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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裔移民对美国大选的影响及美国移民政策的调整

·冯 　峰 　谌园庭

内容提要 　作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 , 拉美裔选民对美国大选的关键性影响在于他们在 “摇摆州 ”所具有的战略地位。

1959年古巴革命和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增多导致美国西半球移民政策明朗化。拉美裔移民的迅速增加带来了非法移民和社会

融入性等问题 , 在美国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作为美国首位非洲裔总统 , 奥巴马的身世和背景为他弥合种族分歧提供了舞

台 , 民主党控制国会参、众两院有利于奥巴马将来移民改革法案的通过。但是 , 在奥巴马的任期初期 , 移民问题不是其政

府要解决的优先议题。金融风暴、经济低迷以及特别利益集团对移民问题的态度将会使美国移民制度全面改革的推行遇到

更多的障碍。

关 键 词　拉美裔 　移民 　美国大选 　西半球移民政策

　　拉美裔美国人 (Latino Americans) ① 从 2000

年起超过非洲裔 , 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这一

趋势不仅对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的族裔来源和种

族构成产生了影响 , 而且正在影响和改变美国政

治。本文将探讨拉美裔移民对美国大选的影响 , 美

国西半球移民政策的演变 , 美国当选总统巴拉克 ·

奥巴马的移民政策主张以及美国移民制度全面改革

的前景。

一 　拉美裔移民对美国大选的影响

　　 1960年 , 民主党人约翰 ·肯尼迪宣布参加总

统大选 , 身为首位天主教候选人 , 他通过教会寻求

墨西哥裔团体支持 , 墨西哥裔美国人因此在美国西

南部成立 “肯尼迪万岁社团 ”, 这是拉美裔移民首

次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受到重视。至此 , 在 1960～

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大部分拉美裔选民都支持民

主党。尽管如此 , 拉美裔移民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取

得与其人口比重相应的政治地位 , 这是因为他们在

政治上总是选择保持沉默。

从 20世纪 80年代起的二三十年内 , 拉美裔移

民大量进入美国 , 并快速与美国主流社会进行互

动 , 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尤其是在 2000年大选

中 , 政治家和选民都意识到拉美裔选民在美国政治

中的作用。有的学者断定 , 拉美裔移民正在影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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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美国政治 , 尽管他们将如何影响美国政治的未

来还不确定。② 拉美裔选民在大选中的影响力体现

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 作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 , 拉美裔选民

是两党候选人努力争取的对象。拉美裔美国人占美

国总人口的 1511% , 1 100万拉美裔选民占选民总

数的 9% , 并且这一比重还在不断扩大。皮尤西裔

中心 ( Pew H ispanic Center) 2008年 10月 23日的

一份调查报告表明 , 美国拉美裔人口增长速度超过

其他族裔。2000年 4月 1日至 2007年 6月 1日 ,

美国拉美裔人口从 1 020万增至 4 550万 , 增长率

为 29%。同期 , 非拉美裔人口只增加了 1 000万 ,

增长率仅为 4%。③ 其中 , 新生儿平均出生率为每

个妇女生育 119个小孩 , 从不同族裔看 , 以西裔的

213个为最多 , 非洲裔和非西裔白人为 2个和 118

个 , 亚洲裔最少 , 为 117个。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 2008年 8月的估计 , 到

2042年 , 非西裔白人将不再是美国人口中的多数 ,

包含拉美裔等的少数族裔将占美国总人口的 55% ,

比原先预计的时间提早 8年。到 2050年 , 拉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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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原来称为西裔美国人 (H ispanic Americans) , 用于 1980年

人口普查。美国普查局对西裔的定义是 : “居住在美国 , 但在西班

牙出生 , 或在讲西班牙语的或其文化渊源于西班牙的拉美国家出生

的人”。随着拉美移民在美国的快速增加和 “拉美人” (Latino) 用

法的流行 , “拉美裔” ( Latino Americans) 于 1997年作为一个正式

术语被美国政府使用 , 并用于 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西裔和拉美

裔在政界和学术界通常混用。

F1Chris Garcia & Gabriel Sanchez, H ispanics and the

U1S1Politica l System : M oving In to theM ainstream , Prentice Hall, 20071
Richard Fry, “Latino Settlement in the New Century”1http: / /

pewhispanic1org/ files/ reports /96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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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将增长到 1133亿、占人口总数的比重将增至

