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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大選投票前夕，英國《經濟
學人》表態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認為特朗普
重返白宮，會為世界帶來難以承受的風險。該刊又指雖
然也難期待哈里斯是出色總統，但至少她不會帶來災
難。
《經濟學人》撰文直言，特朗普回朝會「讓美國再
次粉碎」，指他現時一些政見更極端，包括支持對所
有銷美商品加徵20%關稅，曾稱要對來自墨西哥的汽
車徵收200%以上甚至500%的關稅等。即使美國預算
赤字極其嚴重，已達到通常只會在戰爭或經濟衰退時
才會出現的程度，但他仍要擴大減稅，這表明他心中
毫無健全的財政管理。
文章指出，這些政策將引發通脹，且可能與聯邦儲
備局產生衝突，更有引發貿易戰、最終使美國陷入貧
困的風險。而通脹、失控的赤字和機構衰敗三者結
合，將使外國對繼續購買美債存疑，擔心會對美國
「無限輸血」。
文章還指出當前兩場衝突將危及美國的安全。在俄
烏衝突，俄羅斯取得上風；在中東，一場伊朗與以色
列開打的區域戰爭或將美國拖入泥淖。當今的危機將
以特朗普第一任時所沒遇過的程度對他考驗。然而卻
只見他承諾能在一天內讓俄烏止戰，又近乎無限鼓勵

以色列進攻，這些都難讓人放心。

特朗普或更不受制約
此外，文章認為特朗普與第一個任期內另一重
大差異，是他可能更不受制約，因共和黨儼然成
為「特朗普黨」，親特朗普的智庫已在審查日後
新內閣的忠誠人員名單，聯邦最高法院諸如不能
起訴總統施政
作為的相關裁
定，也削弱對
總統的制衡。
至於哈里斯，

《經濟學人》認
為她只是一名平
庸的政治人物，
但她畢竟沒走民
主黨內光譜最左
翼路線，也爭取
到像利茲．切尼
等傳統共和黨建
制派人士倒戈支
持。

香港文匯報訊 據美國佛羅里達大學選舉實驗
室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剛過去周日（11 月 3
日），全美已有超過7,800萬人提前投票，接近
2020年上屆大選1.6億張選票總數的一半。投票踴
躍反映今屆選情激烈，不少選民均表示，這次選
舉競爭激烈令人「壓力甚大」。
法新社報道，美國政壇紛紛擾擾多年，今屆逐
鹿白宮的特朗普和哈里斯無不加強「施壓」，敦
促選民「保衛國家」，免於被對手災難性毀滅。
這次大選讓許多美國人若非筋疲力盡，就是怒火
中燒，希望一切趕快落幕。

哈粉：壓力太大致失眠
在弗吉尼亞州雷斯頓，一堂用來因應選舉壓力

的瑜伽冥想課程結束後，55歲參加者史蒂文斯
說，「我感覺自己失去對事情的控制力，這是非
常基本層面的壓力。」她問道：「萬一我們又得
從頭再來怎麼辦？」她言下之意是指特朗普可能
重新執政。支持哈里斯的她說，選舉壓力導致她
晚上只睡4小時，身心處於高度警覺狀態。
雙方陣營激烈對立，導致美國社會出現夫妻不
和、朋友反目、親戚鬧翻等現象，同時又掀起對
國家走向的極度憂慮感。美國心理協會網站指
出，「美國民眾因政治感受到的壓力日益增加。
這是一個混亂紛擾的選舉季，除了暗殺事件，還
有臨陣換將、辯論鬧劇和一堆司法戰。」該協會
10月公布的民調顯示，69%美國成年人說這場總
統選舉是一大壓力來源，這數字較2020年的68%
更高，當時美國不僅處於特朗普動盪的第一次總
統任期尾聲，新冠疫情正在肆虐，反種族歧視的
抗議活動也鬧得沸沸揚揚。今年的數字更遠高於
2016年的 52%，當時美國政壇剛踏入特朗普時
代。
隨着投票日臨近，網上有大量關於管理選舉壓
力的文章，所列建議包括呼吸練習，提醒睡前盡
力避免瀏覽社媒等。教導選舉壓力管理的哈伯德
敦促班上約45名學員照顧好自己，他建議「無論
喜歡與否，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何不試着讓自
己接納這一切呢？」

