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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選民最關心議題

經濟：42%
移民：19%
墮胎：11%

北卡羅來納

來源：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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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43%
移民：19%
墮胎：13%

賓夕法尼亞

經濟：41%
移民：19%
墮胎：14%

密歇根經濟：39%
移民：22%
墮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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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18%
墮胎：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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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本
次大選中大獲全勝，美媒分析稱，通脹、
非法移民和反對戰爭，成為特朗普贏下此
次選舉的關鍵三點，現任總統拜登在任期
內的糟糕表現導致選民對民主黨失去信
心。美聯社最新民調結果顯示，支持特朗
普的選民更受經濟和移民問題的推動，大
約有一半的人表示，物價是他們投票時考
慮的最大問題，此外便是美墨邊境移民和
就業問題。CNN分析認為，上述議題成為
選民抉擇的三個關鍵點，反映出民眾對美
國現狀的不滿和失望。

兩場戰火延燒 民眾厭倦
【大公報訊】民主黨除了處

理經濟和非法移民等問題無力，
隨着新一輪巴以衝突激化，拜登
政府偏幫以色列的做法，更是導
致民主黨的傳統票倉，比如少數
族裔和年輕選民分裂，成為民主
黨又一軟肋。特朗普在競選中誓
言要結束兩場戰爭，迎合了國內
的厭戰情緒。

民主黨原本寄望最高法院取
消墮胎權判決，在選戰中打墮胎
牌，以彌補不足。不過，俄烏和
巴以兩場衝突，勾起了美國民眾
的厭戰情緒，害怕美國再次深陷
戰爭泥淖。拜登政府外交政策一
直備受詬病，無論是阿富汗撤軍
一團糟，在國內通脹高企還要以
巨額資金援助烏克蘭引發不滿
外，去年開始的巴以新一輪衝

突，更導致民主黨的票倉進一步
撕裂，選民拋棄民主黨。

許多猶太人表示，美國國內
不斷上升的反猶情緒以及席捲城
市和大學校園的反戰示威活動讓
他們感到不安。據悉，賓夕法尼
亞州擁有約30萬猶太選民，雖
然只佔投票人口的一小部分，但
在少數搖擺州，任何轉變都可能
產生巨大影響。此次選舉結果更
證實了這一點。密歇根州作為又
一搖擺州，其擁有約50萬阿拉
伯裔人口，對於民主黨而言也至
關重要，但拜登政府過去一年在
巴以問題上偏幫以色列，引發大
量阿拉伯裔選民的不滿。今年春
季，美國多所大學爆發反戰示
威，部分學生已決定不會投票給
民主黨。

馬斯克出錢出力助選
【大公報訊】金錢一直都是

美國選舉中的主導因素，據美國
研究機構預測，2024年的總統
選舉總支出預計將高達159億美
元，超過2020年的151億美元，
成為美國歷史上最 「昂貴」 的聯
邦選舉。

億萬富翁、特斯拉創辦人馬
斯克更是親自下場，自己創立了
「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 」
（America Pac）捐贈逾1.19億
美元，也在搖擺州選民登記百萬
美元大抽獎，成為特朗普選戰的
「承包商」 。

在馬斯克的主導下，他旗下

的社交媒體平台X也成為突出的
選戰工具，假消息瘋傳，讓選民
們真假難辨，進一步攪動選情。
美媒統計發現，馬斯克和X上近
期有關選戰的虛假信息帖文，閱
讀總量突破20億，成為巨大的
助選力量。

在選戰期間，特朗普副手萬
斯過去的 「養貓女」 言論，以及
競選活動嘉賓形容波多黎各是
「垃圾島」 的發言，一度引起爭
議。但是，最終選舉結果證明，
對中間選民而言，這些話題恐怕
只是選舉期間社交媒體上的口
水。

【大公報訊】除了經濟，移民問
題是美國選民最關心的美國國內問
題，並且大部分選民認為民主黨應該
為國內非法移民危機負主要責任。

根據美國國土安全局的數據顯
示，拜登執政期間，非法入境美國的
人數創下歷史新高，達到1010萬人。
而在特朗普任內期間，非法移民數量
減少了3.4倍。此外，據路透社最新數
據顯示，10月份美國邊境當局逮捕的
非法移民人數約為5.4萬人，遠低於特
朗普任職期間逮捕的月平均人數（7.1
萬）。雖然拜登政府在今年6月推行了
針對非法移民的庇護禁令，但其 「慘
淡結果」 仍然無法滿足選民期待，大
部分選民都渴望政府在非法移民問題
上實施更加強有力的應對措施。

在這一核心問題上，特朗普則表
現得十分強硬，多次強調將恢復任內
時對非法移民的限制政策，阻止更多
非法移民進入美國，並驅逐已在美國
的至少1000萬非法移民。共和黨陣營
還一度瘋狂炒作俄亥俄州 「海地移民
吃寵物貓狗」 的議題，渲染對於移民
的恐懼情緒。

