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朗普支持者與示威者對質特朗普支持者與示威者對質。。 路透社路透社 ■■少數族裔傾向支持拜登少數族裔傾向支持拜登。。 法新社法新社

A14 新聞國
際

■責任編輯：蕭桂煬 ■版面設計：卓樂

20202020年年77月月2626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2020年7月26日（星期日）

2020年7月26日（星期日）

「政治暴力特徵」全吻合 或不惜破壞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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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民主黨準總統候選人
拜登的民望持續領先總統特
朗普，在大好形勢下，更將
吸票對象對準共和黨內不滿
特朗普的人士，以吸納更多
選票；相反特朗普卻只集中
鞏固「基本盤」選民，共和
黨內部相信特朗普已流失近
郊選民支持，競選策略甚至
受到親信質疑。
據知情人士透露，拜登陣

營已接觸共和黨籍的俄亥俄
州前州長卡西奇，後者是特
朗普在2016年共和黨初選中
的對手之一，他可能在下月
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為拜登
站台。除了卡西奇外，據報
還會有更多共和黨重量級人
物將在大選前公開支持拜
登。

特朗普策略失焦
近郊白人選民傳統上支持

共和黨，但他們很多人在上屆
大選中，只是「含淚」投給特

朗普。經歷過特朗普治下4
年，不少人今年都已決定轉投
民主黨或第三黨派候選人，拜
登如果成功取得一些傳統共和
黨名人的支持，將有助他說服
更多近郊選民投票給他，亦有
助抵消特朗普陣營對他「太
左」的指控。
事實上，據多項最新民調

顯示，共和黨人對特朗普處
理疫情的滿意度有下滑跡
象，平均已跌至低於80%，
顯著低於長期達90%的整體
支持度，反映抗疫不力已成
為特朗普的致命傷，流失不
少基本支持者。
支持特朗普的威斯康星州

前州長沃克表示，特朗普陣
營的競選策略並不清晰，不
應攻擊拜登精力不足或他與
民主黨左翼的關係，而應聚
焦拜登過往為求當選而不擇
手段的言行，形容特朗普陣
營需要集中和顯示紀律，而
非藥石亂投。 ■美聯社

拜登步步進逼
謀共和黨名人站台「撬票」

美國將於 11

月3日舉行總統

大選，今日正

式步入倒數100日，

意味開始進入「最後

直路」階段，目前民主

黨準候選人拜登在多項

民調持續顯著領先，優

勢更不斷拉闊。傳統上

美國在任總統掌握較多

資源，爭取連任一向佔

優，但特朗普任內到處

樹敵，製造社會分化，

加上應對新冠疫情不

力，近期處理反種族歧

視示威亦招致各方炮

轟，爭連任路上

正自毀長城。

特朗普與拜登的支持度，在今年3
月仍相距不遠，拜登僅領先特

朗普2個百分點，從統計學而言屬平
手。此後美國新冠疫情失控、種族平
權示威席捲全國，特朗普的民望一落
千丈，據霍士新聞台近期的民調顯
示，拜登支持度領先特朗普達11個百
分點。特朗普在上屆大選曾藉着險勝
賓夕法尼亞、密歇根及威斯康星3個
重要搖擺州，成功入主白宮，不過拜
登目前在這3個州以至其他搖擺州
份，均領先特朗普。

抗疫施政失敗 在任優勢全無
美國現任總統能透過實際政績，獲

得國民支持，競逐連任時往往佔有優
勢。然而特朗普的政策不單沒有惠國
利民，更把國家推向深淵，例如未能
有效控制疫情，更堅持重啟經濟，最
終導致疫情失控，累計已有逾14萬人
喪命，繼而經濟受創、失業率高企，
民調顯示多達2/3美國人不信任特朗
普領導抗疫。
種族議題及反種族歧視示威是特朗
普另一致命傷，一眾幕僚誤以為強硬

應對，派聯邦執法人
員進入各城市平定示
威，便可吸納年長或鄉郊
選民支持。然而民調數據顯
示，即使在鄉郊地區，支持種族
公義、種族平權示威的人數仍然佔
多數。就算是支持共和黨多年的選
民，亦質疑許多特朗普支持者都是種
族主義者。
不少評論將特朗普與過往在國家危

