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葉友航）美國國會眾議院全部
435個議席和參議院100個議席當中的34個，都會在大選日進行改

選。目前，共和黨在眾議院佔多數席位，民主黨則控制參議院，但兩者都只
有些微的議席優勢。
根據選情分析，參眾兩院選戰最有可能出現兩種局面，一是共和黨全取參眾兩院控

制權，製造「紅色浪潮」；二是兩黨交換兩院的控制權，民主黨贏得眾議院，共和黨則奪
回參議院，而這種局面將是230多年來首次。
以下兩院選戰中幾個最需要關注的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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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哈里斯抑或特朗普勝出

大選，明年1月上台後若要順利執

政，首先就要所屬政黨擁有國會

控制權。不過就像大選選情一

樣，今屆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改選戰況同樣激烈，

未到最後一刻也很難知道控制權落入哪一方之

手，只是若單從數字上來看，共和黨全取參眾兩

院的機會較大，意味若特朗普勝出，很大機會就

可以實現所謂的「紅色浪潮」（Red Sweep），

或者能在未來兩年為所欲為。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葉友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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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往屆選舉，今年美國國會眾議院也會改選全部
議席，參議院則有三分之一（共34席）需要改

選。按照當前民調，目前控制眾議院的共和黨距離眾議
院過半數議席較接近，只需在選情較緊張的25個選區中
取下11席即可；在參議院，民主黨需要改選的議席數較
多，本身就已經較為不利，當中幾個需改選議席戰況激
烈，甚至可以說，共和黨幾乎可以篤定從民主黨手中奪
得參議院控制權。

料任命更保守聯邦法官
換言之，一旦特朗普成功重返白宮，將很大機會可

以得到共和黨掌控的參眾兩院配合，以推動他的第二
個任期的施政大計，這些重大政策計劃包括大規模驅
逐無證移民、加強打擊新移民、大規模減稅、擴大聯
邦土地石油鑽探許可以及廢除聯邦教育部等。特朗普
也將可以自由地任命更保守的聯邦法官，包括讓在本
已右傾的最高法院進一步向右走。
事實上，雖然大部分主流媒體民調都避免作出直接
預測，不過金融市場近兩星期已經開始愈來愈正視
「紅色浪潮」的可能性，不少大行和研究機構都發表
相關報告，呼籲投資者未來作投資決定時要將「紅色
浪潮」納入考慮。
2016年特朗普首度當選總統時，共和黨亦一度同時
控制了參眾兩院兩年，但當時特朗普和身邊幕僚缺乏
經驗，加上一些共和黨高層拒絕合作，包括時任眾議
院議長瑞安、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限制了特
朗普透過國會推動政策的能力。
不過今時不同往日，特朗普團隊對政府運作已經更

有經驗，共和黨大部分高層亦已經變成對特朗普唯唯
諾諾的一群，上述掣肘很大程度已經不再存在，大部
分特朗普打算推行的政策，包括減稅和打擊移民等，
預料都可以得到共和黨的配合。

或動用行政權力徵關稅
至於特朗普揚言要對所有外國商
品徵收高額關稅，的確可能遭
受共和黨內部部分勢力的
反對，但特朗普亦明言
如有必要，他將動用
行政權力自行徵
收關稅。特朗
普就曾在競
選 活 動 上
表 示 ：
「 我 不

需要國會，但他們會批准（加關稅）。」
不過即使共和黨完全控制參眾兩院，特朗普某些最具

爭議的政策仍然有可能無法順利推行，因為數字上來
看，無論哪一方取得參眾兩院多數，議席優勢都可能非
常狹窄，幾乎沒有議員叛逃的空間。過去兩年，同樣的
情況也束縛了眾議院共和黨人的手腳，讓拜登勉強地維
持政府正常運作。
例如特朗普提出的終止聯邦所得稅或全面廢除聯邦機

構的想法，就不太可能走得太遠。因為如果相關立法要

通過，就起碼需要好幾名溫和派共和黨議員的同意。同
時，如果行政部門和法官的提名人被認為過於極端或因
其他原因而無法接受，那麼只需要一兩個共和黨反對者
就可以導致提名觸礁，儘管共和黨人大多會避免在人事
選擇上違逆特朗普。
此外，即使共和黨能夠控制參議院，多數票也遠遠達
不到克服「拉布」手段所需的60票，這意味民主黨仍然
可以在一些重要議題上作出阻撓。特朗普在首任任期中
就曾表現出他願意與民主黨人在一些議題上談判。

參眾兩院關鍵戰場

參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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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泰斯特（民主黨）VS希伊（共和黨）
最新民調：希伊領先4個百分點

蒙大拿州向來屬於傾向共和黨的「紅州」，但
本身是農夫的民主黨人泰斯特卻成功在這個州內
連續當了三屆參議員。多年來，泰斯特都以敢於
向民主黨說不作賣點，但在拜登任內，泰斯特大
部分時間都是跟着民主黨大隊投票，這點讓他愈
來愈難在不斷右傾的蒙大拿立足。
共和黨的希伊是前海豹突擊隊隊員，屬於政治

