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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大選投票
搖擺州選民抗拒紅藍

專家指民調存誤差 出現大勝局面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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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票程序複雜或需數天

特朗普及哈里斯都不會選，是不少搖擺州選民的心
聲。在搖擺州亞利桑那州，有選民表示沒有特別

傾向支持哪名候選人，「我希望特朗普不要贏，但我
不支持哈里斯，因她支援加沙種族滅絕。」

就關注議題作投票決定
賓夕法尼亞州共有19張選舉人票，是7個搖擺州中
最多，被視為兵家必爭之地。當地有選民表示會因應
關注的議題而作出投票決定，而非單看候選人或政
黨，亦指出不會受到宣傳廣告影響，「廣告經常存在
扭曲，通常不具代表性。有些廣告是不準確的，兩黨
也有。」
今屆民調是否準確，引起不少人關注。《紐約時
報》整合歷屆大選民調平均值顯示，從1988年到2020
年，全美民調均值較實際勝選者得票率，通常低約2.3
個百分點。2016年及2020年大選間，幾乎所有搖擺州
民調均低估特朗普的支持度，2012年時任總統奧巴馬
競逐連任時，民調也明顯低估了他在主要搖擺州的支
持度。
美聯社分析，若選民過度關注選前民調，可能會誇
大數字重要性或可靠性。實際民調統計中，組織方無
法與每名選民交談，只能透過樣本估算選民陣營觀
點。若訪問對象過於集中在特定年齡、性別、種族或
受教育程度群體中，或是受訪人數偏少，民調與實際
投票結果的誤差幅度會更大。

民調連續兩屆低估特朗普
至於為何連續兩屆大選，民調都低估了特朗普？普
遍分析認為2016年大選期間，民調訪問的大學以上學
歷受訪者過多，實際上未受過大學教育的選民，很大
程度上支持共和黨和特朗普。民調機構Ipsos美國民調
負責人傑克遜稱，2020年受疫情影響，多數特朗普支
持者不願回應民調，「即使你找到了沒有大學學歷的
白人男性，願意回應訪問的人，也是比較傾向支持民
主黨。」
依照推算，如果所有民調均低估哈里斯的支持度至
少一個百分點，她若最後贏下所有搖擺州，將全取319
張選舉人票。與之同理，如果特朗普的支持度連續3屆
大選被低估，他有望贏下所有搖擺州，可獲得約312張
選舉人票，屆時即使普選票不及哈里斯，他也能憑藉
選舉人團制度入主白宮。
《衛報》則指出，今次美國大選在許多方面都可謂
史無前例，兩黨候選人頻繁攻擊對手，例如哈里斯形
容特朗普作「獨裁者」、「法西斯分子」，特朗普與
共和黨陣營則大肆散播「選舉舞弊論」，攻擊總統拜
登和哈里斯政府導致通脹高企，利用謊言、攻擊和陰
謀論助長支持者的「受害人情緒」。該報強調，不論
是總統拜登退選，還是特朗普競選集會遇刺，都深刻
影響大選走向，「最重要的是，今次大選令美國社會
產生深刻的分裂，關於內亂的警告層出不窮，美國選
民不論傾向哪一陣營都壓力激增。」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大選周二（11月5

日）迎來投票日，7個搖擺州的選情備受各方

關注。不少搖擺州選民表示會因應關注的議題

投票，而非單看候選人或政黨。選前民調普遍

顯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與共和黨總統

候選人特朗普支持度叮噹馬頭，在7個主要搖

擺州的差距更不足一個百分點，選情勝負難

料。美聯社與《紐約時報》等傳媒指出，民調

很難迅速追蹤選民意願變化，存在一定誤差，

任何搖擺州實際選情倒向哈里斯或特朗普，出

現一邊陣營大勝的情況都不意外。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大選周二（11月5日）舉
行投票，新罕布什爾州小鎮迪克斯維爾山口是美
國首批宣布總統投票結果的地點之一，根據點票
結果，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與共和黨總統候
選人特朗普平手，各得3票。
迪克斯維爾山口位於新罕布什爾州北端的美加

邊境沿線，周二依據可追溯至1960年的傳統，
在美東時間周二凌晨零時（香港時間下午1時）
開始與結束投票。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
報道，迪克斯維爾山口的投票，有4名共和黨人
與兩名未宣布意向的選民參與，結果哈里斯與特
朗普各得3票。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選民周二（11月5日）投票
選出新任總統，特朗普和哈里斯在選前民調叮噹
馬頭，實際得票差距可能非常接近。美媒引述選
舉專家分析稱，首批票站於美東時間周二下午6
時（香港時間周三上午7時）關閉，如果雙方得
票率接近，點票程序會非常複雜漫長，今次大選
可能需時數天，才能確認最終入主白宮的人選。
今屆提前投票人數達8,100萬人，創下新高，
當中大多數是透過郵遞投票。現時部分州份已修
訂選舉法例，允許在投票日前作好準備、即時統

