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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任何團體要對競選活動捐獻，須登記成為政治
組織PAC，並公開金額和捐款人姓名。然而，牽涉

公共政策的非牟利組織(如環保和槍械控制)同樣可通過花錢
賣廣告來支持政客。它們在美國稅制下登記為「社會福利團
體」或「商業聯盟」，故無需公開捐款人姓名，成為富豪大
肆捐獻影響政治的新途徑，相關難以監管和追蹤的款項被稱
為「黑金」。

黑金為兩年前3倍 料升至78億
美國智庫OpenSecrets統計顯示，這些組織在

2010至2012選舉周期(即中期選舉與總統大選之間
的兩年)的黑金總開支高達3.1億美元(約24億港
元)。截至今年4月底，2012至2014選舉周期的黑
金已達1,220萬美元(約9,455萬港元)，是2012年4
月的3倍。追蹤競選資金的美國「政治響應中心」分

析師馬圭爾估計，按此增長速度，今屆中選的相
關開支可升至10億美元(約77.5億港元)。

目前隱蔽資金開支最大組織是保守派的
「美國繁榮」(Americans for Prosperity)和
「自由夥伴」(Freedom Partners)。英國
《金融時報》指，它們都受美國富豪科克兄
弟等資助。馬圭爾表示，這只是冰山一角，
因為只有在臨近大選時的政治開支須公開，
意味尚有巨額黑金不為人知。政治響應中心負
責人克魯姆霍爾茨表示，大財團的獻金愈來愈

多，尤其是輸送給更具影響力的參議員。
黑金團體大舉發動全國廣告攻勢，在參院議席

競爭較激烈的幾個選區尤為明顯，如阿拉斯加、
科羅拉多和北卡羅來納州等。即使在競選步調相
對緩慢的暑假階段，黑金團體的廣告數量就超過
2010年參院選舉全程的廣告數量，截至7月中
旬已達15萬條。克魯姆霍爾茨表示，這些團
體已形成一個幾乎不可能擺脫的「影子政

黨」，甚至操控關鍵選戰中的話語權，進而影響
全國選情，這都是在為2016年大選作準備。

便於登攻擊性廣告 能改變選情
市場調查公司Kantar Media/CMAG負責人維

爾納指出，「美國繁榮」等組織擁有改變選情的能
力，候選人尚未展開競選，它們已提早行動；候選
人花時間籌款時，它們已投放政治廣告。眾議院共和
黨PAC競選主任麥茨多夫坦言，黑金激增是為了確保

競選季節無休止地持續，這是當今這種制度的現實。
《紐約時報》指出，黑金團體利用其外圍性質之便，可

以更輕易發布具攻擊性的政治廣告，候選人則負責宣傳正面
訊息，後果是整體政治氣氛愈來愈負面。民主黨參議院競選
委員會主席貝內特表示，廣告數量如此龐大，加上選民不知
道誰為廣告埋單，負面資訊猶如為美國政治注射毒藥，加上
全年幾乎不間斷的競選活動，可能會導致選民在選舉日之
前，已喪失投票意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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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治向來是富人的遊戲，每次選

舉都吸引巨額捐獻，政黨和候選人一般

通過籌款活動或政治行動委員會(PAC)收集

款項，須公布金額和捐款人。然而近年政客

利用法律漏洞，通過不受監管的組織秘密收

取款項。隨着11月中期選舉愈來愈近，估計

這種政商錢權交易的「黑金」(Dark Money)

金額將創下歷來新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鍾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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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金」席捲
美國政治體制，令個別輿論

擔心，諸如沙特阿拉伯和俄羅斯等外國
政府也可透過同一渠道，左右甚至操控美國外交以至

國防政策。
因黑金幫助而當選的政客，有權制訂美國貿易及經濟政策，從而影
響美國與別國的關係。外國金主可遙控這些政客，榨取美國資源，在
商討政策時，令有關國家的利益凌駕於美國利益之上。
以推動自由貿易協定為例，美國若與某國簽訂協議，得益的往往是

能夠把生產線轉到海外的大企業，以及相關國家政府，美國人則是大

輸家。外國石油企業亦可「買起」美國政客，確保能以低價投得開發
權，從美國天然資源賺取巨大利潤，美國人無法分享其經濟得益，卻
要承擔及解決開發過程造成的污染。

伊朗恐怖組織捐數百萬美元「洗底」
若黑金流入軍方高層，或一定數目的國會議員，外國金主便可操縱

美國國防政策。外國軍備承包商可輕易投得美軍巨額合約，最極端例
子，是恐怖分子可用錢使組織從黑名單中剔除，自由出入美國國境。
2012年，伊朗恐怖組織MEK捐出數百萬美元，使兩黨支持從國務院
黑名單移除MEK，同年9月MEK便回復「良民」身份。

美國「黑金」問題自上屆大選開始引起監察組
織關注，當時最高法院在一項裁決中，為金主捐
獻大開方便之門，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PAC)亦
乘勢崛起，不受限制地從所謂的社福和商業聯
盟團體收受捐款。對該項裁決投反對票的大
法官史蒂文斯表示，判決不僅威脅到民
主，更會傷害整個體制。
黑金現象於2008年總統大選開始浮
面，當時非牟利團體在初選或大選前
數周，可推出與某項議題有關的「事
務廣告」，但不可說明政治傾向，
或游說選民向哪位候選人投票。
到了2010年，最高法院對「公民
聯合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作
出判決，黑金限制進一步放
寬。

