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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在中選幾近一敗塗地，奧巴馬形容共和黨「無
疑過了一個美好的晚上」，對民主黨落敗寄語「每

次選舉結果也是反省機會」。他又表示，不論選民有否投
票，也聽到了他們的聲音。奧巴馬稱已經與將任參議院多數
黨領袖的共和黨參議員麥康奈爾通電話，表示白宮渴望與國會
合作，提高未來兩年執政效率。奧巴馬今天會跟兩黨國會領袖會
面，商討華府未來運作。

共和黨威脅反擊
奧巴馬敦促國會在下月休會前，通過財政預算案、伊波拉抗
疫緊急撥款和再授權美軍中東反恐作戰，又認為兩黨在貿易協
議和修改稅制等項目上可望達成共識。不過他亦強調無意在重
大議題上讓步，包括不會簽署共和黨要求廢除醫改的法案，又
警告共和黨若阻撓移民改革，會在年底前行使行政權力，推動
移民改革措施。
麥康奈爾曾表示，相信兩黨就部分議題可達成共識，並承諾
不會因政治鬥爭令政府停運或債務違約。不過他重申醫保計劃
是錯誤，國會不會支持，又警告若奧巴馬單方面強推移民改革，
必定會反擊，包括利用開支法案約束奧巴馬的「行政越權」行
為。

拜登勢作中間人
奧巴馬在餘下任期能否順利施政，很大程度取決於麥康奈爾。麥康奈爾雖

然與奧巴馬關係不佳，但過去曾經數次在國會陷入僵局時，成為打破缺口的
關鍵人物。例如他與份屬好友的副總統拜登在2012年底曾經合作，在最後時刻化
解「財政懸崖」危機。有分析認為，白宮未來或更加依賴拜登作中間人，推進與國
會之間的合作。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華爾街日報》

否認「跛腳」護醫保移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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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共和黨在中期選舉大勝，取得未來兩

年國會控制權。總統奧巴馬前日在中選後首

見記者，寄語民主、共和兩黨合作，打破國

會僵局。不過他否認已成「跛腳鴨」，在一

些兩黨有爭議的議題上展示強硬立場，強調

不惜動用否決權捍衛「奧巴馬醫保」，亦會

利用行政命令繞過國會施政，惹來共和黨人

批評，雙方還未開始合作已先嗅到火藥味。

美國中期選
舉民主黨大敗，外界

本以為總統奧巴馬會痛定思
痛，調整施政路線，不過無論是白

宮官員選前言論，抑或奧巴馬選後記者會
的態度均顯示，他根本不認為自己有錯，甚
至不覺得需為敗選負責。由此可以預計，未
來兩年奧巴馬獨善其身、剛愎自用的作風將
變本加厲，勢進一步破壞美國行政立法關
係。

以「跨黨合作」口號入主白宮的奧巴馬，
任內施政多番遇上共和黨抵抗，特別是
2010年民主黨失去了眾議院控制權，因此

自2012年連任後，奧巴馬幾乎放棄與共和
黨協商。匹茲堡杜肯大學政治科學教授薩維
茨基明言，奧巴馬今後將「繼續無視國會施
政，並押注對方不敢再令政府停運」。

很多美國人都覺得奧巴馬是民主黨中選失
利的主因，但唯獨奧巴馬自己不認同，他在
記者會上甚至把選民對他個人不滿的「聲
音」，簡單歸納成對整個華盛頓的不滿，一
副「事不關己」、「意見接受，態度照舊」
的架勢。難怪有共和黨人批評，奧巴馬根本
不是獨裁者，而是一名「旁觀者」。

奧巴馬已表明，未來兩年不一定事事向共
和黨退讓，又不排除會動用行政命令或否決
權來施政，可見對奧巴馬而言，今後重點已

不是民主黨能否保住白宮或重奪國會任何一
院控制權，而是如何為自己建立功名，在內
政和外交留下施政「遺產」。

內政方面，相信奧巴馬會在餘下任期不惜
代價強推移民改革，並用盡一切辦法，阻止
共和黨推翻醫保法案。外交方面，歷屆總統
在「跛腳鴨」時期都傾向在外交舞台發展，
奧巴馬也不會例外。他可能透過行政命令暫
時撤銷對伊朗的制裁，以就核談判達成初步
共識，在其他議題如中東
反恐等，他也可能放手一
搏，以免讓自己在美國歷
史上留下「無作為」的污
名。

獨裁者玩「旁觀」
陳國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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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在中選失利，敗因
之一是不少傳統支持他們的
女性選民，因厭倦無日無之
的黨爭而離棄該黨。不少女
性選民表示，兩黨鋪天蓋地
的競選廣告只會互相批評對
手，令人十分厭倦，有數十
年來均支持民主黨的女選民
坦言難以接受這麼負面的表
現，今年改投兩黨以外的第
三黨候選人。
雖然女選民對兩黨也沒好

感，但由於民主黨傳統上更
加倚賴女性票源，因此受到
的影響較深。民主黨在中選
取得52%女性選票，只較共
和黨多5個百分點，遠不及
總統奧巴馬在 2008 年及
2012年大選取得的雙位數優
勢。
不少女選民稱，除墮胎等
切身議題外，她們更關注白
宮領導能力不足的問題。奧
巴馬在極端組織「伊拉克和
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及
醫療改革等議題上處理不
力，亦令女選民對他失去信
心。 ■路透社

由共和黨主導的新一屆國會將於明年1月上任，曾
在2008年參選總統、經常批評奧巴馬的共和黨資深參
議員麥凱恩，預料將成為新一屆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
席。軍人出身、越戰期間曾成為戰俘的麥凱恩在軍事
和外交上一直持鷹派立場，包括主張就烏克蘭危機對
俄羅斯採取更強硬行動，分析認為他未來或會運用權
力增加國防開支。
麥凱恩曾批評奧巴馬政府多項軍事策略，包括軍援