30% , 远远超过黑人的 15%。① 因此 , 未来拉美裔

选民的影响力将比非洲裔选民更值得关注。

在 2008年大选中 ,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

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多次同时亮相由拉美裔

人士赞助的活动。7月 8日两人同时出席在华盛顿

举办的拉美裔美国人联盟大会 , 并发表讲话。7月

12日 , 两人再次参加由拉美裔民权组织在圣迭戈

组织的“全国民族意识理事会 ”集会。在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里 , 麦凯恩和奥巴马在拉美裔人士赞助的

活动场所频频出现 , 这说明两党总统候选人都不敢

忽视拉美裔选票。

第二 , 拉美裔选民对美国大选的关键性影响在

于他们在 “摇摆州 ” (因这些州在选战中的决定性

意义又被称为 “战场州 ”) 所具有的战略地位。②

美国中西部地区每个州都处在政治漩涡中 , 而这里

的拉美裔选民完全可以决定谁将掌控选举团。没有

拉美裔选民的支持 , 要想在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

这样的地方赢得选战胜利是不可能的。

1848年 , 因内战而元气大伤的墨西哥在墨美

战争中失败 , 被迫签订了 《瓜达卢佩 ·伊达尔戈

条约 》 ( Guadalupe H idalgo Treaty) , 把包括加利福

尼亚、内华达、犹他、亚利桑那、科罗拉多和新墨

西哥割让给美国 , 承认美国并吞得克萨斯。③ 该条

约的签订使居住在上述地区的 8万墨西哥人在一夜

之间成了墨西哥裔美国人。佛罗里达、得克萨斯、

亚利桑那、内华达和新墨西哥等西南部几个州此后

成为墨西哥裔移民的主要居住地。据 2006年统计 ,

49% (2 150万 ) 的拉美裔移民居住在加利福尼亚

州和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 4417%、加利福尼

亚州 3519%和得克萨斯州 3516%的人口是拉美裔

移民。加州洛杉矶是美国最大的拉美裔移民城市 ,

有 470万拉美裔移民 , 占该市人口的 47%。

由于背景不一 , 拉美裔移民的政治观点也不一

样 , 古巴裔和哥伦比亚裔倾向于支持共和党 , 但墨

西哥裔、波多黎各裔和多米尼加裔倾向支持民主

党。④ 由于墨西哥裔移民占拉美裔移民的 6411% ,

因此 , 拉美裔选票被认为是掌握在民主党人手中。

但这些选民的立场近些年却变得摇摆不定。

在 1996年大选中 , 72%的拉美裔选民投了民

主党候选人克林顿的票。在 2000年大选中 , 拉美

裔选民对民主党的支持率下降到 62% , 在 2004年

大选中 , 此比重继续下降至 58%。其原因在于共

和党候选人布什专门展开了争取拉美裔选民的拉票

活动。在 2000年大选中 , 布什依靠佛罗里达州 25

张选举人票登上总统宝座。当时布什赢得了佛罗里

达州 82%的古巴裔选票 , 尤其在迈阿密周围几个

县获得了关键性的、微乎其微的多数。迈阿密的古

巴人得意地宣称 , 是他们决定了布什的当选。在

2004年大选中 , 布什获得的拉美裔选民支持率取

得历史性进展 , 赢得了 40%的拉美裔选票。此前 ,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拉美裔选民中所获得的最高支

