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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兩院地震

今屆改選的共和黨參議員暫時全數保住席位，並從民主黨人手中奪得3席。在
屬深紅州的西弗吉尼亞州，傾向民主黨的獨立參議員曼欽退休後，共和黨候

選人賈斯蒂斯輕鬆勝出。在俄亥俄州，身為汽車經銷商的共和黨人莫雷諾，擊敗
現任民主黨籍參議員布朗。隨後在蒙大拿州，共和黨人希伊擊敗現任民主黨參議
員泰斯特，擴大共和黨優勢。
尚未公布結果的5個參議院席位全數位於搖擺州，《紐約時報》報道，最新點

票結果顯示，共和黨候選人在賓夕法尼亞州、密歇根州和內華達州以微弱優勢領
先，民主黨候選人暫時在亞利桑那和威斯康星州保持優勢。分析指出，現任共和
黨參議員穆羅科夫斯基與柯林斯為黨內溫和派，常與右翼黨友意見相左。如果共
和黨在參議院無法獲得超過52席，兩名溫和派議員日後將在重要事務中發揮作
用，但若共和黨贏得超過52席，兩人的影響力將被削弱。

特朗普人事任命料順利獲批
美國政府的多項人事任命都需經過參議院批准，共和黨掌握參議院後，新任特
朗普政府的多項重要內閣和司法機構官員任命，料將順利得到參院批准。參議院
也會在資深共和黨參議員麥康奈爾退休後，選出新任參院多數黨領袖。

重點將放在「美國優先」事務
俄亥俄州新任參議員莫雷諾形容，「我們厭倦了在自己的國家仍被當作二等公
民，厭倦了那些將我們當作垃圾的領導人。」在懷俄明州順利連任的共和黨參議
院三號人物巴拉索表示，共和黨會將重點放在「美國優先」事務上，包括抑制通
脹水平、減少政府開支、保證邊境安全、重建美國的能源市場主導地位等。
至於眾議院，《紐時》指兩黨在約20個席位的競爭中勢均力敵。民主黨奪取眾

議院控制權的主要途徑，是在保住所有現有議席基礎上，在紐約州將4個共和黨
席位「翻藍」。但共和黨人已在部分選區將現有民主黨議席「翻紅」，整體選情
相當緊湊，預計在加州等州份幾個關鍵席位，仍需數天時間計票才有最終結果。

國會選舉掀紅潮
共和黨重奪參院
溫和派影響力被削 眾院選情暫膠着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今屆大選同時改選國會參議院三分之一共34

個席位，以及眾議院的所有席位。隨着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在

總統大選勝出，國會選舉亦掀起紅潮。截至香港時間周三（11月6

日）晚上，共和黨在參議院已佔據過半數的52席，重奪參議院控制

權。眾議院選情依然膠着，共和黨暫時以197席領先民主黨的177

席，雙方將爭取獲得過半數的218席以掌握眾院。

拜登妻「全身紅」投票 網民：幫特朗普助選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拜登夫

人吉爾因身穿紅色套裝前往投票，
引發社交媒體熱議。由於紅色是共
和黨的代表顏色，部分網民戲稱吉
爾可能支持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
普，因不滿民主黨不讓拜登競選連
任。
美媒報道，吉爾穿一身紅衣去投
票的照片已在X平台瘋傳，保守派
媒體人切恩對此發文稱，「吉爾穿
着共和黨代表顏色去投票，拜登缺
席哈里斯的選舉派對，這些細節意

味深長。」
拜登今年7月宣布退選，無緣代

表民主黨角逐連任總統，由副總統
哈里斯接棒。許多網民紛紛猜測，
拜登夫婦一定是不滿被民主黨逼退
選，不少人開玩笑留言「吉爾可能
投給了特朗普」、「吉爾穿上紅色
衣服投票，作為一位民主黨員的妻
子，她清楚這會帶來什麼影響。」
事實上，吉爾上月受訪時表示支持
丈夫退選，說「這是個正確的決
定，是時候迎接新轉變」。

香港文匯報訊 特朗普這次競選總統，
其夫人梅拉尼婭非常低調，出現在競選活
動上的次數寥寥可數，早前還有傳言兩夫
妻關係欠佳，有意在對方2020年敗選後提
出離婚。對於特朗普當選後，梅拉尼婭會
否再次入住白宮這個問題，結果尚未可
知，多名消息人士受訪時也得出不同答
案。
美媒引述兩名消息人士指出，梅拉尼婭

可能不會重返位於華盛頓的白宮居住，原
因包括她與特朗普的兒子巴倫目前在
紐約讀書，這讓梅拉尼婭希望能夠在
城市中花更多時間與兒子相聚，將兒
子的安全和幸福放在首位。
另一名消息人士稱，自2020年離開
白宮以來，梅拉尼婭得以暫時擺脫她
不喜歡的「強烈公眾關注」，然而一
旦重新回到公眾視線，她需要履行所
有被期望的職責。消息認為，梅拉尼
婭會緊咬牙關做她必須做的事情，但
不會完全被政治所左右，她會保留自
己遠離政治的生活空間。
報道指出，也有消息認為梅拉尼婭
將堅持履行第一夫人的職責，「巴倫
的安全和幸福永遠是她首要關注的事
情，但這並不意味着如果再次有這樣
的機會，她會推卻第一夫人的職

