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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美国华裔参政态度的转变及其原因

刘 � 莹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北京 100701)

摘 � 要:由于历史上的歧视性政策, 华裔在美国政治生活长期处于边缘地带,这也使得华裔习惯于疏离政治生活。二战后,

美国经过民权运动,少数族裔的权利状况普遍得到改善 ;七十年代末, 中美关系解冻。在这一有利背景下,华裔通过努力, 整体社

会经济地位提高,参政热情逐渐显现, 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参政有利于维护华裔利益, 促进自身发展。华人参政的制约因

素仍然很多,参政水平的提升还将走过一段不平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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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作为美国属少数族裔的一分子,华裔经过勤奋努

力,在学业和经济方面取得突出成就, 而在政治生活

中却长期默默无闻。虽然第一批华人移民早在 16世

纪就踏上了美洲大陆, 但在几百年的历史中,他们的

政治权利受到损害甚至剥夺。二战后,华裔参政环境

改善,一方面不少华裔仍然习惯于政治冷漠,另一方

面,华裔参政意识正在悄然觉醒, 华裔族群对美国政

治生活的参与正不断深入。

一、华裔的�政治冷漠�及其原因

美国社会学家 Rose H um Lee 曾断言,中国人在

政治上是不活跃的。事实也似乎如此。华裔作为一

个族群,与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

紧密的联系。华裔投票率几乎居全美各族裔之末。

根据上世纪 80年代中期的调查,旧金山只有 30. 9%

的华人选民登记; 洛杉机也只有 35. 5% ,远低于加利

福尼亚州的平均登记比率 73%。与同为少数族裔的

非裔相比,非裔平均收入及教育程度不及华裔,政治

上却活跃得多。2000 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显示, 美国

白人的公民投票率是 62%,黑人 57%, 亚裔 43%。而

占亚裔人口最多的华裔投票率则更低, 据估计不到

40%。各政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着意培养华裔

选民。政治舞台上作为少数族裔代表的也多为非裔

或拉美裔美国人。

美国一些学者把华裔对政治的冷淡归结于中国

传统文化观念和中国人含蓄内敛的性格, 未免显得过

于单薄。影响华人参政的积极性的因素还应从着重

历史的角度来探讨。

第一,排华历史的影响。美国对亚洲移民政策变

化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即� 自由移民�时期( 19世纪

中叶- 1882年)、排斥时期( 1882年- 1943年)、有限

松动时期( 1943年- 1965年)和重新修订时期 ( 1965

年以后)。华人劳工曾为美国的建设做出了不可替代

的贡献。但是他们不但在经济上受到严重剥削,还因

被认为属于低等民族并且与白人争夺工作职位,在政

治上遭到了迫害,被剥夺了基本的公民权。在排华风

潮最严重的时候,美国甚至爆发过针对华人的暴力事

件。1882年的排华法案禁止华人劳工移民美国, 而

且土生华裔不得成为美国公民。此后美国又出台了

一系列变本加厉的排华法案。1943 年, 马涅逊法案

的通过, 华人才重新获得移民美国的权利, 土生华人

也被准许成为美国公民,但是华裔移民配额每年只有

105名。经过了轰轰烈烈地民权运动, 1965 年移民法

案的出台,才使华人移民获得相对公正的待遇。

在华人不能享有公民权的年代, 华人要参与美国

政治非常困难。长期孤立和排斥使华人在政治上边

缘化,对政府没有信任感, 而将主要关注放在家庭及

华人圈子内。此外,排华法案禁止华人移民进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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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一个世纪。其直接后果就是在美国的华人人数