源於攻擊希拉里紀錄片
「公民聯合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指2008年大選期

間，希拉里參加民主黨初選時，保守派民間團體「公民聯合」
(Citizens United)製作一部有關她的負面紀錄片，並計劃在電視台
播放，遭聯邦選委會以2002年禁止企業、工會播放政治廣
告的法案為理據禁播。
「公民聯合」後來上
訴，最高法院於2010年
初裁定它勝訴，同時允許
企業不受金額限制地花錢宣
傳反對或支持某一候選人或
某一政策。此後，很多支持
共和黨的黑金團體紛紛成立，
民主黨曾抨擊最高法院的裁
決，但如今也加入黑金角力。

美國對政治團體有嚴格
註冊規定，但部分團體卻
走法律罅，以非牟利機構為
名，暗中收取政治捐款、支
持政客為實，近年更在選舉中
擔當重要角色。然而負責審查
這些非牟利機構的國稅局(IRS)
由於內部出現管理差劣、員工士
氣低、電腦系統過時等問題，難
以杜絕這些假慈善之名的「黑
金」問題，有智庫就警告「無能
的國稅局將阻止不了黑金流入今
年選舉」。
近年美國主要政治獻金醜聞之
一，是共和黨黨員羅夫有份創立的非
牟利機構「十字路口草根政策策略」，
被聯邦選舉委員會批評違反政治開支限
制，用作支持候選人的預算超出法定上限，
而且沒按法例規定申報為政治團體。
本來審查這類「非牟利機構」的責任在國稅局，因
為當局負責向有關團體發出免稅許可。但有職員稱，雖
然知道「十字路口草根政策策略」之類團體都具有政治性，但局
內不願以此為由拒絕其免稅申請，故只能將申請束之高閣。但申
請待批期間，有關機構可繼續任意資助競選活動，同時將捐款人
身份保密，即變相「無王管」。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及前國務卿
希拉里這對夫妻貴為政壇大人
物，自然獲得不少捐款。《時代
周刊》和美國「響應政治中心」
(CRP)發現，二人過去32年來收
到最少14億美元(約109億港元)
政治獻金。由於兩人是美國史上
少數長時間從多方面收集捐獻的
政治人物，因此被稱為「美國政
治籌款第一夫婦」。
數據顯示，二人的大部分政治

獻金於兩次參議院選舉(希拉里)
和3次總統大選(克林頓兩次、希
拉里一次)期間籌得；其他款項則
是克林頓任總統時由各大富豪捐
出。根據紀錄，一批主要捐款人
多年來以多種方式向二人提供政
治獻金，包括食物補充品公司
Slim Fast創辦人亞伯拉罕，以及
Esprit 創 辦 人 Susie Tompkins
Buell，他們私下都與克林頓夫婦

關係友好。
兩人吸金渠道還包括演講，以

及克林頓名下基金會所獲捐款。
支持希拉里2016年競選總統的
「為希拉里作好準備」(RfH)等
政治行動委員會(PAC)，亦會收
到政治捐獻。
長年擔任克林頓夫婦顧問、現

統籌RfH活動的史密斯估計，下
屆大選希拉里陣營的花費可達17
億美元(約132億港元)，較奧巴馬
前年的競選費用多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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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勢力花錢打關係

阿聯酋捐獻1億
美國非牟利組織陽光基金會研究發現，外國政府去年花掉數以百萬計
美元，與美國國會議員、聯邦機構職員甚至傳媒人建立關係，以加強對
美國政治的影響力，其中阿聯酋花費高達1,420萬美元(約1億港元)。研究
指出，落力在美國打關係的國家，通常都與華府有大量能源、貿易、農
業等商業交易。
阿聯酋的花費用來聯絡專欄作家和記者，一起商討「非法財政議
題」，例如針對恐怖分子的融資和對伊朗制裁等。

輿論憂海外黑金左右國防外交輿論憂海外黑金左右國防外交

去年10大向美捐獻海外政府
1. 阿聯酋 1,420萬美元(約1億港元)
2. 德國 1,200萬美元(約9,300萬港元)
3. 加拿大 1,120萬美元(約8,680萬港元)
4. 沙特阿拉伯 1,110萬美元(約8,603萬港元)
5. 墨西哥 610萬美元(約4,728萬港元)
6. 摩洛哥 400萬美元(約3,100萬港元)
7. 韓國 390萬美元(約3,023萬港元)
8. 波黑塞族共和國 240萬美元(約1,860萬港元)
9. 格魯吉亞 230萬美元(約1,783萬港元)
10. 阿塞拜疆 230萬美元(約1,783萬港元)
資料來源：陽光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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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判決開捐獻之門
大法官批威脅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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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金現象於2008年奧巴馬
大戰麥凱恩的一屆總統

大選開始浮面。
資料圖片

■希拉里 2008 年
參選總統時遭保
守派製作紀錄片
抹黑，原本遭
禁播，後來判
決遭推翻，
企業也獲
准不受金
額限制地宣
傳反對或支

持某一候
選人。

■美國國稅局

■■克林頓夫婦克林頓夫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