另外，特朗普的共和黨在移民議
題上攻擊哈里斯，給她貼上 「邊境沙
皇」 標籤，稱其邊境政策讓美國變成
了 「垃圾場」 。由於拜登政府處理非
法移民問題上的 「失敗」 ，導致哈里
斯在該議題上難以進行有利的反擊。
CNN批評稱，拜登政府過去在非法移
民問題 「裝聾作啞」 ，假裝邊境危機
不存在，最終反噬自身。

老牌民調專家大失水準被嘲諷
【大公報訊】在本次美國大選中，

民調的準確性再次受到關注。2016
年，多數民調稱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領
先，但最後由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入主
白宮，2020年，拜登民調保持領先
5%-7%，最後勝選。今年，美媒在選
前多次提醒，民調打成平手不表示投票
結果一定很接近。

多個民調選前最後都顯示，特朗普
與哈里斯兩人的支持率處於膠着狀態，
甚至是平手。大選的最後一個周末，艾
奧瓦州知名民調專家塞爾澤（Ann

Selzer）的民調出爐，宣稱哈里斯以
3%領先特朗普，而特朗普將會失去深
紅色的州。塞爾澤數十年來深耕艾奧瓦
州的民調，有 「艾奧瓦州民調女王」 和
「最佳民調員」 的稱號，被視為 「黃金
標準」 。儘管結果在誤差範圍之內，這
給民主黨支持者帶來了希望，網上賭盤
也顯示押注哈里斯勝選的賭注激增。特
朗普對這份民調大肆抨擊，稱塞澤爾是
「仇視特朗普的人」 。

但是，5日投票結果揭曉後卻是，
與2016年和2020年一樣，艾奧瓦州再

次支持特朗普入主白宮，特朗普更以
56%比42%大幅拋離對手。共和黨佛
羅里達州參議員盧比奧在特朗普勝出
後，在X上挖苦地寫道， 「哇，艾奧瓦
州的民調真的很準！」

專門做總統大選民調網站538的創
辦人席佛（Nate Silver）日前在《紐
約時報》撰文指出，縱觀各家民調，差
距都是誤差範圍之內，這是進行民調的
工具有限、民調程序本身缺陷所致，一
旦出現誤差，有可能被無限放大，變成
一方壓倒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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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高企 非法移民激增 反戰情緒蔓延

通脹民生議題最貼身
【大公報訊】美國現任總統拜登任內

經濟政策糟糕，通脹民生問題成為這次選戰
的頭號議題。《華爾街日報》稱，美國民眾
再次選擇特朗普當選總統，很大程度上是出
於對民主黨領導下美國經濟表現的不滿。在
拜登執政期間，美國物價大幅上漲，通脹率
在2022年6月達到9.1%的峰值。雖然今年9
月通脹率已回落至2.4%，但仍高於特朗普
卸任時的水平。

密歇根大學9月底和10月初進行的消費
者調查顯示，44%的受訪者表示，高物價
正導致他們的個人財務狀況惡化， 「他們仍
對高物價感到沮喪」 。美國民調機構蓋洛普
十月末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七個搖擺州內
68%的受訪者表示生活成本太高，一半人
認為特朗普在管理經濟方面有 「更好的計劃
或政策」 ，在這一方面哈里斯支持率僅有
37%。

因為物價上漲，衣食住行各項開支不
斷增加，民眾對現任政府大為不滿，促使他

們寄希望於特朗普，希望他可以 「扭轉經濟
局勢」 ，回到特朗普上屆任期內的低通脹狀
況。與過去相同，特朗普本次競選時仍然主
打最貼身的 「經濟牌」 ，時常將油價上漲掛

在嘴邊，允諾推行一系列減稅和增加關稅措
施，讓美國製造業回歸本土，不斷詢問選民
「過去四年是否變得更好」 ，這一競選策略
被認為十分有效。

非法移民人數創新高 邊境陷危機

拜登政策一團糟 選民懲罰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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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發展如虎添翼
海關總署近日印發《海關支

持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
園區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若干措
施》，共有十項舉措，通過設立
「白名單制度」 ，為推動創新要

素跨境便捷高效流動建立起綠色
通道。

河套區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位於香港北部與深圳交界地帶，
建有港深和深港兩個創新及科技
園，形成 「一河兩岸」 之下 「一
區兩園」 的格局。由於兩個園區
的合作涉及跨境，按照現有程
序，人員、物資、資金、信息跨
境流通障礙不少，不利港深雙方
的創科合作，也不利香港加快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

在 「白名單制度」 下，登記
在冊的創科機構、企業和人員，
可以 「一線高度便利出入境」 通
關模式，加快過河流通。例如，
相關舉措的第二條規定，獲得香
港生物物質許可、且用於深港聯
合科研或關聯科研的進出境微生
物、人體組織、生物製品、血液
及其製品，海關優先辦理衞生檢
疫審批。如此一來，可大幅加快