兩黨選民均深信
「美國處懸崖邊緣」

《經濟學人》撐哈里斯：平庸但無害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紐約時報》分析指

出，民主黨在今屆總統選戰較想像中艱難，
若共和黨候選人不是訴訟纏身且評價欠佳的
特朗普，民主黨可能選得更辛苦。民主黨在
此次選舉中面臨逆風，原因是美國政治環境
不利該黨。
在《紐約時報》及錫耶納學院10月下旬的
民調中，只有40%選民認可現任總統拜登的
表現，僅28%選民表示美國正向正確方向前
進。過去從來沒有哪個政黨能在如此多美國
人對國家或對總統不滿的情況下，還能保住
白宮寶座。民調顯示，民主黨的挑戰其實更嚴
峻。眼前是數十年來首次共和黨人在全國政黨
認同中，與民主黨平分秋色或甚至更高。多項
民調還發現，在各項議題中除墮胎權，共和黨
人在其他所有關鍵議題上均有優勢。
民主黨的挑戰似乎是發達國家政黨大趨勢
的一部分。只要有機會，各國選民似乎都渴
望改變。英國、德國、意大利、澳洲及最近
的日本，執政黨都失去了權力或主導地位，
法國和加拿大很可能也會加入這行列。各國
和各政黨的具體情況不同，但大部分情節相

同：疫情及隨之而來的動盪，都讓選民感到
憤怒，這使得執政黨聲譽掃地，而許多執政
黨一開始就不太受歡迎。
這種憤怒逐漸侵蝕或甚至粉碎人們對政府官
員、自由派精英和媒體的信任。當物價上升
時，上百萬年輕人和低收入選民感到沮喪，他
們的儲蓄、購買力、住房機會和希望都在減少。

「誰勝誰負自由主義難免減損」
美國民主黨跟世界其他國家的執政黨不
同，民主黨有「特朗普牌」可打，加上墮胎
權爭議，這足以讓民主黨與共和黨比拚時獲
勝，這正是2022年中期選舉的情況。但這次
大選就算哈里斯勝出，也不一定是進步派的
勝利。如今民主黨在各項議題上，比過去16
年中的任何時候都更傾向採取守勢，他們在
移民、能源、犯罪問題上向右傾斜，不再強
調傳統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擴大社會安全
網。在迫切需要降低物價之際，擴大社安網
的主張黯然失色。
《紐約時報》說，無論大選由誰獲勝，自由
主義在美國政治的長期優勢可能正在減損中。

分析：政治環境不利民主黨 物價高企主張無力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加州奧蘭治縣一個社區近
日發生一宗由政治立場衝突引發的暴力事件。一
名男子聲稱，僅因在家門口懸掛支持共和黨總統
候選人特朗普的旗幟，便遭到一名支持哈里斯的
鄰居攻擊。他因傷勢嚴重被送院，涉案鄰居也因
襲擊和毆打被捕。
被毆打的穆德憶述，與鄰居的衝突發生在其住所
車庫，他認為這場爭執的導火線，是兩家門前的政
治標誌。據穆德描述，他的鄰居家門口掛有支持哈

里斯的標語，但該標語最近不知所終。穆德認為鄰
居誤以為是他拿走標語，因而對他心生敵意。
穆德說，「他懷疑是我偷了他的標語，因為我

家掛着特朗普的旗幟，這完全是一場誤會。」事
發不久前，懸掛在他車庫上方的「特朗普2024」
旗幟也消失不見，穆德推測可能是有人趁他不在
家時，架起梯子將旗幟剪下並帶走。他在垃圾收
集日檢查這名鄰居放置在路邊的垃圾桶，竟發現
自家的特朗普旗幟。「我當時站在行人路，我知
道他裝了Ring監控系統，所以我說『你能別靠
近我的房子嗎？』隨後我便離開。」
約10至15分鐘後，鄰居氣沖沖來到穆德家門

