，市长不可能指望州政府或者

联邦政府会为自己的工作负责或兜底。所以，美国

市长实际上是站在城市管理与经济发展的最前沿，

必须为自己及市政团队的工作负全部责任，直接面

对选民。虽然美国市政府的组织形式多样，但本市

若出什么问题，作为城市行政首脑的市长一般都难

辞其咎。如遇到经济不景气、局势动荡，城市市长

特别是人口较多的大城市市长，往往被推到风口浪

尖，成为备受攻击的对象，甚至面临罢免的威胁。
美国加州奥克兰华人女市长关丽珍就是一个非

常典型的例子。关丽珍是首位任职大城市市长的华

人，2010 年 11 月 10 日以 50. 98% 的得票率胜出，

2011 年 1 月开始正式出任奥克兰市长。一开始，

她赢得无数赞美，被称为最勤奋的女市长，2011
年 8 月还被选为 “加州 Top 10 市长”之一。她在

维持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和发展城市经济等方面也都

表现不错。然而，2011 年 9 月在美国纽约爆发的

占领华尔街运动在 10 月下旬蔓延到奥克兰。由于

处理“占领奥克兰运动”欠妥，以及城市治安持

续恶化等问题①，关丽珍市长一度成为众矢之的，

遭遇严重的选民信任危机。如她曾因处理 “占领

奥克兰运动”的摇摆立场招致各种不满，民调中

的不认同率一度高达 82%。在减少城市犯罪方面，

也曾经有高达 69% 的被访选民对她只有很少信心

或完全没有信心。结果，她的民调支持率从 2011
年 4 月的 57% 跌至 2011 年 10 月的 28%［11］。反对

者批评她缺乏政治智慧，应该下台。2011 年 10 月

“占领奥克兰”运动期间，便有市民要求罢免关丽

珍。2012 年初，有两个组织正式向市政府递交了

罢免关丽珍的请愿书，分别是非 裔 组 织 Oakland
Black Caucus 和 “罢免关丽珍恢复奥克兰委员会”
( Committee to Recall Jean Quan and Restore Oak-
land) 。按照州宪法规定，在提交罢免请愿书后的

160 天内，如获得所需要的 19811 个或 10% 选民的

合法签名，有关罢免案将在 2012 年 11 月选举中交

由选民投票。
当然，提议罢免不等于一定会被罢免，因为提

议罢免的组织不一定能在规定期限内获得足够的签

名，即使获得法定签名，罢免案得以交付选民表

决，也不一定能获得多数选民支持。事实上，全球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经济衰退，民怨升腾，美

国已有多名市长遭遇罢免运动，但最终成功罢免的

并不多。同样的，华人市长关丽珍也有惊无险，罢

免她的两个运动，最后都因筹款与签名的不足而夭

折了。但无论如何，两个 “罢免”运动曾严重困

扰这位华人女市长，她自己也曾坦言，2011 年是

“非常艰难的一年”。为了平息 “罢免风波”，赢回

选民的信心，她一再表示要想方设法降低当地的暴

力犯罪率，稳定社会秩序，并积极发展当地经济，

为奥克兰创造更多的就业与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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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奥克兰分别于 2011 年 10 月和 2012 年 1 月发生了两次“占领奥克兰运动”。在 2011 年 10 月的“占领奥克兰运动”中，关丽珍市
长在“占领奥克兰”营地问题上，先是支持警方取缔 ，后因警方武力对付示威者饱受批评后，她于取缔次日又允许示威者重建营地，最后
再度批准取缔营地。其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立场招致各种不满。2012 年 1 月 28 日，占领者再度游行示威，大肆毁坏公物，甚至冲击市政
厅，破坏性更大。另外，在其他城市的治安环境有所好转之际，原本治安不佳的奥克兰，情况却持续恶化。2011 年上半年，奥克兰的暴力
犯罪上升了 6% ，财产犯罪也增加了 10%。而同时全美的凶杀案平均减少近 6% ，抢劫案也减少 8%。2011 年全年奥克兰全市共发生凶杀案
110 宗，凶杀案案发率超出了旧金山等城市 1 倍多。奥克兰凶杀案高居不下，被认为是城市领导层在打击犯罪方面的失败。



四 影响华人市长行政的因素分析

影响华人市长行政的原因不少，以关丽珍市长

为例，导致关丽珍市长遭受各种挫折的原因很多。
除了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与政治局势的极

度动荡外，最主要的应是个人的行政经验不足。
关丽珍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 世纪

