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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民調顯示，哈里
斯在賓夕法尼亞和

威斯康星州保持領先，
特朗普則在佐治亞州
維持優勢，雙方在
北卡州叮噹馬頭，
支持度各為49%。
報告稱截至本月，7
個搖擺州合共認為哈里
斯會獲勝的選民佔比約
46%，高於特朗普的39%，
「哈里斯成功將自己塑造為
一名『認真踏實』的候選
人。」
不斷鼓吹關稅戰和貿易戰的特朗

普，在經濟議題上逐漸失去中立選民支持。
分析指出，特朗普試圖將哈里斯與總統拜登
經濟學掛鈎、指其施政不力導致通脹攀升，
但此舉成效不彰。反而在特朗普最賣力宣傳
的關稅和貿易政策上，他在搖擺州僅平均領
先約3個百分點，多數選民都認為，加徵進
口商品關稅不會帶來更多製造業就業機會，
卻會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選民經濟前景悲觀度下降
報告還推測，美國選民對經濟前景由悲

觀逐步轉為樂觀，也影響民調走向。上月
統計顯示，搖擺州認為通脹趨於惡化的選
民，較認為通脹降溫的選民多8個百分點，
較4個月前的25個百分點大幅收窄，「這

或可解釋在經濟議題上，哈里斯在年輕選
民群體的支持度一般，卻在較年長選民中
表現不俗：搖擺州的年輕選民大多認為通
脹正在惡化，但65歲以上的選民中，認同
通脹惡化者不到半數。」

特朗普移民議題優勢縮水
移民議題民調則更多與搖擺州地理位置
相關。報告提到，拜登政府宣布加緊阻止
非法移民入境後，在距離美墨邊境較遠的
搖擺州，包括賓州和北卡州，特朗普在移
民議題上的優勢開始縮水。但在毗鄰美墨
邊境的亞利桑那州和內華達州，特朗普在
移民問題上的支持度仍遙遙領先。
2016年首度參選以來，特朗普在賓州等

最重要搖擺州的支持度，始終沒有突破
49%的上限。報告分析，選民對特朗普的態
度多是兩極分化，全力支持的極右「特
粉」比例往往低於堅決反對他的選民佔
比。不過民調指在搖擺州，約有兩成選民
雖不喜歡特朗普，但支持他在經濟等領域
的政策，這將是特朗普突破搖擺州支持度
上限的潛在途徑。
報道最後指出，在選戰最後階段，哈里
斯需要鞏固其作風穩定、嘗試扭轉兩極化
政治局面的形象，特朗普則要將重心轉向
宣傳經濟等領域的主張，「近年大選以
來，民調差距最細微的搖擺州都是勝負關
鍵，今年亦是如此。」

美大選倒數一個月 特朗普經濟移民議題優勢收窄 哈里斯趁機吸獨立選民

美4大搖擺州主宰大選勝負

香港文匯報訊 搖擺州之一的密歇根州擁有約39.2萬名阿拉伯裔美國
人，佔當地人口約4%，比例是全美最高。美國全國廣播公司（ABC）
周五（10月4日）指出，總統拜登政府在處理中東問題，尤其推動加沙
停火協議上失分嚴重，大量阿拉伯裔選民或因此拒絕支持民主黨，影響
該搖擺州選情。
在2020年大選中，密歇根州阿拉伯裔選民支持拜登佔比近70%，領

先時任總統特朗普多達24個百分點。不過ABC最新民調顯示，該州阿
拉伯裔選民現時對哈里斯和特朗普的支持度相若，約為40%，意味民主
黨在當地阿拉伯裔社群的領先幅度大幅收窄。

40%穆斯林選擇第三方候選人
ABC分析，由於共和黨奉行親以色列政策，選擇不支持民主黨的阿
拉伯裔選民，幾乎不會轉向支持特朗普，他們可能不會投票，或改為支
持第三方候選人。美國伊斯蘭關係委員會8月在密歇根州的民調顯示，
當地40%穆斯林選民選擇支持在野綠黨的第三方候選人斯坦因，支持特
朗普佔比約18%，支持哈里斯佔比則僅約12%。
報道指出，拜登於2020年大選中，擁有阿拉伯裔票倉優勢，但只在

密歇根州領先約15萬票。大量阿拉伯裔選民流失，將一定程度上衝擊
民主黨在當地選情。報道還稱，密歇根州年輕選民也是受拜登政府中東
政策不力影響而「轉軚」的群體，在2022年中期選舉，密歇根州18歲
至29歲年輕人投票率是全美最高。經歷全美校園撐巴反戰抗議風波
後，民主黨在年輕選民中的支持度有收窄趨勢，單是在密歇根州，該數
字便較2020年下跌約13個百分點。