責。」
傳統上歷任美國第一夫人都受公眾愛
戴，第一夫人並非民選，極少過問政治，
也很少引起爭議。但據此前美媒民調顯
示，梅拉尼婭是有紀錄以來離開白宮時民
望最低的第一夫人。歷任第一夫人離開白
宮之前的平均民望為71%，不滿意的平均
比率是21%。但梅拉尼婭離開白宮時民望
只有42%，對她的表現不滿的受訪者達到
47%。

外界猜測梅拉尼婭會否入住白宮

香港文匯報訊 隨着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其副手萬斯將
成為美國副總統。40歲的萬斯出身美國南部貧困家庭，本身
是一名作家兼風險投資者。他在2016年出版回憶錄《絕望者
之歌》一舉成名。萬斯曾說過「從不喜歡特朗普」，但後來
轉軚變成特朗普「鐵粉」，並在特朗普支持下當選參議員。
萬斯1984年生於俄亥俄州一個工人階級家庭，自小父母離

異。他高中畢業後加入海軍陸戰隊，在伊拉克戰爭中擔任戰
地記者，退役後返回家鄉入讀俄亥俄州立大學，以優異成績

取得政治學和哲學學位，後赴耶魯大學進修，
獲法學博士學位。
他的妻子烏莎是印度裔移民後代，與萬斯在

耶魯大學法學院相識。烏莎原本任職律師，但
在萬斯宣布參選後已向律師樓辭職。

曾將特朗普比作希特勒
萬斯在2016年曾公開反對特朗普，表示對方

「應受譴責」，據悉他私底下將特朗普比作希
特勒。然而萬斯其後立場大變，成為特朗普的
堅定支持者，還當上「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
領軍人物。2022年萬斯在特朗普支持下當選俄
亥俄州參議員，短短兩年再由議會新丁變成美

國副總統。
民主黨人甚至一些共和黨人都質疑萬斯的轉軚是受到機會
主義驅動，不過特朗普許多顧問認為萬斯是真的轉變，萬斯
的政治信念是將孤立主義與經濟民粹主義相結合，這與特朗
普的政治信念一致，並使兩人與共和黨保守派產生分歧。

批評者變鐵粉 萬斯當選副總統
香港文匯報訊 今次美國大選除了
總統、國會和地方官員選舉外，也
同時在各州針對不同議題進行公
投，其中有10個州份針對墮胎相關
法案進行投票。其中之一的佛羅里
達州針對將墮胎權納入該州州憲法
的投票，因未能達到規定的 60%門
檻而失敗。
這項被稱作「第 4修正案」的措

施，旨在令孕婦可以在懷孕24周、
「胎兒發育前」墮胎，但在今次的
投票中支持率僅為 57%。佛州州長
德桑蒂斯在投票前投入大量資金和
資源，反對墮胎權利修正案，
《紐約時報》指出，這是自聯
邦最高法院2022年推翻「羅訴
韋德案」以來，反墮胎運動在
各州的首場勝利，也形容是共
和黨籍的德桑蒂斯的一次政治
勝利。

曾為美南部墮胎熱門地
此前佛州允許孕婦在 24 周
內墮胎，是南部許多法律更嚴
格州份的墮胎熱門地。而在
2022 年，德桑蒂斯和其他共

和黨立法者頒布15周墮胎禁令，且
又於 2023 年頒布更為嚴格的 6周禁
令。
支持墮胎權的「Yes on 4 Cam-

paign」組織指出，獲得墮胎權需要得
到民主黨、共和黨及無黨派人士的合
力支持，呼籲支持共和黨的選民即使
所支持的候選人反墮胎權，也應站出
來表達支持。
《紐約時報》指出，在今次大選中
勝出的特朗普同樣為佛州居民，他此
前聲稱支持「第4修正案」，但隨後
又很快改口。

特朗普18歲子首投撐父

佛州墮胎權公投未通過
共和黨籍州長「政治勝利」

香港文匯報訊 特朗普妻子梅拉尼婭在X發文，分享18歲兒
子巴倫首次投票的身影，可見巴倫西裝筆挺，現身投票站支持
父親。梅拉尼婭在帖文寫道：「第一次投票，投給他的爸
爸。」並加上「18歲」、「總統選舉」和「自豪」的標籤。
據美媒報道，巴倫很少現身父親的造勢大會，但他在幕後扮

演重要角色，78歲的特朗普上最受歡迎podcast大受好評就是他
的功勞，有網民為他冠上「podcast策略師」的封號。
身高約2.06米的巴倫，目前在紐約大學就讀商學院，他上周

日從紐約前往佛羅里達州，參加父親在海湖莊園舉辦的競選派
對，如今投下人生第一張選票，支持父親重返白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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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爾一身紅衣前往吉爾一身紅衣前往
投票惹熱議投票惹熱議。。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巴倫首次投票巴倫首次投票。。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