審批流程，對香港發展生命科技
大有裨益。

再如第四條，支持科研機構
與企業的儀器、設備、器具、試
劑、耗材、樣品等科研貨物及其
研發產品，可以專人攜帶方式通
過一號通道出境。人和物同時出
境，通關效率大為提升。

十項舉措涵蓋範圍廣泛，且
具針對性，相當於打通了深港創
科合作的任督二脈。接下來，深
圳市相關部門將建立協同聯動工
作機制，加快推動特殊物品便利
跨境政策落地，建設推廣公共ERP
信息服務平台。深圳先行一步，
香港也要主動作為，積極對接，
完善相關制度。

去年八月，國務院公布《河
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
發展規劃》，提出一攬子舉措，
包括白名單制度、便利科研人員
進出、容許深圳園區實施香港法
律等。隨着這些措施一一落實，
兩地創新要素跨境暢通無阻，香
港創科發展將如虎添翼，各界尤
其是工商界要緊抓機遇，乘勢而
上，不負國家大力支持。





堅定發展信心 有效化解風險
美國大選結果見分曉，中美關係未

來走向備受各界關注。其實，不管誰是
下一任美國總統，推行什麼對華政策，
都阻止不了中國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開
放的步伐，打斷不了香港由治及興的進
程。對香港來說，就是堅定發展信心，
用好中央支持政策，聚精會神搞建設，
同時做好各種風險防範的預案，進一步
夯實高質量發展的根基。

特朗普以 「戴罪之身」 重返白宮，
這足以說明美國大部分民眾對現狀高度
不滿。不過，特朗普能否解決美國的深
層次問題， 「讓美國再次偉大」 ，一切
都是未知數。畢竟，理想很豐滿，現實
很骨感，競選承諾與上台施政並非一回
事。從特朗普的第一屆任期 「政績」 觀
之，美國社會撕裂是融合還是加劇了、
美國在全球製造的亂象是減少還是增加
了，已經明明白白。

美國大選過程全球矚目，對大選結
果深表憂慮，這一方面是因為美國的霸
主地位和龐大經濟體量，另一方面是因
為特朗普的好鬥個性和不可預測性。今
次特朗普挾大勝之姿重登大位，加上共
和黨掌控參眾兩院，特朗普因此被視為
美國史上 「權力最大的總統」 ，可以
「為所欲為」 。未來四年內，美國政府

如果繼續鬧騰，勢必進一步加深美國的
內部危機，並對全球的安全發展構成更
嚴峻的挑戰。

就對華政策而言，特朗普在第一屆
任期內發動對華貿易戰、科技戰，並將
抗疫無能諉罪於中國。對香港則實施制
裁，包括取消香港的貿易優惠待遇，可
說是「劣跡斑斑」。在今次競選期間，特
朗普又氣勢洶洶揮舞加稅大棒，揚言將
中國貨品的進口稅提高至100%。有分
析認為，他很可能將繼續奉行 「脫鈎斷
鏈」 ，甚至會變本加厲。在對港政策方
面，特朗普也不會改變搞對抗的基調。

除了刻意針對中國內地及打壓香港
特區，特朗普的內政外交政策也會產生
溢出效應。對內大規模減稅、對外大規
模加稅，勢必破壞全球產業鏈、供應
鏈，進而影響內地和香港對美出口。專
家亦預測，美國通脹將再次升溫，或打
斷美國的減息周期，在高利率、強美元
之下，影響香港旅遊、消費及樓市等領
域的復甦步伐，香港要及早應對。

然而，不管美國新政府將推行什麼
政策，中國人都可以 「淡定以待」 。事
實上，美國仍然是以前那個搞霸權主義
的美國，中國卻早已不是以前那個積貧
積弱的中國。如今的中國更加自信，更

有了戰勝一切挑戰的雄厚實力。正在上
海舉行的進博會是一面鏡子，展現了中
國高水平開放的誠意，敞開了中國以高
質量發展為全球發展提供新機遇的胸
懷，強化了中國繼續作為世界經濟火車
頭的角色。進博會上外商雲集，其中美
國商家數量最多。有參展美國企業表
示，看好中國市場前景，將持續深耕，
希望與中國市場同頻共振。可見美國政
客鼓吹的 「脫鈎斷鏈」 、 「去風險化」
是如何的脫離現實，如何的不得人心。

昨日，香港美國商會被問及美國大
選如何影響香港時表示，希望新政府上
台後美港關係不變，而香港仍然是具國
際競爭力的市場，會繼續留下。其實，
美國政府打壓香港數年，香港沒有 「玩
完」 ，而是展現了強大韌性和深厚潛
力。近來喜訊連連，包括重獲世界最自
由經濟體、重回全球金融市場第三位
等。在法治、教育、人才吸引力、創科
發展等方面的排名，亦節節上升。

一言以蔽之，香港有中央支持，有
「一國兩制」獨特優勢，有特區政府積極
作為，有社會各界凝神聚力，即便要面
對新的風險挑戰，香港也有足夠的底
氣。正所謂任爾東西南北風，由治及興
不可擋！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