持率是里根在 1984年的 37%。2008年大选前 , 一

项盖洛普民意调查 ( Gallup Poll) 报告显示 , 62%

的拉美裔选民支持奥巴马 , 只有 29%的拉美裔选

民支持麦凯恩。⑤ 最终 , 66%的拉美裔移民在大选

中投票支持奥巴马 , 32%的人支持麦凯恩。在佛罗

里达州 , 奥巴马获得 75%非古巴裔的拉美裔选民

和 35%保守的古巴裔选民的支持。由于佛罗里达

州的非古巴裔拉美移民越来越多 , 这对奥巴马最终

能获得 57%的普选票作出了贡献。除佛罗里达外 ,

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和内华达等州的拉美裔选票对

奥巴马的胜利同样起了关键性作用。

第三 , 移民问题成为总统候选人争取拉美裔选

民的重要手段。根据皮尤西裔中心的调查 , 移民问

题是拉美族裔在大选中优先关注的五大问题之一。

2004年为竞选连任 , 美国总统布什建议对移民法

作出修改 , 在美国就业岗位有空缺的情况下 , 允许

拉美移民合法进入美国寻找工作 , 并承诺非法在美

国居留的劳工获得合法身份。布什的这一建议再一

次赢得了拉美裔选民的心。

但是 2006年共和党人针对非法移民的严厉监

管使拉美裔的一些选票重新转向了民主党。无党派

的拉美裔联盟在 2006年 5月对拉美裔选民的调查

显示 , 认为民主党能更好地处理移民问题的人与支

持共和党的人的比例是 3∶1。

在 2008年大选中 , 奥巴马与麦凯恩都曾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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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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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Jeffrey S1Passel, D’Vera Cohn,“U1S1Population Projections:

2005 - 2050”1http: / /pewhispanic1org/ files/ reports /851pdf

Mark Hugo Lopez, Susan Minushkin, “Hispanic Voter Attitudes

and the 2008 US Elections”1http: / /www1m igrationinformation1org/Fea2
ture /disp lay1cfm? ID = 699

M ichael S1W erner ( ed1 ) , Concise Encyclopedia O f M exico,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2001, p12561
墨西哥裔、波多黎各裔、多米尼加裔、古巴裔和哥伦比亚

裔通常被视为拉美裔集团中的五个主要成员。

JeffreyM1Jones, “An Early Gallup Road Map to theMcCain -

Obama Matchup”1http: / /www1gallup1com /poll/107689 /Early - Gal2
lup - Road - Map - McCainObama - Matchup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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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 如果自己当选 , 就将解决移民问题作为头等