60 年代是校园民权运动的活跃分子。毕业后依然

致力于维护少数族裔权利，1971 年至 1976 年间，

她在纽约创办亚洲人平等就业会，在为华人争取孔

子大厦建设就业机会时曾遭警方逮捕; 在白人驾车

蛮横滋事、华人被拘捕的 “姚扬勋事件”发生后，

她参加了中华公所领导的华人万人示威，要求市政

府“给说法”; 她还带领病人和医务人员反对削减

医院的经费等。1989 年，她步入政坛，连续三届

担任奥克兰市教育委员，后进入市议会，连任两

届，也是议会中唯一的华人女议员。2010 年 11 月

大选中，她成功击败另一位大热门候选人佩拉塔，

当选奥克兰市首位女市长。在出任奥克兰市长前不

久，身为市议员的关丽珍还与示威者一起站在市政

府广场前，参与抗议白人捷运警员枪杀非裔青年格

兰特的集会。
也就是说，关丽珍市长虽然很早就参与政治，

但在出任奥克兰市长前，主要是担任各级代表民意

的委员或议员。在美国，各级代议人士或当选议员

的职能主要是提交议案和投票，不像地方政府首脑

那样，要面对和处理本辖区的几乎所有事务。因

此，从代议到施政，从市议员到市长，是一个非常

重大的角色转换，无疑需要更多的行政历练与积

累，才能更娴熟地应对各种问题。
相对来说，具有 20 多年市政行政经验的旧金

山市长李孟贤情况要好一些。李孟贤也是毕业于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曾在旧金山担任民权律

师长达 10 年之久。1989 年他由旧金山市长阿格诺

斯任命，进入市政府道德委员会任调查员，后担任

市政府雇员关系办公室副主任。1991 年至 1996
年，李孟贤获任市人权委员会主任。1996 年，李

孟贤担任采购办公室主任，2000 年获任工务局局

长，2005 年被任命为市政府行政官，2010 年 12 月

再次担任这一职务，统管市政府 19 个部门。因旧

金山市长纽森 2011 年当选为加州副州长，2011 年

1 月 7 日李孟贤被推举为旧金山的代理市长。李孟

贤担任行政官员 22 年，历任数位市长，行政经验

相当丰富，也正是凭着代理市长期间的突出政绩，

李孟贤在 2011 年 11 月 8 日高票当选旧金山市长。
李孟贤 市 长 的 行 政 经 验 明 显 比 关 丽 珍 市 长 丰 富

得多。
在美国这个民主国家中，选民对政府官员的监

督与非议是司空见惯的。众口难调，即使有相当丰

富的历练，市长处理的大小事情稍有差池，也都有

可能引起部分选民的不满，特别是遇到类似 “占

领华尔街”这种突发事件。如 2011 年李孟贤当代

理市长时，处理 “占领旧金山运动”的方式也同

样遭致不满。当地电视台委托专业机构针对 500 位

市民所作的民调显示，有 46% 的受访者对市长李

孟贤 处 理 占 领 运 动 的 方 式 表 示 不 满，满 意 的 仅

占 31%［12］。
而且，即使市政工作做出了成绩，也不能保证

会得到大部分选民的满意。李孟贤参选时曾承诺，

当市长后要提高旧金山的就业率。在美国还没走出

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要提高旧金山的就业率谈何容

易，但李孟贤市长却做到了。2012 年 1 月他正式

就任旧金山市长后，在全美大部分地区持续经历经

济衰退的同时，旧金山就业率却呈明显增长趋势，

特别是科技工作岗位，从 2012 年年初的 1 万 3000
个，增加到 2012 年 8 月的 4 万 4000 个，增幅高达

2 倍多，这与市政府积极引进超过 150 个新科技公

司进驻旧金山不无关系
［13］。然而，与一年前相比，

李孟贤的支持率却有所下滑。2012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1 日，旧金山警察协会委托民调研究公司 Fair-
bank、Maslin、Maullin ＆ Metz and Associates 访问

850 名选民的民调显示，只有 49%的人赞同李孟贤

的工作，其中仅有 9% 的人给予 “极好”的评分，

约 40%则给予“不错”。32% 的人认为李孟贤表现

“一般”，亦有 12% 觉得其工作 “差劲”，7% 则表

示不知道。而在 2011 年 7 月他任代理市长时，民

调的支持率曾高达 60% 以上
［14］。同时，李孟贤市

长推行的其他市政工作也不时招致各种批评。

结语

很显然，近年美国华人在地方参政上取得了很

大的发展，但同时也面临着不少新的挑战: 一是法

律规定地方行政首脑必须独当一面，责任重大; 二

是一些华人市长从议员转为官员，特别是出任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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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长，行政经验还有待积累; 三是在美国的民主

政治生态下，地方官员随时要接受选民的严格监

督。如遇到局势动荡，华人地方官员面对的挑战则

更为严峻。
因此，在美国当地方政府首脑并不容易，特别

是大城市的市长，就某种程度而言，当大城市市长

比当议员或部长面临的挑战还要更严峻。单单像议

员那样勤奋工作、为民请命还不够，当选的华人市

长还需要及时实现角色转换，需要积累更多的行政

经验，需要具备相应的胆识、魄力与政治智慧，以

应对各种随时发生的棘手问题。可以预料，随着美

国华人问鼎越来越多的大城市行政职位，华人地方

行政官员也将面对越来越多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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