口。從另一鄰居的監控影片中，可聽到穆德和鄰居
因特朗普旗幟激烈爭吵。穆德稱，「他闖進來開始
打我，打到我失去意識。我後腦嚴重受傷，臉上也
被踢了一腳，流了很多血。他就這樣把我一個人留
在那裏。我認為他簡直是讓我等死。」穆德之後被
送院治療，因腦震盪及腦出血需進一步觀察。
警方表示，他們接報趕到現場處理毆鬥事件，

一名男子因此被捕，面臨襲擊和毆打控罪。

加州漢屋企掛特朗普旗 被鄰居「私了」重傷

候選人「恐嚇式」宣傳 政治極端化變理所當然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政治環境日趨極端化，今屆大選中

尤為明顯。英國《衛報》分析稱，不論是民主黨總統候選

人哈里斯還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都極力向支持者

傳遞美國處於轉折點的信息，宣稱若自己敗選，美國就會

「變得不一樣」。在虛假信息氾濫的時代，特朗普種種威

脅性敘事推動了右翼群體的恐慌情緒。但究其根源，美國

在兩黨治下，通脹、經濟和移民等問題都不見改善，才是

選民們日趨不滿、情緒對立的根源所在。

特朗普競選期間惡言頻出，屢屢用侮辱稱
呼形容對手。在特朗普描述中，民主黨

治下美國非法移民大舉湧入、製造業流失、經
濟陷入衰退等場景，似乎深刻印在右翼選民腦
海中。55歲的共和黨人莫倫對此堅信不疑，
「如果特朗普敗選，我們就完了，美國就會成
為『第三世界國家』。」
哈里斯陣營也頻繁攻擊特朗普，形容他為侵

蝕「美式民主」的「獨裁者」，不斷警告支持
者，若特朗普當選，後果將非常嚴重。哈里斯
不止一次強調特朗普情緒不穩定、顯得精神錯
亂，「如今他追求不受限制的權力，不會再有
人在國會阻止他。」

特朗普「內部敵人論」成標誌
《衛報》指出，多數帶有恐嚇及威脅意味的

言論出自特朗普，誇張性敘事已成為特朗普的
標誌，他多次將對手稱作「內部敵人」，揚言
會派出軍隊對付對手，其支持者也對「選舉舞
弊論」深信不疑。特朗普任內先後任命3名保
守派大法官進入聯邦最高法院後，包括廢除憲
法保障墮胎權在內傾向保守派的裁決，更令民
主黨選民堅信若特朗普重返白宮，美國會深陷
混亂。
然而分析強調，在保守派選民眼中，美國近

年通脹飆升、非法移民激增、治安情況轉差等
問題，亦可歸咎為民主黨施政不力。傳統上屬
於民主黨的少數族裔選民票倉，在共和黨的經
濟牌下出現動搖，保守派諸如「製造業工作機
會將會流失」、「販毒集團隨意進入美國」等
說法，愈來愈得到中低收入群體的認同。

美政治道德底線一再變低
分析指出，即使今屆大選不存在疫情、經濟衰

退，或是美國捲入海外衝突等嚴重外部因素，美
國選民不論政見，都仍深信美國處於懸崖邊緣，
足見美國社會分歧難以調和。兩黨陣營濫用「垃
圾」或「法西斯主義」等形容詞，也令美國社會

對政治道德的底線一再變低，本應值得警惕的極
端化趨勢，如今顯得理所當然。
62歲的搖擺州威斯康星州共和黨選民華萊士

稱，他向身邊親友隱瞞了自身政治傾向，「或許
今屆選舉後，我暫時不會看到太多變化。但我相
信任何選舉結果都會帶來巨大分歧，當然，這不
是世界末日，美國是擁有機會的國家。」

近七成民眾被大選「情緒勒索」
社會瀰漫焦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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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德被打至重傷送穆德被打至重傷送
院院。。左上角為涉事左上角為涉事特特
朗普旗朗普旗。。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雙方陣營激烈對雙方陣營激烈對
立立，，導致社會出現導致社會出現
夫妻不和朋友反目夫妻不和朋友反目
等現象等現象。。 路透社路透社

●●《《經濟學人經濟學人》》其中一期以其中一期以哈里斯哈里斯
做封面做封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