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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勝算撐政治老手 民主黨自損多元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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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民主黨將於本周三及周四，一連

兩天舉行首輪總統選舉黨內初選參選人

辯論，標誌 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進入

新階段。現時民主黨有 20多人宣佈參

選，當中以前副總統拜登及佛蒙特州參

議員桑德斯支持率領先，連同共和黨的

73歲現任總統特朗普在內，2020年總

統之戰似有變成「白人阿伯大戰」之

勢。與過去三屆代表民主黨的奧巴馬和

希拉里相比，今屆民主黨的大熱門被指

無法彰顯該黨高舉的多元價值，反映選

民心態變得保守。

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大
熱倒灶，敗給特朗普，成為民主黨人揮之不

去的噩夢。然而在去年美國中期選舉，民主黨成功
翻盤，重奪眾議院控制權，專門為民主黨進行調查
的民調公司Catalist其後發現，不少去年投票予民
主黨的選民，3年前其實均把票投給特朗普。

自由派溫和派 未有一方跑出
去年中選民主黨女性及少數族裔議員數目創新

高，但多元化現象恐難在明年總統大選複製，拜登
和桑德斯不但同為白人男性，更已分別76歲和77
歲，其餘參選人的支持度則徘徊在個位數。
《洛杉磯時報》民調發現，大部分民主黨人均認

為，白人男性是擊敗特朗普的最適合人選。加州大
學政治未來中心總監施勒姆直言，民主黨支持者至
今仍未走出希拉里落選的創傷，使他們挑選候選人
時傾向保守，令拜登等政治老手得益。
至於具體政策主張方面，民主黨人對挑選自由派

還是溫和派的意見仍然分歧，其中桑德斯和麻省參
議員沃倫等自由派主張，民主黨應推動更多左翼政
綱，鼓勵年輕人和少數族裔投票；但以拜登為首的
中間溫和派則認為，民主黨不應在醫保和氣候議題
上走得太左，以免選票流失至共和黨。

沃倫引奧巴馬作例 批過早看輸贏
不少民主黨參選人批評，選民太着重明年大選得

失，反而模糊初選焦點。沃倫指出，奧巴馬以至特
朗普當初參選時，同樣被視為沒有勝算，呼籲選民
從參選人的領導才能和實質政綱出發，而非過早猜
測各人明年當選機會。向來傾向右翼的《華盛頓觀
察家報》更稱，民主黨內的性別歧視已重新抬頭，
估計在特朗普卸任前，該黨均無法再選出女總統候
選人。
美國婦女政治中心專家迪特馬爾指出，有別於國

會選舉，總統職位在美國歷史上一向由男性主導，
選民亦傾向認為總統應由男性出任。迪特馬爾坦
言，年長白人男性不理解女性和少數族裔面對的挑
戰，她對拜登和桑德斯均沒有信心，反而較看好年
輕新星奧羅克。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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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政治標榜年輕人掛帥，2020年美
國總統選舉的民主黨初選，卻明顯是另一
局面。目前在民意大幅領先的兩名參選
人，包括前副總統拜登和聯邦參議員桑德
斯，分別是76歲和77歲的老人家。有份
參與初選的紐約市長白思豪，曾公開指拜
登「與現代民主黨的價值脫節」。

拜登硬銷90年代路線
無可否認，拜登在美國是家傳戶曉的政

治人物，目前民調支持度亦遙遙領先，但
他近期會見多名「金主」時，表示在「拜
登政府」下，「基本上沒有事情會改
變」。這番言論給予競選對手「彈藥」，
部分進步派參選人更對拜登口誅筆伐。
拜登一直硬銷1990年代的新民主中間

派路線，而事實上，這種舊式思維一直充
斥民主黨領導層內。現今的民主黨領袖普
遍來自精英政治階層，例如眾議院議長佩
洛西便來自政治世家，擁有超過2億美元
(約 15.6億港元)身家。拜登雖自稱「中
產」，卻擁有一幢價值數百萬美元的度假
別墅。
目前不少民主黨基層成員均來自草根階

層及年輕一代，他們對於老一代政客感到
厭倦，例如對於拜登便不屑一顧。民主黨
領導層若不推動改革，摒棄舊思維迎來新
世代，前景難見光明。 ■綜合報道

至少已有23人表態參選美國民主黨總統
初選，最年長是77歲的聯邦參議員桑德
斯，最年輕則是37歲的南本德市市長布蒂
吉格，兩人相差足足40年，令「年齡牌」
成為初選重要議題之一。年輕參選人標榜
他們擁有新思維，能適應現今瞬息萬變的
時代，認為桑德斯和前副總統拜登應交棒
予新世代。
民主黨過往傾向支持年輕參選人，亦屢

創佳績，例如肯尼迪、克林頓和奧巴馬均
成功入主白宮。72歲的民主黨選民沃納，
曾於1968年投票支持肯尼迪，但她決定在
今屆選舉支持拜登，雖然年輕人渴望求
變，但她不能將國家命運押在勝算較低的
年輕參選人身上，讓特朗普連任。

布蒂吉格是美國史上最年輕總統參選人
之一，他以「世代交替」為競選主調，認
為民主黨不能只聚焦擊敗特朗普，應重視
年輕參選人帶來的新思維，為民
主黨打造更好的前景，長遠才對
民主黨有利。45歲的俄亥俄州眾
議員瑞安亦形容年輕是他最大本
錢，「世界急速變化，我們需要
世代交替，包括新想法、新方針
及新的處事方式」。

選民年輕化
2020年總統大選的選民有年輕

化趨勢，40歲以下選民佔整體比
例，首次追上55歲以上選民，各

佔近4成，意味年長選民的影響力下降，或
對年輕參選人有利。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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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總統初選首場辯論舉行

前，候選人之一的資深參議員桑德
斯，昨日連同眾議院其他進步派
議員提出新議案，建議免除全國
4,500萬大學畢業生合共1.6萬億
美元(約12.5萬億港元)的學債，
無論公立或私立大學生均可受
惠，相信是用以爭取進步派年輕選
民支持。
民主黨眾議員奧馬爾及民主黨國會進

步黨團共同主席賈亞帕爾，聯同桑德斯提
交新議案，桑德斯形容，2008年金融海
嘯對新一代造成打擊，入讀大學猶如變成
他們的罪行、被判終生償還貸款，而新議
案可免除所有學債，「是真正革命性的議

案」。

開徵金融交易稅填數
至於免除學債的資金來源，桑德斯

提出徵收新的金融交易稅，包括0.5%
股票交易稅及0.1%債券交易稅，預計
可在未來10年間，帶來超過2萬億美
元(約15.6萬億港元)收入。但保守派人
士則認為，此舉會打擊經濟發展及市
場投資。
另一候選人參議員沃倫早前亦曾提

出免除學債計劃，但只有年收入在10
萬美元(約78萬港元)以下人士受惠，涉
及約4,200萬人，亦設有5萬美元(約39
萬港元)上限的免除上限。 ■綜合報道

桑德斯提案學債全免 爭進步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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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 桑德斯

布蒂吉格

■■支持者和應拜登支持者和應拜登。。 路透社路透社

■■桑德斯提出免掉全桑德斯提出免掉全
國學債國學債。。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有候選人認為民主黨應有有候選人認為民主黨應有
更多新聲音更多新聲音。。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