計郵遞投票和海外選票。不過在賓夕法尼亞州和
威斯康星州兩大搖擺州，當地不允許提前統計郵
遞選票，這兩個關鍵州份尤其人口眾多的賓州點
票速度可能變慢。如果雙方得票率非常接近，更
不排除需重新點票。
美國主流傳媒會在大多數點票結果公布後，宣
布勝出人選，依照正式選舉流程，各州需自行認
證當地開票結果，截止期限是下月11日，隨後
再由各州任命的選舉人，投票給贏得該州選舉的
候選人。美國國會將於明年1月6日統計並確認

選舉結果，新任總統於明年1月20日宣誓就職。

選舉事務官員或拖延
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政治學專家指出，在2022
年美國中期選舉中，至少22名美國縣級選舉事
務官員故意拖延選舉結果認證程序，較2020年
增加近30%，如果認證程序受阻，各州甚至國會
認證選舉結果的期限都可能被拖延。今次雙方陣
營都已就選舉流程提出連串訴訟，令點票過程更
為複雜。

香港文匯報訊 （特約記者 權典之 紐約報道）
美國大選周二（11月5日）正式開啟投票，共和
黨候選人、前總統特朗普與民主黨候選人、現任
副總統哈里斯爭逐總統。記者一早來到位於紐約
曼哈頓的唐人街，近距離採訪報道投票情況。

受訪華人：每次都第一個投票
在當地時間周二清晨5時40分，記者抵達唐人

街，附近貼有特朗普及哈里斯的競選宣傳品。從
地鐵站前往投票點沿途，見到5輛警車停泊。
位於唐人街孔子大廈的投票點，5時許已經有工
作人員在做最後的準備工作。投票站6時開放，5
時50分已經有選民在門外等候。排頭位的于先生
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自己每次都第一個投票，
今年也想做第一個。于先生介紹，整個投票過程
大概5到10分鐘可以結束，住在唐人街的居民稍
後會陸續來到票站，「怕等一下太多人，可能要等
三四十分鐘」。他計劃投票後回去飲茶。

理解哈里斯沒辦競選集會
投票後接受訪問時，于先生表示自己選擇哈里
斯，希望哈里斯能解決移民、通脹問題，改善收
入。他認為過去幾年拜登政府經濟政策不錯，但
大量移民從得州送來紐約，是一個錯誤政策。他
不滿意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因為關稅會轉嫁給消
費者，推高生活成本。
于先生指，紐約作為傳統藍州，應該會是哈里

斯勝出。他表示，兩位總統候選人都專注搖擺
州，花大量時間金錢，反而紐約不太有宣傳，特
朗普在紐約還辦了一場競選集會，哈里斯一場都
沒有辦，「她沒有在紐約辦，而是專注搖擺州拉
票，可以理解。」
選民瑪麗投票後接受訪問表示，自己投哈里

斯，因為覺得她有好的領導力，願意傾聽人民聲
音，能為國家帶來和平。她很直接地表示自己不
喜歡特朗普，「我不尊重他。」另一位不願意透
露姓名的選民表示，自己投給哈里斯，因為喜歡
她的政策。記者在現場觀察，該票站開門約40
分鐘後，約有30多位選民已投出自己的選票。

學校票站沒警員駐守
記者之後轉到曼哈頓中城上東區藝術與設計高

中票站，這裏比唐人街票站大很多，共設置了10
台電子投票機，選民只需要將選票放入，即可完
成投票。從開始投票到上午10時，共有約550人
已完成投票。據該投票中心負責人Micheal Bush-
man介紹，投票站高峰時段出現在上午6點開門
時、中午12點午餐時間和下午5至6點的下班時
間。投票時偶爾會出現機器故障，但會有專門的
技術人員來修復。
當被問及全美多個票站都加強了安保，該票站

是否有加強安保時，Micheal表示，因為票站設
在高中內，由學校安全人員負責保安工作，因此
沒有增設警力。

直擊紐約唐人街票站 多人票投哈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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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鎮搶閘投票 紅藍各三平手

●●一名母親帶同兩歲女兒投票一名母親帶同兩歲女兒投票，，
並交由女兒並交由女兒「「操刀操刀」」。。 美聯社美聯社

●票站開門40分鐘，有30多位選民到來投票。
特約記者權典之攝

●于先生表示，自己每次都第一個到票站投票。
特約記者權典之攝

●瑪麗直言自己不喜歡特朗普。 特約記者權典之攝

●●共和黨副總統候選共和黨副總統候選
人萬斯到辛辛那提票人萬斯到辛辛那提票
站投票站投票。。 美聯社美聯社

●曼哈頓票站設置電子投票機。 特約記者權典之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