素人，他早前曾被揭發謊稱手臂上的子彈是派駐
阿富汗時造成的傷口，但實際上是他在登山時不
小心槍傷自己。不過由於希伊是特朗普堅定支持
者，因此這些醜聞都無阻他在民調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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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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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克魯茲（共和黨）VS奧爾雷德（民主黨）
最新民調：克魯茲領先4個百分點

臭名昭著的反華議員克魯茲雖然在得州這個深
紅州份做了兩屆參議員，但他在得州其實從來都
不算受歡迎。6年前的參院改選中，克魯茲勉強以
僅僅20萬票之差保住議席，今屆民主黨再次狙擊
克魯茲，派出41歲的眾議員奧爾雷德挑戰。
奧爾雷德曾是美式足球員，後來成為民權律

師，當選眾議員前曾在奧巴馬政府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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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鮑德溫（民主黨）VS霍夫德（共和黨）
最新民調：鮑德溫領先2個百分點

短短兩個月前，作為美國首位公開出櫃參議
員的鮑德溫，原本還在民調大幅領先，幾乎篤
定連任，但如今她的支持度優勢已經消失，原
因是60歲的共和黨人霍夫德發動銀彈攻勢，
自行斥資2,000萬美元以鋪天蓋地的負面廣
告，將62歲的鮑德溫與通脹和非法移民問題
扯上關係，同時為自己爭取特朗普支持者的支
持。
作為關鍵搖擺州，共和黨投放在威斯康星州

的大量資源不但影響到鮑德溫的選情，亦可能
左右總統大選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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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布朗（民主黨）VS莫雷諾（共和黨）
最新民調：布朗領先2個百分點

與蒙大拿州一樣，在布朗的三屆參議員任期
內，俄亥俄州亦漸漸變成深紅州份。如今他已
是俄亥俄州內唯一一位擔任全州民選公職的民
主黨人。
71歲的布朗長期以來一直受到俄亥俄州工

會和藍領工人的支持，部分支持者甚至與特朗
普的重疊。他的對手莫雷諾本身並非共和黨主
流派的心水人選，只因得到特朗普欽點才能參
選。

紐約州—民主黨奪回眾院的捷徑

紐約州雖然是深藍州份，但
共和黨在該州郊區向來都有一
定影響力。今屆眾議院改選
中，紐約州的6個郊區搖擺選區
被視為爭奪眾院控制權的關
鍵，當中5個選區的現任共和黨

議員都是2022年才首度當選。
過去兩年，民主黨調整在紐

約州的策略，黨領袖今次向紐
約州投入大量資源，希望透過
總統選舉年的高投票率，從共
和黨手中奪取議席。

數字上，民主黨只需奪得4席
即可贏回眾議院多數，換言之
若其他州份的眾院議席不變，
民主黨只需在紐約州大勝，就
足以奪回眾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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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Don Bacon（共和黨）VS巴爾加斯（民主黨）
最新民調：巴爾加斯領先4個百分點

61歲的Don Bacon是國會山莊買少見少的溫和
派共和黨人的一員。特朗普曾經多次試圖在初選
中換走Bacon、改以支持者參選這個議席都失
敗。兩年前中期選舉中，Bacon以6,000票的些微
之差擊敗對手巴爾加斯，今屆兩人再戰。
這個選區對總統選舉也有重大影響。與大多數

州份不同，內布拉斯加州是按國會選區劃分選舉
人票，特朗普在2016年贏得這區，但在2020年輸
了。由於新的選區劃界和新搬入選民，加上民主
黨動用大量人力物力，巴爾加斯和哈里斯今屆都
很可能在這個選區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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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戴維斯（民主黨）VS巴克豪特（共和黨）
最新民調：雙方持平

向來偏紅的北卡羅來納州在今屆成為搖
擺州，兩黨在全州民調中幾乎勢均力敵，
讓哈里斯有望成為奧巴馬之後又一位奪得
這個州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不過北卡州的民主黨眾議員仍面臨共和

黨的挑戰，尤其是東北部選區的現任議員
戴維斯。這個選區長期被視為美國南部
「黑帶」的一部分，即黑人居民數量超過
或等同白人居民數量，而這個選區上一次
選出共和黨眾議員已經是1883年。
由於選區重劃，這個選區今屆剔走了幾

個黑人社區，反而加入了數個白人為主的
選區，令戴維斯陷於劣勢。

●●美國國會美國國會

●●共和黨全取參眾兩院的機會較大共和黨全取參眾兩院的機會較大，，意味若特朗普勝出意味若特朗普勝出，，或能在未來或能在未來
兩年為所欲為兩年為所欲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葉友航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葉友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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