被限制得很小, 且大多数是单身男人, 只有少数商人

才被允许带家眷。许多人在美国挣钱, 在中国养家,

造成早期华人移民无法在美国生根,对美国的内政漠

不关心。这种心态一直影响到后代。

第二, 从华裔赴美动机分析。华裔最初作为廉价

劳动力赴美,先是终日苦役于金矿中, 后又参加修筑

横穿美洲大陆铁路, 都是为了从贫困与饥饿中解脱出

来。到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专业技术人员等

文化水平较高的华人赴美, 仍是为了经济方面的追

求。华人通过勤奋工作,经济利益得到满足,因此认

为来美目的已达到。同时,由于许多华裔在经济上宽

裕,很少需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援, 因此觉得没有必

要参与政治。而且华裔群体分层现象也很明显。部

分华裔经济状况不佳,受教育程度不高,忙于生计,根

本无心关注政治生活。

二、华裔参政条件的改善和华裔在政治舞台表现

的提升

二战后,美国废除了排华法案, 华人可以入籍,为

参政创造了条件。近几十年中,出现了若干激励华人

参政的因素,华裔参与美国政治的热情正在上涨。这

些因素包括:

(一)华裔人口增长迅速

美国历次人口普查显示,华裔人口增加最快的两

个十年为 1950年到 1960年( 100. 8%) , 和 1980年到

1990年( 102. 6%)。第一个高峰期是战后台湾华人

移民美国;第二个高峰是由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大

陆改革开放后大批大陆华人到美国求学、移民。1965

年的移民法案鼓励家庭团聚, 女性移民增长,土生华

裔人口增长率上升。华裔人口现居亚裔之首,亚裔中

每 4个便有一个是华裔。华裔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

比例也有提高。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 2002 年的统

计,美国现有华人约 23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 1%。

(二)华裔移民移民素质提高, 社会地位上升,经

济力量增长

1965年法案鼓励技术移民。这一政策使得来自

中国两岸三地优秀青年能够留学美国,得到高学历后

进入美国各企业工作或自行创业。在 1990年修正的

移民法案中,美国政府进一步强化了�技术移民�优先

的政策。1992年的多元化法案又增加了中国大陆的

配额。新一代的土生华裔在美国接受教育,能够走出

华人小圈子, 更广泛地融入美国社会。1990年, 36%

的华人是从事经理或其他专业工作。加州硅谷高科

技发展的新一波淘金热中,华裔工程师和电脑软件设

计师供不应求,旧金山湾区高科技工程师中有三分之

一为华人。1999 年在硅谷, 华人和印度人开设的高

科技公司占了 29%, 创造了 6万个工作岗位。

华商从小规模经营转向制造业、批发贸易、房地

产、开设银行和进出口公司等各行各业, 而且经营状

况大多良好。1990年美国商务部的资料显示华人商

家有 15. 3万家,为亚裔中最多的。1992~ 1997年的

统计显示,华人公司销售增长额比全美平均高 28%。

根据 2000年的普查资料, 华人平均家庭收入高于全

美平均家庭收入 1万美元,中间阶层平均收入比白人

高 16%。华人占人口总消费能力的 14%。

经济地位的改变,激发了相当一部分华人的参政

意愿。同时生活稳定、事业有成也允许华裔将更多时

间和精力投入参政议政中去。

(三)华裔参政意识的觉醒

尽管种族主义在美国的已经废除了, 但是其影响

根深蒂固。华裔在美国遭受严重歧视的事件仍时有

发生。如 1996年民主党为美国总统大选向亚裔筹募

政治资金,却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引发了所谓政治献

金案。再如考克斯报告及李文和事件。美国联邦众

议员考克斯的报告恶意夸张中国间谍广泛存在,误导

美国社会对华人的忠诚认识。其后不久即发生李文

和案。在国家实验室从事先进武器研究的李文和博

士, 因其华人背景而率先遭到政府当局的不当调查和

违反人权待遇,以及主流媒体的未审先判。

这些事件使华裔认识到经济方面一枝独秀是远

远不够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不仅是在利益受到损

害时能寻求支持,更重要的是让美国政府听到华裔声

音, 关注华人利益, 使华裔真正成为美国社会的平等

成员。�玻璃天花板�是美国华裔描述自己在美处境

时最常用的词汇。华裔在职业生涯中常常只能达到

中级职位,高级职位却可望而不可及。2003 年, 美国

最大的 500家公司有 5875 名经理, 包括华裔在内的

亚裔只有 59名, 与亚裔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严重不

相称。这一比率甚至低于非裔。在上述 500 家公司

里, 有 75家至少有一名非裔经理。这一部分是因为

非裔有更多的机会通过平权法案的安排获得提升。

很多华裔将这种被边缘化处境归咎于长期以来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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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冷淡,因此他们也把摆脱边缘化的手段定位在参政

