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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期選舉燒錢756億破紀錄
2024大選前哨戰 兩黨金主加大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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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FiveThirtyEight網站公布的最新選情預
測，共和黨在聯邦眾議院佔優勢，贏得眾院控制權
的概率高達84%，有望獲得435席中的248席；兩黨
在聯邦參議院的選情更為膠着，共和黨掌控參院的
概率為55%，民主黨則為45%，共和黨有望在100
個席位中贏得54席。多家美媒指出，賓夕法尼亞、
亞利桑那、佐治亞、內華達等關鍵 「戰場州」 的選
舉結果將決定參院歸屬。

追蹤政治廣告的 「衛斯理媒體項目」 負責人福
勒表示，兩黨競爭異常激烈，每一場選舉都可能是
重要轉折點。在此情況下，兩黨競選開銷節節攀
升，總金額預計將達到史無前例的97億美元；用於
參眾兩院的競選開銷分別較2018年高出136%和
60%，州長競選開銷亦顯著增加。

索羅斯位列金主榜首
《經濟學人》指出，大量競選資金流向賓夕法

尼亞等4個競爭格外激烈的 「戰場州」 ，每個州份都
超過2億美元。而在2018年，只有兩個州份的參議
員競選開銷超過1億美元。有分析認為，自2020年

大選以來，美國兩黨對立、社會撕裂的問題愈演愈
烈，政治日益成為一場零和遊戲，兩黨背後的企業
和個人都感到有必要加大投入，以保障自身利益。

兩黨的大金主已為參眾兩院候選人和政治行動
委員會（PAC）捐出了8.8億美元，較2018年增加
44%，且目前這個數字還在上升，最終料達到10億
美元。臭名昭著的開放社會基金會創始人索羅斯為
民主黨提供了超過1.28億美元，位列金主榜首。這
筆錢主要流向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 「Democracy
II」 。索羅斯是共和黨激進支持者的眼中釘，一些人
相信他是所謂 「深層政府」 的成員，特朗普亦曾指
控索羅斯資助美國的反警察示威運動。

捐款第二多的是威斯康星州航運和商業用品公
司Uline創始人烏赫萊因夫婦，他們為共和黨提供了
6700萬美元。對沖基金Citadel創始人格里芬、金融
巨頭海納國際集團創始人亞斯也分別向共和黨捐出
數千萬美元。民主黨籍伊利諾
伊州州長普里茨克本身是億萬
富翁，已自掏腰包為連任競選
投入超過1.3億美元。

報道還指出，新技術令政
治捐款變得更容易，兩黨分別
推出ActBlue和WinRed等捐款
軟件。目前，捐款不超過200美
元的小額捐贈者累計貢獻了11億
美元，是2018年的兩倍。

事關拜登能否競選連任
5日，拜登與前總統奧巴馬攜手現身賓夕法尼

亞，為民主黨參議員和州長候選人站台；特朗普同
日抵達該州，為共和黨候選人拉票。3位總統隔空打
擂台，凸顯該 「戰場州」 的重要性。拜登指責共和
黨讓 「富人更富，窮人更窮」 ，奧巴馬批評共和
黨挑戰2020年大選結果，破壞民主。特朗普則警
告台下民眾說，若民主黨繼續掌權，會帶來更多
犯罪和不受限制的移民。

特朗普5日再次暗示自己
有意參加2024年大選，拜登

近日亦放出將尋求連任的風聲。《泰晤士報》分析
指，今年的中期選舉是2024年大選前哨戰。若民
主黨輸得很難看，恐將放棄繼續支持拜
登；若共和黨失利，特朗普將面
臨其他潛在總統候選人的
有力挑戰。

政治極化加劇 票站員工遭暴力威脅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美國廣播公司報

道：美國國土安全部、聯邦調查局（FBI）、國家反
恐中心和國會警察局日前聯合發布警告指，隨着中
期選舉進入衝刺階段，美國國內極端主義的陰霾加
劇，不同意識形態的暴力極端分子構成 「越來越大
的威脅」 。在選情膠着的亞利桑那州馬里科帕縣，
當局已接到上百宗選舉工作人員被威脅的報告。

