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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自毀回朝路
徐公明

美國中期選舉結果並未出現各界
原先預料的「紅潮」，民主黨不但
有很大機會保住參議院50席，眾議
院所失議席也遠少過選前預測，用
最老掉牙的「期中考試」比喻來
說，拜登這次算是勉強合格，也難

怪他在恭賀民主黨當選人時笑逐顏開。說到底，拜登
畢竟沒有在中期選舉押注太多個人政治資本，損失再
多也不及這晚的最大輸家──特朗普。

特朗普的名字雖然沒有出現在中期選舉任何一張選
票上，但他可以說是今次打選戰打得最積極最認真的
人。早在初選階段，特朗普就不斷在全國各地扶植支
持他的參選人，特別是那些深信「選舉舞弊論」的極
右翼牛鬼蛇神，成功將多名共和黨主流派的現任議員
或州長踢走。特朗普試圖藉此擺脫2020年敗選的陰
影，為2024年「強勢回朝」鋪路。

統計顯示，特朗普在初選和正式選舉階段，一共495
次為共和黨（或者應該稱為「特朗普黨」）候選人站台背
書，人數冠絕兩黨所有政治領袖。誠然，獲特朗普背
書的多名參眾議院候選人都成功勝出，但他們很多都
是在「深紅」選區角逐，當選毫不意外，相反在多個
關乎全國政局的戰場上，特朗普扶植的牛鬼蛇神都落
敗了，其中丟失賓夕法尼亞的參議院一席更是致命。

正因為特朗普把所有個人政治資本都押在中期選舉

中，這次共和黨輸的每一場選舉，沒有人會覺得是共
和黨領導層領導不力，也沒有人會覺得是拜登的功
勞。沒錯，即使共和黨堅稱選戰打的是經濟民生議
題，但從客觀事實來看，這次中期選舉實際就是對特
朗普捲土重來野心的一次「公投」，「紅潮」沒有出
現，責任「全在特方」。

這也是昨日點票結果陸續出爐後，美國媒體不論左
右得出的共同結論，保守派的霍士新聞甚至專門發了
一篇報道，綜合了政治光譜兩翼媒體形容特朗普是
「最大輸家」的評論。

據報特朗普原本打算在中期選舉投票日前，就公開
宣布參加2024年大選，只是在幕僚勸阻下，改為於下
周二才來作「非常特別宣布」。這證明特朗普已經被
逼急了，而且壓力不是來自拜登，而是來自共和黨內
部，尤其是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與特朗普這位
「最大輸家」不同，德桑蒂斯這晚成功以壓倒性優勢
連任，前者有如夕陽西下，後者則如日方中，怎到特
朗普不怕？

回到霍士新聞那篇報道，文章底下的共和黨支持者
留言說得很白：「我希望特朗普做出正確決定，讓德
桑蒂斯取得共和黨總統提名。特朗普有太多負面包袱
了，根本不可能參選。」對，2024年的大選將很難重
現兩個「老男人」決鬥的故事，但現階段來看，拜登
出現在選票上的機會，應該會比特朗普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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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桑蒂斯4年前僅憑約3萬票的微弱優勢當選州
長，不過他在今次選舉中大獲全勝，領先幅

度是佛州歷任共和黨籍州長之最。德桑蒂斯今次橫
掃佛州67個縣當中的62個，包括被視作民主黨
「鐵票倉」的邁阿密－戴德縣和棕櫚灘縣，他這次
籌得的2億美元（約15.7億港元）競選資金幾乎未
有派上用場，相信很有可能用於角逐大選。

德桑蒂斯發競逐總統訊號
在勝選演說中，德桑蒂斯似乎也發出競逐總統的

訊號。他將佛州形容作美國以至全球的「自由堡
壘」，自己則是推動這個原本是搖擺州的州份向右
轉的「變革型領袖」。德桑蒂斯揚言：「美國實驗
的延續需要真正的『美式原則』復甦，佛羅里達證
明這一切可以做到。我們帶來了一線希望，更好的
日子還在後面。」
44歲的德桑蒂斯在新冠疫情高峰期堅持放寬防
疫措施，在種族、移民和性少數權益議題態度保
守。但在美國經濟低迷、佛州右翼思潮興起的背景
下，他的連串爭議政策依然獲得不少選民認可。有
報道指德桑蒂斯曾私下告知金主他會避開特朗普，
改為2028年競逐總統，但今次在佛州大勝，不排
除會影響他的決定。

特朗普握「不受歡迎信息」
特朗普在選前一日接受霍士新聞專訪時則明確警
告，德桑蒂斯不要試圖參選總統，並指此舉對共和
黨不利，「我覺得如果他要參選，肯定會引火燒
身，我相信他會損失慘重。」特朗普還稱如果德桑
蒂斯參選，他會公開一些關於後者「不受歡迎的信
息」。特朗普又否認二人不和，「畢竟我在民調中
領先。」
被視作共和黨內潛在總統參選人的阿博特，也輕

易擊敗民主黨籍超新星奧羅克，展開第三屆任期。
雖然得州近年因為人口結構變化而出現左轉傾向，
不過阿博特像德桑蒂斯一樣，成功取得州內拉丁裔
選民支持，向外界證明得州仍然緊緊握在共和黨人
手中，為他參加初選取得重要政治本錢。