民主黨中東議題失分
密州阿拉伯裔選民離棄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大選步

入倒數一個月之際，無黨派美

國庫克政治資訊網站周三（10月2

日）公布最新搖擺州分析顯示，民主

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在7個搖擺州，整體

領先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不過在選

戰最激烈的4大搖擺州，即賓夕法尼亞、威

斯康星、北卡羅來納和佐治亞州，雙方

各有優勢。報告指特朗普民調受

挫，源於他在經濟和移民兩大議

題優勢收窄，哈里斯則需保持

其穩定形象，吸引獨立選民。

參院戰線「藍牆」現暗湧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今屆大選亦會改選三分之
一聯邦參議院席位，無黨派美國庫克政治資訊網站統
計，民主黨參議員候選人在每個搖擺州，均領先共和黨
競爭對手，但在部分州份、尤其屬於藍牆的密歇根、威斯康
星和賓夕法尼亞州競爭激烈。如何爭取獨立選民支持，是兩黨
候選人的選戰關鍵。
報告顯示，共和黨參議員候選人在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與民主
黨對手收窄差距。其中在密歇根州，民主黨候選人斯洛特金領先共和黨
對手羅傑斯4個百分點，但羅傑斯是所有搖擺州中，唯一一名在獨立選民
中支持度勝過民主黨對手的共和黨參議員候選人。分析認為羅傑斯主張
發展能源經濟、打擊非法移民以節約政府開支，得到部分獨立選民認
可。
在威斯康星州，民主黨籍參議員鮑德溫領先共和黨對手、商人霍
夫德僅兩個百分點。在獨立選民群體中，鮑德溫的領先幅度由今年8
月的11個百分點，回落至本月約8個百分點。霍夫德同樣在通脹攀
升、社會治安轉差等問題上，攻擊總統拜登政府表現欠佳。
相較而言，亞利桑那州和內華達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候選人領

先幅度更大，分析相信是當地部分支持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
朗普的選民，受到民主黨主張保護女性墮胎權等影響，選擇
支持民主黨參議員候選人。在亞利桑那州，這部分群體
多數是沒有大學學歷的女性或低收入人士，在內
華達州則主要是溫和派白人女性。

威斯康星州威斯康星州

佐治亞州佐治亞州

賓夕法尼亞州賓夕法尼亞州

●●哈里斯需保持
穩定形象，吸引
獨立選民。

網上圖片

●哈里斯在女性墮胎權方面享有巨大優勢。 網上圖片

●特朗普較受男性白人工人選民歡迎。 網上圖片

●早前美警進入大學打壓親巴示威者，令
民主黨失分。 網上圖片

●●斯洛特金斯洛特金

香港文匯報訊 擁有19張選舉人票的賓夕法尼亞州，是
美國大選影響力最顯著的搖擺州。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分析，
當地選戰極為膠着，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與共和黨總統
候選人特朗普各自有穩定票倉。在賓州選民高度關注經濟和
墮胎等議題的背景下，兩黨候選人不但要吸引搖擺選民，還

要設法拉攏對方陣營少數選民「轉軚」才能勝出。
分析指出，自上月中以來，賓州合共12個議題的民調顯

示，特朗普與哈里斯在半數議題支持度相若，各自分別在另
外4個和兩個議題領先。其中特朗普在非法移民及社會治安
領域大幅領先，哈里斯則在女性墮胎權方面享有巨大優勢，
在醫保和中產家庭利益方面，兩人都勢均力敵。
特朗普與哈里斯在賓州各自的票倉穩定，哈里斯在擁有大
學學歷白人、女性選民、35歲以下年輕選民群體中，領先優
勢均超過10個百分點。特朗普則受到男性、沒有大學學歷白
人、長者和獨立選民歡迎。

特朗普煽動邊境安全恐懼
2016年特朗普勝出後，原本「偏藍」的賓州競爭愈發激烈。

分析解釋，特朗普參選令大量賓州低收入白人工人加入投票，
成為被傳統民調統計忽略的「票倉」。2020年以來，賓州共和
黨登記選民比例從39%增至40.2%，民主黨登記選民佔比則從
46.5%降至44.1%，民主黨的選民人數優勢也見收窄。
布魯金斯學會傳媒辦公室負責人高爾斯頓指出，賓州選民在
所有搖擺州中，最關心經濟和墮胎權。如果特朗普在住屋和薪
酬議題上，能提出更有效的改善方法，不排除能打動部分通常
傾向民主黨的年輕選民。與此同時，哈里斯若積極承諾保證墮
胎權，也可能吸引鄉郊地區溫和白人女性選民支持。
高爾斯頓稱，賓州的競選廣告如今已白熱化，「特朗普陣
營試圖煽動選民對通脹和邊境安全的恐懼，哈里斯陣營則主
打墮胎權，也試圖在經濟議題上收窄與特朗普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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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卡羅來納州北卡羅來納州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拜登被視為歷來最親工會的總
統，然而在他任內，美國多個行業的工會都曾發起罷工，抗
議薪酬偏低通脹攀升等。《紐約客》雜誌引述分析稱，在美
國貧富差距拉闊下，兩黨競選團隊需提出切合工人需求的福
利政策，甚至要有一些直接的經濟主張，爭取鐵鏽帶工人選
票。
位於鐵鏽帶的賓夕法尼亞州有眾多工人，民主黨總統候選
人哈里斯與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在該州拉票時，都宣揚
會取消小費稅，增加餐飲業員工收入。然而當地餐飲業員工
權益組織「One Fair Wage」負責人賈亞拉曼指出，賓州多
數食肆員工的收入即使加上小費，也達不到繳納利得稅門
檻，「取消小費稅對他們幾乎毫無意義。」
賈亞拉曼指出，真正理解工人的競選團隊，應主張立法禁
止食肆業主聘用臨時工，支付他們低於最低時薪的報酬，在
賓夕法尼亞，該數字最低僅約2.83美元（約22港元），不及
法定最低時薪7.25美元（約56.3港元）的一半。

工人多認為民主黨沉迷「文化戰」
美國勞工及產業聯合工會前負責人羅森塔爾也稱，許多工人
選民認為民主黨沉迷於「文化戰」，關注少數族裔和性小眾群
體，大多為低學歷白人的工人反而催生出種族主義情緒，「想
要消除這種不信任，候選人須關注實際經濟情況，關心就業和
醫保等問題。宣傳經濟政策的競選廣告不太可能打動他們，因
他們更信任來自工會等有組織勞工群體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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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民調受
挫，源於他在經濟
和移民兩大議題優
勢收窄。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