敘利亞溫和反對派及打擊極端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
伊斯蘭國」(ISIL)的軍事行動，作為參院軍委會主席，
他將有權傳召國防部官員出席聽證會作解釋。
麥凱恩亦多次批評屢屢超支的美國軍事研發項目，

包括已耗資近4,000億美元(約3.1萬億港元)的F-35戰
機，以及海軍瀕海戰鬥艦。評論認為他上任後，將重
點監察超支及多次延誤的軍事開發計劃。

奧巴馬促授權打「伊斯蘭國」
另外，奧巴馬前日透露將要求國會授權美軍延續在中東打擊ISIL的軍事行動。他強

調對抗ISIL是長期作戰，希望確保美國團結一致支持軍隊。他今年9月底運用《戰爭權
力法》，宣布空襲敘利亞和伊拉克。該越戰時代的法案允許總統在提前48小時通知國
會的情況下，毋須獲國會同意便可發動不多於60天的軍事行動，但若超出此期限，便
需獲國會授權或宣戰。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鷹派麥凱恩料掌軍委會
或增國防開支

總統戰開打
希拉里一枝獨秀

共和黨不僅拿下參議院，亦擴大在眾議院的優勢，黨
內士氣大振。負責籌備共和黨眾議員競選事務的「全
國共和黨國會議員委員會」(NRCC)主席沃爾登前日
豪言，共和黨「可掌控眾院100年」。
沃爾登指出，雖然共和黨距離真正多元仍要一段時

間，但今次當選人包括女性、年輕人及少數族裔，更
在多個民主黨傳統州份獲勝，反映共和黨開始動搖民主
黨的根基，亦打破民主黨作為少數族群唯一選擇的迷思。

不過沃爾登發表這番豪言壯語後，共和黨擔心惹來反彈，急忙
解畫稱沃爾登是指「共和黨在眾院的優勢是100年來最大」。 ■CNBC

共和黨高層豪言：
掌眾院百年

中期選舉塵埃落定，美國政治焦
點迅速轉到2016年總統大選。共和
黨雖在中選奪得參議院控制權，在
眾議院的優勢也增加，但如果就此
斷定該黨在兩年後的大選也會佔上
風，未免言之過早。
民主黨雖然在中選慘敗，但亦非

一無亮點，例如前國務卿希拉里穿
梭各地為多名候選人站台，表現令
人眼前一亮，兩年後更很

可能代表民主黨出征總統大選。分析指，相比希拉里在
民主黨幾乎一枝獨秀，共和黨最少有10人有意參選，一
旦內訌，希拉里很可能漁人得利。
共和黨似乎亦注意到希拉里的危險性，該黨潛在總統
參選人之一的參議員保羅前日上載多幅圖片，均是希拉
里有份站台、但最終敗陣的民主黨候選人，並標示為
「希拉里的輸家們」。

克里斯蒂聲望漲
共和黨多名政治新星在中選表現亮眼，但若要數到最
大贏家，反而可能是沒參選的新澤西州州長克里斯蒂。
雖然他的州長職位今年毋須改選，但他亦走訪多州為候
選人拉票，令共和黨在伊利諾伊、密歇根和馬里蘭等州
份成功翻盤。克里斯蒂不僅向黨內新人傳授拉票心得，
又不遺餘力籌款，結果籌得多達9,700萬美元(約7.5億港
元)選舉經費。分析認為，他今次可謂盡顯身價，亦使他
出戰2016年大選機會大增。

■路透社/法新社/《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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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正調查俄富
商季姆琴科是否涉
及洗黑錢。

彭博通訊社

俄將扺制美核安峰會
俄羅斯前日宣布，將不會出席

2016年10月在美國芝加哥舉行、
兩年一度的核安全峰會，反映美
俄關係進一步惡化。俄國批評美
國欲借主辦者之利，賦予自己特
殊權利，對其他與會國不公平。
俄方稱，該屆峰會將為聯合國及
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等國際機
構定下未來方針，無法接受透過
這種方法從外干涉國際機構運
作。

美查親普京富商
烏凍結東部金援

《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國政
府正調查俄國富商季姆琴科是否
涉及洗黑錢，他是俄總統普京主
要支持者。據報美國司法部和紐
約州檢察官懷疑季姆琴科把在俄
貪污所得資產，轉移到美國金融
系統進行清洗。美方指，這名富

商向俄國國家石油公司買入石
油，再以高價賣給第三方。
烏克蘭危機仍未化解，基輔政

府前日宣布，將會凍結給予親俄
分離分子控制的東部地區的資金
補貼，恐令烏東經濟進一步惡
化。政府又宣布在東部分離地區
周邊設立護照管制，形同假想邊
界，或反映當地正逐步步向分
離。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麥凱恩多次批評奧巴馬政
府多項軍事策略。 資料圖片

共和黨新澤西州州長共和黨新澤西州州長
克里斯蒂克里斯蒂

美國總統美國總統
奧巴馬奧巴馬

共和黨參議員共和黨參議員
麥康奈爾麥康奈爾

■■不惜以否決權和行政不惜以否決權和行政
命令命令，，繞過國會施政繞過國會施政。。

■■警告奧巴馬勿強推警告奧巴馬勿強推
移民改革移民改革，，否則反否則反
擊擊。。

■■《《華盛頓郵報華盛頓郵報》》以以
「「中選海嘯中選海嘯」」作頭作頭
版標題版標題，，形容奧巴形容奧巴
馬猶如被馬猶如被「「剝光剝光
豬豬」。」。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