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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選舉

美國左翼雜誌《瓊斯夫人》翻查fb過往公開發表的研究報告，
發現2010年中期選舉期間，fb曾對6,100萬用戶做了有關社

會影響力和政治動員力的研究。研究人員當時在該批用戶的
頁面上，加設「我已投票」鍵，然後操控其中60萬用戶
的動態時報，顯示他們的朋友點擊了「我已投票」的訊
息。

用戶毫不知情
研究發現，約20%用戶看見朋友點擊「我已

投票」鍵後，會跟隨點擊，相反另一組沒接收相
關訊息的60萬用戶，只有18%會點擊「我已投票」。

選舉過後，fb根據投票紀錄，發現測試可能令全國投票人
數增加至少34萬，相當於美國選民總數的0.14%。2010
年中期選舉投票率較2006年增加0.6%，因此fb的實驗成
果可謂非常驚人。
2012年總統大選，fb再次進行類似實驗，在190萬用戶的

動態時報中，選擇性地顯示更多與選舉有關的新聞資訊，結
果該批用戶的投票率由64%提升至67%。《瓊斯夫人》報
道特別強調，兩次實驗中的用戶均毫不知情，因為他們在加
入fb的用戶條款中，已經同意讓fb任意進行這類測試。

明日擬第三度「實驗」
fb在明日的中期選舉投票日中，亦計劃與美國廣播公司(ABC)及新聞網站

BuzzFeed再進行類似實驗，專家警告，研究可能被有心人士利用，例如刻意讓
數千萬某一政治傾向的用戶，看不到任何他們屬意、但朱仔不喜歡的候選人的資
訊，從而影響選舉結果，fb未來甚至可利用這一方法，向用戶發放針對其政治傾
向的廣告。 ■《每日郵報》/《瓊斯夫人》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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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朋友「已投」誘用戶跟隨按鍵推高投票率

美國將於明日舉行中期選舉，近年社交網站成為美國選戰重要宣傳和交流平台，個別網站

如facebook在選戰中的角色愈來愈受關注。報道指，fb在上兩次美國選舉年間，曾經透

過操控動態時報(News Feed)內容，影響用家投票意慾，並計劃在明日投票日重施故

技。有專家對此表示關注，擔心有朝一日fb可能透過這類行為

操控選舉結果，成為創辦人朱克伯格實現個人政治喜好的

工具。

今屆中期選舉中，雖然民主黨候選
人大多不希望民望低落的總統奧巴馬為
自己站台，但對於第一夫人米歇爾卻是
歡迎之至。目前米歇爾支持率仍高達
65%，遠超奧巴馬的約40%，候選人均希
望邀請她助陣，民望同樣高企的前總統克
林頓夫婦也成為搶手貨。
奧巴馬上周起展開6州站台之旅，但所到

之處均是民主黨候選人有明顯領先優勢的州
份，例如密歇根、康涅狄格及賓夕法尼亞。
相反，其餘選情告急的州份如麻省、緬因、
艾奧瓦、伊利諾伊、威斯康星等，都是由米
歇爾「代夫出征」站台。
民主黨希望借米歇爾的人氣提高投票率，

因為根據過往紀錄，投票率愈低對民主黨愈不
利，但偏偏民主黨選民在中選投票率總是較總
統大選時低。專家指出，民主黨選民一般社會
及經濟地位較低、收入較少也較年輕，對中選
的投票慾不及大選。

克林頓與夫人、前國務卿希
拉里的民望雖不及米歇爾，但仍
高過奧巴馬，很多關鍵州份的民主
黨候選人紛紛向他們求援，例如路易
斯安那州參議員候選人蘭德里歐，她兩
次就該州對待黑人和女性的態度失言，被
共和黨對手不斷追擊，希拉里於是要在最
後關頭到該州幫手撲火。