◆綜合報道

美國中期選舉結束，亦意味2024年總

統大選正式開跑。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

斯以近20個百分點的壓倒性優勢成功連

任，連同同樣輕鬆連任的得州州長阿博

特，兩名共和黨潛在的總統參選人，都成

功在這次中期選舉證明自己有足夠民意基

礎，為他們強勢進軍初選鋪平道路。前總

統特朗普似乎亦感受到壓力，在專訪中公

開警告德桑蒂斯參選總統不利共和黨，更

暗示握有對方的「黑材料」，試圖嚇退這

名最大勁敵。

佛羅里達州曾是關鍵搖擺州份，不過當
地近年有大量拉丁裔移民及富裕退休人士
遷入，他們在移民及經濟等議題上普遍支
持共和黨。在今屆中期選舉，共和黨籍州
長德桑蒂斯和參議員盧比奧都以巨大優勢
成功連任，顯示佛州已經進一步「染紅」。
佛州多個地區曾是民主黨傳統票倉，但
今次紛紛失守。以邁阿密—戴德縣為例，
在2016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希拉
里以29個百分點得票差距勝出，但在前
年總統大選，拜登僅領先7個百分點，最
終拜登也在佛州落敗。
德桑蒂斯和盧比奧今次都在邁阿密—戴
德縣勝出，當地前共和黨眾議員科爾貝洛
稱，佛州曾支持民主黨的陣營現已不復存
在，民主黨必須認真思考如何重建支持者
基礎。
部分民主黨人將該黨在佛州大敗，歸咎
投入資金不足。民主黨參議院候選人戴明
斯今次不敵盧比奧，為前者籌募競選經費
的顧問戈達德指出，「當民主黨決定不再在
佛州花錢，便會出現這後果。如果他們不
打算在佛州投入資金，
未來勝出總統大選的
機會便愈來愈
小。」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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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黨今次派出不少支持前總統特朗普「選舉舞弊
論」的候選人參戰，但這批「選舉否認者」表現差強
人意，在多場關鍵戰役中落敗，包括在至少4個州份
的州長選舉失利。
州長席位對於全美各地墮胎、跨性別權益、槍械管

控等議題具有一定影響力，長遠更可能牽動選舉格
局。在密歇根、威斯康星、紐約和賓夕法尼亞州的州
長競選中，支持「選舉舞弊論」的共和黨候選人紛紛
落敗，其中獲特朗普背書的密歇根州州長候選人迪克
遜被視作有力挑戰現任州長惠特默，結果惠特默順利
連任。在選情緊湊的紐約州，州長霍楚也擊敗共和黨
候選人澤爾汀。傳聞或是特朗普2024年角逐總統大選
副手人選的萊克，在亞利桑那州州長之戰也告落敗。
《華盛頓郵報》統計指出，不少主張「選舉舞弊
論」的共和黨候選人都輸掉國會席位之爭，包括曾參
與去年1月6日「停止竊取選舉」集會的俄亥俄州眾議

院候選人馬耶夫斯基，新罕布什爾州參議院候選人博
爾杜克最終也不敵現任參議員哈桑。 ◆綜合報道

「選舉舞弊牌」打不響
特朗普子弟兵紛落敗

在戰況激烈的亞利桑那州，在前日開始投票後不
久，當地人口最多的馬里科帕縣便有20%點票機出現
故障，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及其一班「子弟兵」立即借
題發揮，聲稱這就是民主黨「選舉舞弊」的證據。
據馬里科帕縣選舉人員稱，由於選票放入電子計票

機時位置出現偏差，因此無法讀票，估計涉及60部點
票機。競逐州長的共和黨候選人萊克隨即在其Twitter
賬號發文，提醒選民警惕舞弊。又重提特朗普聲稱在
前年總統大選「被竊取勝利」的言論。特朗普則在其
創立的社交平台上發布視頻，鼓勵亞利桑那州選民若
在投票時出現延誤，應「繼續排隊完成投票」。
由於點票機故障，共和黨人要求延長投票時間，但

當地一名法官已否決這要求，稱沒有證據證明機械故
障導致選民無法投票。 ◆路透社

亞利桑那60點票機故障 特朗普指舞弊證據

◆◆共和黨候選人澤爾汀競逐紐約州州共和黨候選人澤爾汀競逐紐約州州
長敗選長敗選，，支持者大感無奈支持者大感無奈。。 美聯社美聯社

◆特朗普（左）與
支持者合照。

美聯社

◆◆佛州選民投票佛州選民投票。。 法新社法新社

◆◆特朗普推遲宣布參加特朗普推遲宣布參加
20242024年大選年大選。。 路透社路透社

◆◆佛州州長德桑蒂佛州州長德桑蒂
斯以壓倒性優勢成斯以壓倒性優勢成
功連任功連任，，成功證明成功證明
自己有足夠民意基自己有足夠民意基
礎礎。。 美聯社美聯社

◆馬里科帕縣有20%點票機出現故障，選票放入電子
計票機時位置出現偏差無法讀票。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