议政。

(四)随着华人对美国社会适应的增加,华人对自

身在美国社会中的角色认同发生了转变

美国华人在�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也是美

国人�、�我是美国华人,效忠美国、热爱中华�之间逐

渐选择定位,从�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

近几十年来,华裔参政出现了不少值得关注的进

展:

首先, 华人大选投票率上升。虽然在近年的大选

中,华裔的投票率仍在 40%左右徘徊,但较以往已有

明显增长。华裔中开始出现选民团体,如旧金山的华

裔选民教育委员会以及波士顿的华人前进会等, 为推

动华裔选民进行投票, 提供竞选者信息, 并且对华人

进行政治入门教育。一些华裔政府官员主动到社区

做动员工作。华人电视台、华文报纸等华人媒体也大

力鼓励华人参政及投票。美国最大的华人日报�世界

日报�一直重点报道华人参政。从初选到决选,从基

层职位到总统, 从华人候选人的集中介绍、政见分析

到政党政策差异, 无不详析缕述, 甚至由报社推荐人

选、推介法案,供华人选民参考。

参与政治, 一种方法是积极的投票, 表达对政府

决策的意见。另外, 公民也可以直接投身到政治中

去,竞选各级议员,担任公职。在华裔的共同努力下,

华裔候选人在竞选中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据不完

全统计,美国的华人在职民选官员, 到目前为止已经

达到 50位左右。从国会议员、地方州议会的议员,到

州长、市长,高级法官到处都有华人的身影。这个数

字与过去的 20年相比,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这些

华裔民选官员主要集中在中小城市, 依靠华人支持。

在洛杉矶、旧金山和纽约 3地, 华人担任民选官员的

人数最多。单在洛杉矶地区的 88个小城市中,由华

人担任市议员和市长的就将近 20名, 占全美华人议

员(市长)的一半。

同时, 通过任命也有华裔官员担任了关系到美国

的民生福祉的工作。布什 2001主政至今,已经任命

了大约 75名华裔官员,除劳工部长赵小兰以外, 还有

国防部副部长朱思九、农业部副部长任筑山、防务管

理部助理副部长刘迈克、能源部原子废料局局长严斯

台、国务院巡回大使周启康(主要负责艾滋病防御和

保健事业)、商业部助理副部长吴旭淳、住房和城市发

展部的助理部长刘美方、联邦检察官黄金玉、全美唯

一华裔最高法院法官 � � � 加州最高法院法官陈惠明

等等。

此外,近年来, 华人通过多种形式维护自己的权

利, 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在�李文和案�中, 面对美

国国内存在歧视华裔和亚裔的现象, 百人会、美华协

会、亚美法律中心、日裔公民联盟等 14个著名亚裔团

体联合发表声明, 指责李文和案中存在种族歧视现

象, 要求美国政府保证李文和的公民权利。在加里福

尼亚,社会各界还成立了�李文和辩护基金会�, 支持

李文和及家人的辩护行动。最后法官当庭向李文和

道歉,�纽约时报�两度发表道歉式声明。2005 年, 美

国两名参议员提出了�美中文化交流促进案�。美国

华人全国委员会向美国华人社区发出公开信,发起网

上签名运动, 推动立法。

三、华裔参政的一个突出问题

在美华人来自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 由于生长环

境、文化背景不同, 他们对美国政治事务的立场也往

往不同,内部又时常出现争斗。因此导致华裔票源分

散, 华人的政治影响力得不到充分的发挥。首先是推

选本族裔候选人力度不够。如纽约州亚裔为主的第

二十二选区, 但 2002年州众议员竞选时出现四名华

裔候选人,票源被分解, 最后犹太裔候选人当选。其

他华埠也出现过类似现象。有些华裔候选人的竞选

纲领没有切入华裔选民的热门话题, 选民印象不深,

选举时的盲目性也随之增加。在引吸其他族裔选民

上, 华裔又存在着语言等方面的弱势。

华裔投票往往平均散布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两方,

其效果互相�抵消�。居留美国的时间长短、年龄和收

入都可能成为划分支持阵营的因素。而且华裔选民

的投票走向永远不可能�一概而论�, 要视不同的政

策, 不同领域内的议题而定。

四、对美国华裔参政未来的一点看法

(一)华裔参政群体化、集团化

如今,在美国除了每个华人官员都有自己的辅选

班底以外,还有一些全国性华人辅选团体与华人民选

官员联盟组织。如著名华人社会活动家陈香梅女士

等六位人士共同创立了最大的亚裔政治团体 80- 20

促进会, 旨在美国总统大选中集中 80%的亚裔选票,

扩大亚裔,尤其是华裔, 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再如美

国华人全国委员会( N CCA)是一个以关注和推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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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事务与政策法规为主要目标的非营利机构。发起