■路透社/《華爾街日報》

商界影響力在美國
中期選舉舉足輕重，

由於商界領袖不滿總統奧巴馬，
連帶民主黨選情受壓。不過綜觀
奧巴馬2009年上台至今，美國經
濟持續復甦，企業盈利屢創新
高，為何商界反而有怨言？有評
論認為，這些不滿主要源於3大
結構性因素，包括營商環境倒
退、政治兩極化及大中小企發
展不均。
與歷屆政府相比，奧巴馬
的稅制及監管政策不算最
嚴苛，例如尼克松在1971
年引入價格管制及最低
工資；里根和老布什任
內聯邦稅例條文多了
一半，遠高於2007
年至今的10%；奧
巴馬任內非金融
企業平均年稅率
為25%，低於里
根時期的32%。
然而與亞洲等
地相比，商界領
袖難免覺得美國

營商環境倒退。以企業稅率為例，
1988年美國企業稅最高稅率34%，是
全球最低之一，如今35%卻變成全球
最高之列。哈佛商學院研究發現，校
友中有47%認為美國正失去競爭力。
商界不滿奧巴馬，還在於他未有履
行「跨黨派」承諾，任內政治兩極
化日趨嚴重，政黨為爭取選票對社
會仇商情緒煽風點火，國會黨爭導
致施政受阻，甚至出現政府停運
等，政治不明朗令企業投資卻步。

大中小企發展不均
美企獲利雖增，但跨國及科網
巨頭佔了最多甜頭，至今仍未從
金融海嘯打擊中恢復過來的小企
業，卻要面對大銀行不願貸款、
「奧巴馬醫保」等額外負擔，自
然不滿。 ■《經濟學人》

分析指，假如共和黨奪得參
議院控制權，可能反而有助通
過「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
係協定」(TPP)。TPP是奧巴馬
任內「重返亞太」戰略的關鍵
部分，卻因為民主黨擔心導致職
位流失，議程在參議院受阻，因
此一旦親商界的共和黨控制參
院，或可以令TPP相關議案加快
通過。
不過共和黨控制參院後，是否
願意通過TPP仍存在變數，雖然
共和黨一般支持開放自由貿易刺
激經濟，但他們卻又不想賣人情
給奧巴馬。 ■美聯社

美軍軍事介入伊拉克和敘利亞，令外交政
策成為美國中期選舉焦點議題。總統奧巴馬

上任至今，外交政策一直被視為其軟肋，分析認為他經過多番
考慮後，最終決定軍事介入伊敘，可能是想擺脫其「外交軟柿
子」的形象，但這同時
可能激化民眾對其
外交政策的質
疑，成為雙面
刃。
在極端組織「伊

拉克和黎凡特伊斯
蘭國」(ISIL)進入世
界的焦點前，中選主要
議題一直圍繞美國本土事
務，包括政府開支、「奧巴馬
醫保」等。然而隨着ISIL先後把
兩名美國記者斬首、美軍空襲伊敘，
反恐、國家安全和外交再次成為中選

焦點，亦使得各候選人面臨平衡本土和外交政策的難題。

中選變相「對奧巴馬公投」
《華爾街日報》與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在9月初進行的
聯合民調顯示，美國人對奧巴馬外交政策的信心持續下滑，即

使是其核心支持者的女性選民，支持率也由8月的43%
急跌至33%。曾為前總統克林頓助理的高
爾斯頓指出，奧巴馬的外交表現成為
民主黨負累，形容中選變相是「對
奧巴馬的公投」。
隨着國家安全和外交爭論在本土升

溫，共和黨開始集中攻擊民主黨的國
安政策。對於共和黨籍新澤西州州
長克里斯蒂、得州州長佩里等有意競
逐入主白宮的候選人而言，更可能成
為2016年總統大選的前哨戰。