大事处理 , 以寻求拉美裔选民的支持。有人在总结

奥巴马最终赢得胜利的原因时提到 , 共和党在总体

上对拉美裔人士尤其是拉美移民的不友善行为迫使

这一群体偏向民主党 ; 如果共和党人想要改变目前

的政治窘境 , 他们将必须同那些极端主义分子分

开 , 正是那些极端主义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共

和党的政策。

第四 , 美国外交政策受拉美裔选民的影响。美

国的外交政策受拉美裔选民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美国

与古巴和墨西哥的关系。

尽管古巴裔移民只占拉美裔移民的 314% , 但

却有两大优势 : 一是人口集中在佛罗里达州 , 二是

古巴裔移民在美国政界、学术界、商界和文化界的

成功和影响是其他拉美裔移民所不能比拟的。由于

佛罗里达州的选举人票高达 25张 , 仅次于加利福

尼亚、得克萨斯和纽约州 , 因此美国对古巴的政策

在总统选战中成为争取古巴裔选民的关键。为了争

取佛罗里达州古巴裔的选票 , 美国总统候选人很少

对制裁古巴表示公开反对。尽管大部分拉美裔选民

倾向支持民主党 , 但佛罗里达州的古巴裔选民传统

上是比较支持共和党的。在 2008年欧盟宣布和古

巴建交后 , 布什政府 “古巴过渡时期协调人 ”凯

拉布 ·麦卡里仍强硬地表示 , 劳尔 ·卡斯特罗只有

释放全部政治犯 , 给予公民政治自由 , 并开放

“一条自由、公正的选举道路 ”, 美国才会放松长

达 46年的贸易禁令。这种变化在菲德尔 ·卡斯特

罗有生之年几乎不可能发生 , 之后也不一定会发

生。在对古巴政策上 , 奥巴马曾公开表示 , “我如

果当选总统 , 要改变对古巴的政策 , 无任何先决条

件地同他们进行直接接触。”这有别于民主党和共

和党内大多数人的态度。考虑到古巴裔选民的态度 ,

奥巴马上台后不可能迅速改变对古巴的禁运政策。

从 20世纪 20年代起 , 墨西哥是美国移民的重

要来源国 , 现在成为移民美国人数最多的国家。移

民问题一直是困扰美墨关系的主要问题。为了控制

非法移民的增长 , 2005年 12月 , 美国国会众议院

经过激烈辩论 , 以 239票对 182票通过了一项严厉

的移民法案。该法案首次将非法移民定为重罪 , 并

规定将在美墨边境修建一长达 1 126千米的隔离

带 , 阻止非法移民流入。美国的这一决定遭到了墨

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

加 5国外长的共同谴责 , 并指出此举无助于美国解

决非法移民问题。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希望美国以

“尊重人权、尤其是尊重墨西哥人民权利 ”的方式

帮助墨西哥解决移民问题 , 并认为该问题的治本办

法是两国政府密切合作 , 共同改善墨西哥的经济环

境。为了抗议该法案 , 2006年 4月 , 美国的 10万

拉美裔移民和支持移民的美国人走上美国 60多个

大小城市的街头 , 要求对非法移民给予法律保护。

这是拉美裔移民就政治问题最重要的一次公开表

达。在游行集会中 , 拉美移民喊出了 “今天游行 ,

明天投票 ”的口号。拉美民权积极分子认为 , 专

家一直预测拉美裔移民将成为美国重要的政治力

量 , 这次游行示威标志着这一政治力量的形成。

二 　美国西半球移民政策

　　 1965年移民法出台之前 , 美国对西半球国家

一直奉行自由移民的政策。此后 , 随着西半球移民

政策的确立 , 以拉美人为主的非法移民问题在美国

国内引发的争议越来越多。

11美国西半球移民政策的确立和演变

有两个重要因素导致美国西半球移民政策明朗

化。一是 1959年古巴革命。古巴革命胜利后 , 出

现了古巴人移居美国的浪潮。美国对古巴移民持欢

迎态度 , 并怀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 即促进古巴向美

国移民 , 以培植反古势力 , 削弱古巴。美国立法部

门频频颁布难民法 , 并给古巴移民以难民身份和相

应的种种优惠待遇。仅 1959～1965年间 , 美国就

安置了 50万古巴难民。二是墨西哥非法移民增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 美国经济复苏刺激了对劳

动力的需求。美国政府于 1942年同墨西哥签订了

引进合同劳工的协议。这些墨西哥 “季节工人 ”

在美国各地从事采矿、农业、纺织、运输等工作的

同时 , 也引发了大规模的非法移民潮 , 并对美国的

经济社会造成了一定冲击。

1965年 , 《外来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 》获得通

过 , 这是美国移民政策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该法

案结束了西半球的自由移民政策 , 把西半球移民纳

入全球限额制。法案将每年的移民限额增至 29万 ,

其中东半球 (即亚、非、欧三大洲 ) 为 17万 , 各

国不得超过 2万 ; 西半球 12万 , 移民不分国籍 ,

按先来后到的原则入境。该法案通过后 , 西半球来

自墨西哥的移民大量增加。为了体现机会均等原

则 , 1976年美国颁布了 《西半球移民法 》, 规定西

半球各国每年的移民不得超过 2万人。此后 , 拉美

裔合法移民受到限制 , 但非法移民人数仍不断增

加。据统计 , 美国 80%的非法移民来自拉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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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 , 美国对非法移民的政策越来越严