人是背景多元化的一群美国华裔职业人士,他们希望

通过组建一个全国性组织,联络全体美国华人,关注

与华人社区利益及美中关系密切相关的政治动向,并

及时让美国社会、尤其是国会, 听到华裔的声音。华

人参政的组织性将会不断提高。

(二)走与其他少数族裔联合的道路

华人人口虽然增加很快,但毕竟只占美国总人口

的 1%, 所有亚裔加在一起,也不过占 4% ,远远少于

西班牙裔的 13. 5%和非裔的 12. 7%。在 04 年大选

中,亚裔仍感到受到两党候选人的忽视, 除与亚裔人

口相对少有关, 也因为亚裔原国籍多, 政治态度复杂

有关。亚裔希望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 只有走团结

的道路,包括内部团结和外部团结。

由于种族矛盾和歧视在政治领域的表现是极其

严重的,少数族裔在政治参与方面很难大幅改善。少

数族裔在遭遇相同问题后,尝试走联合的道路,如国

会的黑人党团、西班牙裔党团和亚裔党团开始进行接

触,希望能放弃分歧,寻求共同的利益。尽管联合的

过程中还存在权利分配之争, 但合作毕竟是有了起

步。

(三)目前,在美国各城市当选的华人市长当中,

来自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华人移民居多

但是,随着大批高学历的中国大陆新移民在美国

迅速成长,在不远的将来, 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大陆

华人走上美国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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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mericans: Analysis on the Changes in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Life

Liu Ying

(Mini str y of Foreign A f f ai rs , the P eop le 's Rep ubl ic of China, B ei j ing, 100701)

Abstract:Because of discriminato ry policies car ried o n in the histor y of the U nited States, Chinese Amer icans had been mar ginalized

in the politica l life for a long per iod. T hus they go t used to staying away fro m po lit ical life. A fter the Second Wo rld W ar, with t he

civil r ights mov ement, the situation of r ig ht s of et hnic gr oups in the U nit ed States has been g reatly impro ved. A t the end of t he

70s, the P. R. C. and the U nit ed States established their diplo mat ic relat ions. T hanks to t he favo rable backg ro und, these har d-

wo rking people have impr ov ed their eco no mic and social status throug h their effor ts, and come to show their enthusiasm fo r t he

po lit ics. T heir per formance in the political life is also r emarkable. T his w ill help the Chinese diaspo ra to safeg uar d it s inter ests and

hav e a better future in the U . S. A . A t the same time, ther e ar e still some neg at ive fact ors that keep Chinese Amer icans fro m better

par ticipating in the political life. T o jo in the mainstr eam so ciety, they still make a lo t of effo rts.

Key words:U . S. A . ; Chinese A mericans; part icipation in the po litic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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