機下爭取連任的總統比較，如1932年
在經濟大蕭條下爭取連任的胡佛便不
敵羅斯福，1980年的卡特面臨伊朗人
質危機及嚴重通脹，老布什在1992年
則面臨經濟衰退，兩人最終亦連任失
敗。美國社會目前面對的疫情及種族
問題，較胡佛、卡特、老布什治下的
危機，或有過之而無不及。

機會渺茫 搵定藉口
民調機構蓋洛普的統計發現，在

過往10屆美國總統大選，若於倒數
第100日時支持率領先，最終幾乎都
可勝選，只有1988年的老布什能後
來居上。特朗普能成功連任的機會

漸趨渺茫，
他卻一直不肯承諾會
承認落敗，近期更多
次批評郵寄投票容易發生舞弊，明
顯為一旦敗選找藉口。他早前接受
霍士新聞台名嘴華萊士訪問時，更
避答會否接受選舉結果，稱「我不
會直接接受，也不會直接拒絕」。
不少人均擔心特朗普輸打贏要，將
徹底破壞美國的民主制度。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卡拉斯評

論稱，若一國領袖不斷惡意攻擊政治
對手、煽動暴力、拒絕承認選舉結
果，便極易令國家陷入政治暴力，特
朗普卻幾近「符合上述全部特徵」，
值得社會警惕。

■綜合報道

美大選倒數百日

美大選倒數百日

美國總統大選採取選舉人票制度，候選
人一向重視搖擺州份，即使僅勝仍可全取
州所有選舉人票。媒體分析指6個搖擺州
將是今年大選的勝負關鍵，其中3個更是
民主黨票倉「藍色長城」一部分，總統特
朗普卻在2016年大選一一攻陷，最終成功
入主白宮。不過特朗普目前在這些關鍵搖
擺州的選情不樂觀，支持度均落後民主黨
對手拜登。

佛州少數族裔增 利拜登
「藍色長城」由橫跨美國東西岸的18個

州及首都華盛頓構成，這些州份從1992年
至2012年的總統大選均由民主黨勝出，但

當中的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賓夕法尼
亞州，近年民主、共和兩黨的支持度拉
緊，特朗普上屆大選均以不足1%票數之差
險勝，到前年中期選舉，民主黨重奪這3
州的州長寶座，成功修建「藍色長城」。
外界關注這股「藍潮」能否於今屆大選重
現。
除上述3州外，兩黨在亞利桑那州及北

卡羅來納州亦顯得勢均力敵，擁有29張選
舉人票的佛羅里達州，更是兩黨必爭之
地。分析指出，佛州近年少數族裔人口顯
著增加，對民主黨有利，但同時亦有大量
傾向支持共和黨的退休白人遷入，選情如
何走向備受關注。 ■綜合報道

搖擺州定勝負
拜登勢奪「藍色長城」

五大變數左右選情
辯 論 交 鋒

特朗普抗疫不力，導致整體支持率顯著下滑，其競選團
隊正試圖將焦點轉移至個人比拚上，集中攻擊拜登「並
非合格的總統人選」，並寄望在大選前的3場電視辯論
上，特朗普能在正面交鋒時擊倒拜登，挽救選情。

造 勢 集 會
特朗普期望利用大規模競選集會造勢，提振支持者士
氣，不過上月在塔爾薩的首場集會參與人數未如預期。
而受新冠疫情影響，他能否再次舉辦大型集會也成疑
問。

疫 苗 研 發
「經濟牌」是特朗普最倚重的政治資本。若新冠疫苗能
在大選前面世，將有助加快重啟經濟，鼓舞國民信心。
科學家對目前研發的幾款疫苗早期測試結果表示樂觀，
但疫苗能否在年底前完成研發仍是未知之數。

投 票 意 慾
疫情料促使郵寄投票比率急升，會否影響整體投票率尚
待觀察。此外，多個共和黨主政州份近期通過法案，收
緊選民登記及投票規則，被批評降低少數族裔、貧困人
士及學生投票意慾，這些群體一向較支持民主黨，新規
定明顯不利民主黨選情。

「 十 月 驚 奇 」
大選前夕的突發事件往往對選情造成巨大影響，例如在
2016年10月28日，聯邦調查局(FBI)突然宣布，對時
任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的「電郵門」展開調查，令本來
選情看好的希拉里最終飲恨。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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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搖擺州份 特朗普吸票力大減

資料來源：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