厉。1986年美国出台 《移民改革与管理法案》, 通过

雇主制裁和遣返等手段限制非法移民 , 与此同时 , 使

270万非法移民合法化。但这并未阻止非法移民的增

加。1996年《非法移民改革和移民责任法》就是在反

移民情绪不断高涨的情况下通过的。这一法律强调加

强边境控制 , 阻止非法移民 ; 增加了改变及取消某些

听证程序 , 快速遣返非法入境者等内容。

21美国国内对拉美裔移民问题的争议

在如何对待非法移民问题上 , 美国社会各界争

议颇多。布什执政后 , 希望推动全面的移民改革计

划来解决非法移民问题 , 并推动国内经济发展。但

其计划在国会遭到了阻碍。2005年年底众议院和

2006年 5月参议院出台的移民改革法案一紧一松 ,

分歧巨大。例如 , 参议院议案中包括客籍工人计

划 , 给非法移民提供成为美国公民的机会 , 而众议

院的法案丝毫不提客籍工人计划 ; 非法入境和逾期

不归在众议院的法案中被定为重罪 , 而在参议院的

议案中只是民事违法行为 ; 与众议院法案相比 , 参

议院的议案没有在边界建立围墙的极端举措。在移

民问题上的僵局不仅凸显了参、众两院的不同立

场 , 更揭示了美国一般民众、社会精英、商业团

体、甚至教会在利益上日益明显的裂痕。

一份题为 《移民美国 : 命运叵测的旅行 》的

政府报告指出了移民成为 20世纪 90年代争论主题

的 3个原因。第一 , 自 40年代低潮期以来移民数

目不断上升。第二 , 现在的移民同土生土长的美国

人在民族、教育程度、技能等方面存有重要差异。

第三 , 对于移民会成为美国社会的财富抑或负担无

一致的政治观点。

拉美裔移民的迅速增加造成了非法移民、语

言、宗教、教育、医疗、工资、税务等一系列问

题 , 也在美国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其中 , 拉美裔

移民与美国社会的融入性问题和非法移民问题是最

有争议的两大议题。

(1) 关于拉美裔移民与美国社会的融入性问

题。著名学者塞缪尔 ·亨廷顿指出 , 与来自其他地

区的移民不同 , 来自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的移民

缺乏融入美国社会的兴趣 , 难以割断与故国的联

系 , 拒绝接受美国主流的 “盎格鲁 —新教 ”传统。

而由于他们人数众多且增长很快 , 情况正变得越来

越严重。亨廷顿认为 , “盎格鲁 —新教 ”传统的退

化将导致美国国力衰弱 , 在他看来 , 该传统不仅是

美国民族认同的基石 , 也是它强大的真正根源。美

国拉美文化研究专家罗伯特 ·苏罗也认为 , 当前移

民政策的立法之争最终关系到国家身份的认定 , 这是

一场有关价值观、有关 “谁才是美国人”的争论。

(2) 关于非法移民问题。截至 2008年 5月 ,

美国的非法移民达 1 190万人 , 其中 960万来自拉

丁美洲。墨西哥一国的非法移民就达 480万。① 在

非法移民中 , 有一半的人都没有高中毕业文凭 , 他

们在制造业的就业比重占 20% , 在饮食娱乐业占

16% , 在建筑业占 13% , 此外还有 11%从事管理

和专业技术工作 , 从事农业的人占 4%。对于越来

越多的非法移民 , 美国不同的利益集团持不同的态

度。需要廉价劳动力的企业主不主张限制非法移民

入境 ; 工会组织、失业者和技术性行业则主张制订

严格的法律来对付非法移民。一些人认为 , 非法移

民夺走美国公民的就业和医疗保健机会 , 导致犯罪

活动增加 , 给纳税人造成负担。另一些人则说 , 很

多非法移民从事低技术工种 , 大多是美国公民不愿意

做的工作 , 因而支持了美国经济 , 而他们大都纳税。