路透社6日報道指，馬里科帕縣的選舉工作人員
近期遭遇了至少140次暴力威脅，包括收到恐嚇電
郵和社媒信息、被拍下面容及車牌等。一則恐嚇信
息寫道： 「你們都會被處死。」 另一則寫道： 「捆
住他們的四肢，把他們綁在車後拖着走。」 不少工

作人員因為遇到惡意搭訕和騷擾而辭職。馬里科帕
縣在2020年大選中支持拜登，一些堅信 「選舉舞
弊」 陰謀論的特朗普支持者對當地選舉機構大為不
滿。

2020年至2021年，針對美國國內恐怖主義的調
查數量幾乎翻了一番，很大程度上是受到2021年1
月6日國會暴亂事件影響。美國國土安全部等機構發
布的聯合情報公告指出，中期選舉前後，有關 「選
舉舞弊」 的言論和其他爭議問題可能促使極端分子
實施暴力活動，兩黨候選人、民選官員、選舉工作
人員、各黨派代表、少數族裔等均可能被當作襲擊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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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民調顯示共和
黨在眾院佔優勢，
亦有可能成為參院
多數黨。若共和黨
控制國會，或將減
少 對 烏 克 蘭 的 援
助，進一步收緊對
墮胎的限制，以及
解 散 「106」 委 員
會，轉而對拜登展
開政治清算。

來源﹕《經濟學人》﹑
《泰晤士報》

•本屆中期選舉的競選開
銷料達破紀錄的97億美
元 ， 較 2018 年 激 增
144%。專家指，這是
因為兩黨競爭異常激
烈，每一個議席的歸屬
都可能決定哪個黨派能
控制國會。兩黨分化也
導致政治成為一場零和
遊戲，雙方背後的利益
集團紛紛加碼投資各自
看好的候選人。另外，
兩黨均推出收取捐款的
軟件，小額捐贈變得更
容易。

▶兩黨對立導致極
端主義抬頭，選舉被暴力
陰霾籠罩。 法新社

▲中期選舉戰況
激烈，圖為提前
投票的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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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大選至今，
美國兩黨對立、社會撕裂的

問題愈演愈烈，拜登和特朗普均
暗示有意於2024年再次對決，而本
屆中期選舉的結果很大程度上將決
定二人是否有機會再次代表黨派
出戰。若民主黨大敗，拜登不僅
將在剩下的兩年任期內成為

「跛腳鴨」，也很難再尋求連
任；若共和黨選情不如意，
特朗普將失去黨友支持，
佛州州長德桑蒂斯等人也
將更有底氣在2024年挑
戰特朗普。

為何被稱為2024年大選前哨戰？

為何打破 「燒錢」紀錄？

還有哪些重要議題將受影響？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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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參議院

55%
共和黨
掌參院概率

45%
民主黨
掌參院概率

來源：FiveThirtyEight

民主黨：

11月8日，美國兩年一度的中期選舉
正式開鑼。這場選舉不僅將 「影響美國
未來10年的政治走向」 ，也可能極大改
變烏克蘭戰場格局。

美國中期選舉歷來有一個所謂的
「政治魔咒」 ，即在任總統所在的執政
黨一般都要輸掉這場選舉。美國幾家權
威的選舉網站最新預測，眾議院被共和
黨控制已無懸念。參議院選舉形勢也向
共和黨傾斜，尤其是賓夕法尼亞、亞利
桑那、內華達、威斯康星、佐治亞等搖
擺州，雙方廝殺激烈。在剛剛過去的周
末，拜登聯袂奧巴馬共同出席競選集
會，與特朗普相互攻訐，三位頭面人物
在同一時空齊集賓夕法尼亞州，足見這
裏的競選形勢是多麼緊張。當然，共和
黨的目標不限於此，他們更希望在全國

掀起一場 「紅色浪潮」 ，讓拜登徹底成
為 「跛腳鴨」 ，甚至開啟對這位總統的
彈劾程序，為特朗普報一箭之仇。

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美國民主與
共和兩黨在對烏援助問題上形成高度一
致，《烏克蘭戰爭租借法案》也獲得快
速通過。迄今為止，美對烏的直接軍事
援助高達182億美元。