■彭博通訊社/《華爾街日報》

選前形勢顯示，共和黨很大機會掌
控參眾兩院，總統奧巴馬在餘下兩年

任期要推動政策肯定難上加難。據悉奧巴馬團
隊過去數周已着手準備一旦參議院失守，該
如何改動政策方針及管治手法，以減輕施
政受阻的情況。
奧巴馬的幕僚把未來兩年的政策分成
三個類別，一是毋須經過國會亦可推行
的政策；二是可能透過與共和黨妥協
而通過的政策；三是完全沒可能通
過、但能勾劃出民主黨核心方向
的政策，為2016年總統大選鋪
路。

擬用行政權力簽法案
白宮幕僚透露，無論共
和黨是否有意合作，奧
巴馬也會繼續運用行政
權力，推動氣候暖
化、移民、能源、同
性戀平權及經濟等
政策。有幕僚更
指，奧巴馬可能
在中選後迅速宣
布單方面改革
移民條例，放
寬非法入境者
居留條件。奧
巴馬料會遵循
歷屆總統的後
路，在最後兩
年投放更多精
力到掣肘較
少的外交領
域上。
白宮內外

的顧問亦認為，奧巴馬依賴的幕僚圈子愈來愈窄，白
宮幕僚長麥克多諾負責太多事情，相反一些以往甚具
影響力的政治顧問卻被排除在圈外，恐令奧巴馬固步
自封。一名前白宮資深行政人員認為，奧巴馬有必要
擴闊幕僚團隊，更大膽地引入新血和新意見，並讓決
策過程更開放。
另有分析認為，即使共和黨重奪參院，目前局勢也

不會有太大變化。多數重大政策均需參院100個議席
中的60票方能通過，但按照選情，兩黨也無法確保這
個數目的議席，意味如果一方執意拉布，另一方將束
手無策。一名與白宮關係密切的民主黨員便曾經形
容，今次中選只是「96%僵局與100%僵局的分別」。

■Politico網站/《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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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議院是本屆中選核心戰場，
扣除部分兩黨差距明顯的州份
後，真正關鍵的激戰區只有8個。
共和黨若要奪取參院，須取得額
外6席，由於民主黨在其他州份已
經有3席很大機會不保，換言之共
和黨只需在激戰區中多奪3席便
可。
在8州中，7個是目前屬於民主

黨的議席，只有1個是共和黨。現
時共和黨在阿拉斯加、阿肯色及

科羅拉多均輕微領先，民主黨則
在新罕布什爾及北卡羅來納有優
勢。路易斯安那及佐治亞或需舉
行第二輪投票，艾奧瓦則是兩黨
最接近的州份。
在8州外，共和黨已幾乎肯定可

以奪得民主黨在蒙大拿、南達科
他及西弗吉尼亞的議席，只須在8
州中再奪3席，便可控制參院，不
過共和黨未敢掉以輕心。

■路透社/《華爾街日報》

共和黨掌參院
或助TPP

米歇爾克林頓夫婦 拉票搶手

軟肋遭詬病 炸伊敘成雙面刃

參院爭奪戰 8州成關鍵

白宮打輸數
鋪路奧巴馬「最後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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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決定空襲奧巴馬決定空襲「「伊斯蘭國伊斯蘭國」，」，圖擺圖擺
脫其脫其「「外交軟柿子外交軟柿子」」的形象的形象，，但同時可但同時可
能激化民眾質疑能激化民眾質疑。。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民主黨候選人大多不想民主黨候選人大多不想
奧巴馬站台奧巴馬站台，，奧巴馬樂得奧巴馬樂得
在白宮和小朋友開萬聖節在白宮和小朋友開萬聖節
派對派對。。 法新社法新社

■■克林頓克林頓（（左左））為候選人拉票時為候選人拉票時，，對對方向他的未來外孫送方向他的未來外孫送BBBB衫衫。。 美聯社美聯社

■希拉里（左）在路易
斯安那州為參議員候選人

蘭德里歐拉票。 路透社

■■奧巴馬奧巴馬（（中中））不受候選人歡迎不受候選人歡迎，，像這像這

樣在密歇根助選的場面並不多樣在密歇根助選的場面並不多。。 法新社法新社

■專家擔心
fb有朝一日
可能試圖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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