尽管美国国会和一些保守州通过严厉限制移民

的法案 , 但超过一半的非法移民居住在纽约、得克

萨斯、加利福尼亚、伊利诺伊等州 , 这些州基本上

没有通过对移民不利的法案 , 而且继续给予非法移

民以福利。

在反移民利益集团的压力下 , 近年来美国加大

了对非法移民的打击力度。美国国会通过数项措施

以加强边境执法。布什政府也加强搜查各地企业和

工厂 , 以逮捕和遣返非法移民。一些地方小区也遵

守联邦政府下达的法令 , 对当地非法移民进行严

打。2007年 , 美国移民局逮捕和驱逐近 35万非法

移民。② 这些措施已产生一定效果 , 根据皮尤西裔

中心的调查 , 2000～2004年 , 每年有约 80万非法

移民进入美国境内。自那时以来 , 偷渡人数下降到

每年平均约 50万人。相反 , 合法移民人数则保持

相对稳定 , 每年约为 65万人。报告指出 , 10年

前 , 每年新偷渡到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人数远远超

过合法入境者 , 而 “现在情况已经反向发展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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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Jeffrey Passel, “Trends in Unauthorized Imm igration: Undocu2
mented Inflow Now Trails Legal Inflow”1http: / /pewhispanic1org/ 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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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走缓以及加大移民执法是导致非法移民人

数下降的主要原因。

非法移民禁而不止 , 成为美国政府长期致力于

解决但却始终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 , 其原因主要是

国会没有触及下列问题。第一 , 它没有授权总统与

墨西哥等非法移民较多的国家签订双边或多边协

议 , 通过内外合作 , 以求标本兼治。根据 2002年

芝加哥外交委员会的调查 , 70%的美国人认为减少

非法移民是非常重要的外交任务 , 但在美国商业、

媒体、宗教、大学、国会和政府高层人员中 , 只有

22%的人持这种看法。第二 , 持学生和探亲等签证

合法入境但逾期不归的人是非法移民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 , 而国会却没有作出任何规定跟踪其流向并迫

使其按期离境。第三 , 解决问题的关键之一是铲除

走私非法移民的黑社会组织 , 但国会并没有推出任

何行之有效的法规 , 致使这些组织逍遥法外 , 继续

从事违法活动。

三 　奥巴马的移民政策主张

移民问题并没有成为 2008年美国大选的热点

问题 , 一方面是候选人和选民的注意力被美国金融

风暴所牵引 , 另一方面是两党候选人都支持对移民

制度进行全面改革。正如全国移民论坛联络主任里

夫林 (Doug R ivlin) 所说 : “候选人都支持对我们的

移民制度进行重大改革 , 其中包括扩大合法移民途

径 , 为那些按合法程序进入美国的人提供通道。这

些是拉美裔移民或其他选民所期待的关键内容。”