但近一段時間以來，共和黨不斷放
風，稱將在中期選舉之後全面檢討對烏
援助，不再向烏克蘭開出 「空白支
票」 。眾議院民主黨 「激進左翼」 也致
函拜登，要求重新考慮對烏克蘭戰爭的
支持。雖然這些人迫於壓力，撤回了這
份信件，但凸顯黨內在烏克蘭問題上的
分歧。由此看來，兩黨在援烏問題上的
高度共識已不復存在，與白宮攤牌只是
時間問題。

據《華盛頓郵報》11月5日報道，拜
登政府私下向烏克蘭方面施壓，要求其
對與俄羅斯談判持開放態度。美方稱，
這並不是壓烏克蘭馬上回到談判桌，但

對談判保持開放態度有利於佔據國際道
義制高點。在俄羅斯宣布兼併烏克蘭四
個地區（頓涅茨克、盧甘斯克、赫爾
松、扎波羅熱）之後，烏克蘭總統澤連
斯基已經明確表示，只要普京待在台
上，他們永遠不會與之展開談判。與此
同時，烏方在西方先進武器的支援下，
最近加大了收復失地的力度，尤其是在
赫爾松地區有所斬獲，並劍指克里米亞
半島。澤連斯基表示， 「最想做的事是
視察克里米亞半島，去那裏看海」 。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俄烏戰
爭之所以能夠持續8、9個月，很大程度
上是澤連斯基把這場戰爭變成了真正的
代理人之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軍
事援助，讓烏克蘭獲得了不少底氣。現
在的問題是，對烏國際統一戰線正面臨
瓦解的危險。一旦西方軍援斷了頓，澤
連斯基的命運可想而知。

烏克蘭戰爭對世界的破壞是顯而易
見的。由於西方國家使出了極限制裁的
「撒手鐧」 ，徹底打亂了全球能源和糧

食供應鏈，助推世界性通脹創出新高，
美國成為這場戰爭為數極少的幾大贏家
之一，全球資本紛紛尋找避風港，美元
大量回流美國本土，一些歐洲國家的高
耗能企業因無法承受本地的能源價格，
不得不將工廠遷至美國。另一方面，由
於許多國家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普遍患
有戰爭疲勞症，隨着俄烏戰爭的不斷升
級，俄羅斯提高了核威懾水平，有關烏
克蘭動用 「髒彈」 的報道不時流出，世
界對於開打一場核戰爭也是充滿了憂
慮。

印度總理莫迪不久前與澤連斯基通
話，希望從中斡旋，但遭到拒絕。巴西
當選總統盧拉也明確表示， 「澤連斯基
與普京一樣對這場戰爭負有責任」 。南
非在譴責俄羅斯佔領烏東四地區的聯大
決議中投下棄權票。

新興大國的立場自不必說，在西方
七國集團之內，圍繞俄烏戰爭的立場也
出現越來越大的分歧。法德兩國民眾表
示，支持烏克蘭沒有錯，但不能以懲罰

自己為代價。法國總統馬克龍抱怨，美
國不應乘人之危，高價向歐洲出口天然
氣，顯然這樣做不夠朋友。德國一直在
對烏軍援方面羞羞答答。英國首相蘇納
克也不再像他兩位前任那樣對烏表現得
那麼狂熱。

11月4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
利文秘密訪問基輔並會見了澤連斯基，
他向烏方保證，烏克蘭將會得到所需要
的一切援助。但形勢比人強，如果美國
國內中期選舉結果徹底倒向共和黨，那
麼今後對烏援助一事將不完全由白宮說
了算，所有涉烏法案的通過都會面臨共
和黨的巨大掣肘，這是不以拜登及其國
家安全團隊的意志為轉移的。

戰爭是燒錢的機器。這兩天馬斯克
再次要求英、美軍方以及北約有關國家
為他的烏克蘭 「星鏈」 通訊服務支付數
億美元的賬單，1300個 「星鏈」 終端已
停止服務，引起烏克蘭士兵的恐慌。或
許俄烏戰爭的轉折點就埋在這些賬單的
爭執之中。

美中期選舉結果或催生俄烏戰爭變局
周
德
武

世界

眾議院

84%
共和黨
掌眾院概率

16%
民主黨
掌眾院概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