奥巴马在竞选中曾就移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

张 , 内容包括支持对移民制度进行全面改革 , 因为

“官僚的移民制度已经失败 ”; 保证边境安全 ; 让

非法移民 “走出阴影 ”和逐步取得公民资格 , 在

支付罚款、学习英语、且没有犯罪的前提下允许非

法移民留在美国境内 ; 立法创建新的就业资格制

度 , 公司借此以确认其雇员为合法居民 ; 推行客籍

工人计划以及其他能使非法移民成为合法公民的办

法 , 并称这一计划是 “移民系统全面改革之前的

权宜之计 ”; 提高 FB I背景调查的速度和效率 , 增

加 H - 1B签证名额 , 等等。①

移民问题不仅是国内问题 , 同时也是个外交问

题。奥巴马当选后 , 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在给他的

贺辞中 , 除加强墨美双边关系外 , 强调了墨西哥裔

美国人在美国经济和大选中的作用 , 以此希望美国

能尽快立法保护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权利 , 并对今后

的移民建立一个相应的法律框架。② 美国的拉美学

者希望下届美国政府能妥善解决移民、扫毒等问

题 , 并表示 “解决移民问题的方式不是修建一个

巨大的隔离墙 , 而是支持墨西哥、中美洲和整个拉

美地区公正地发展 ”。奥巴马在 《重建美国的领导

地位 》一文中也表示 , “在拉丁美洲 , 从墨西哥到

阿根廷 , 我们没有表现出对其移民、平等及经济增

长问题的充分关注 ; ⋯⋯我将重塑并加强美国与上

述地区的盟友及伙伴关系。”③

奥巴马的当选让那些希望能获得合法身份的拉

美移民看到了曙光。一方面 , 奥巴马的身世和经历

使他对移民这个独特的群体具有独特的感受。奥巴

马及其家庭是一个多元文化的集合体。奥巴马曾经

笑称 , 他的家庭聚会相当于一个小型联合国 : 黑人

父亲、白人母亲、印尼继父、肯尼亚祖父母、同母

异父的妹妹和华裔妹夫 ; 而自己的妻子是黑人 , 是

非洲黑奴的后裔。奥巴马的复杂背景为他弥合种族

分歧提供了舞台。另一方面 , 在这次美国大选中 ,

民主党人不仅重新夺回了白宫宝座 , 而且控制了国

会参、众两院。奥巴马政府将成为一个强势政府 , 这

将意味着新一届美国政府来自于国会的掣肘将大大减

少。这也为他将来移民改革法案的通过增加了胜数。

但是 , 可以预测 , 在奥巴马任职初期 , 移民问

题不是其政府要解决的优先议题。

首先 , 在 11月 4日午夜的胜选演说中 , 奥巴马

指出 , 美国当前面临 “两场战争、一个处境危险的

星球、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可以说 , 这是美

国当前困境的真实写照 , 也是当前美国亟待解决的

议题。尽快解决这些议题 , 以便重建美国在世界上

的领导地位 , 将成为奥巴马政府内政外交的核心。

其次 , 美国的移民政策大致反映美国的外交政

策。19世纪时 , 美国人口稀疏 , 需要大量劳动力

建设国家 , 所以移民政策非常开放。最近数十年

来 , 美国面临失业和周期性的经济衰退 , 移民政策

也采取选择和限制的保守态度。因此 , 根据美国的

政治传统 , 最近的金融风暴、经济低迷以及特别利

(下转第 21页 )

41

①

②

③

Americas Policy Program,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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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劳工利益集团的支持 , 奥巴马在竞选中不时提出

从劳工、环境、安全等标准出发 , 审查美国已签署

的自由贸易协定。

第二 , 为取悦拉美裔选民 , 不再批评自由贸易

协定。由于拉美裔选民对美国大选具有重要影响 ,

奥巴马极力争取这一群体的选票。拉美裔主要集中

在新墨西哥、内华达、科罗拉多和佛罗里达 4州 ,

其中佛罗里达州的拉美裔对大选影响较大。奥巴马

批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及美国与哥伦比亚自由贸易

协定 , 虽然得到中西部工业化州选民的支持 , 但

是 , 佛罗里达州的商业团体以及拉美裔选民则反对

奥巴马的这一立场。为赢得拉美裔选票 , 奥巴马调

整了竞选策略。在佛罗里达州的竞选活动中 , 奥巴

马不再指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与哥伦比亚签署的

自由贸易协定 , 反而转向批评古巴和委内瑞拉政府。

综上分析 , 大选和国会选举是美国政治结构变

化的基本面 , 也就为贸易受损的利益集团提供了有

效的政治通道 , 不同的选民组成利益集团通过大选

和国会选举对贸易政策施加影响 , 而行业集团则在

政策制定上起到了强有力的影响作用。

五 　结论

尽管奥巴马竞选活动中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一定

都转化成实际政策 , 选民和舆论有可能会迫使奥巴

马政府兑现竞选承诺。如果因金融危机引起美国经

济持续衰退 , 国内反对自由贸易协定的政治力量将

会上升。奥巴马执政后 , 无疑将会推迟国会批准同

哥伦比亚和巴拿马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 , 同其他拉

美国家举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步伐也会放慢。实

际上 , 第 110届国会制定的贸易政策已为奥巴马政

府的贸易政策选择奠定了基础。由于政府和国会在

贸易政策决策上的制衡机制 , 以及不同利益集团所

达成的共识 , 奥巴马政府不会轻易否定签署自由贸

易协定对改善美拉关系的作用 , 但会在自由贸易协

定中更强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禁毒、人权等。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竞争 , 美国不同利益阶层需要利

用政治进程重新调整其利益分配。因此 , 奥巴马的

贸易保护主义主张是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策

略 , 也是不同利益集团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

(责任编辑 　鲁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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