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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 索

美国中期选举研讨会综述 

○信 息 

美国中期选举研讨会综述 

金灿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３０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举办了“美国中期选举研讨会”。除

美国所科研人员参加外，与会的还有有关政府部门、新闻单位和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

会上，大家就１９９４年美国中期选举的特点和民主党失败的原因、中期选举所反映出来的美国

社会的深层问题、中选之后的美国政局和政府政策走向、以及未来两年的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和

看法。现将研讨会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１９９４年美国中期选举的特点和民主党失败的原因 

  此次中期选举与以前的选举一致的地方在于：选民关心的主要是地方性问题；新闻媒体的作

用突出；虽然独立派选民增多，但是政党组织在竞选中的作用仍然是第一位的。此次选举独特之

处则在于：第一，执政的民主党在选举中败得特别惨，共和党一改多年的劣势，控制了国会参众

两院；掌握了多数州长席位和多数州议会。选举是在经济形势良好、外交颇有起色的情况下进行

的，而这种对执政党有利的形势并未起作用。第二，竞选耗资巨大，创造不少开支纪录。第三，

竞选活动无主题，候选人纷纷以攻击、揭露对手为制胜法宝。值得注意的是由第一个特点引伸出

来的结论，即：经济形势良好和外交上的成绩，不一定有助于执政党；但是，经济衰退或外交上

有重大失误，则一定会损害执政党的政治地位。 

  导致民主党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第一，参选率是个重要因素。民主党的选民人数多但投票率

低，共和党人数少但投票率高，在中期选举总投票人数少的情况下，共和党人投票率高的优势就

得以发挥了。第二，虽然经济形势不错，但目前的新增工作机会多属临时性的、低收入的，老百

姓没有得到实惠。 第三，１９９２年大选中就已出现的反在职者情绪转而威胁在职的民主党

人，而共和党又适时推出一批不是职业政治家的新人，吸引了不少选民。第四，社会问题突出，

选民注意的焦点转移到犯罪、移民等问题上来，而共和党一贯主张严厉打击犯罪、遏止非法移

民，因此先得一分。另外，共和党人有一套明确的纲领——“美利坚契约”，相反民主党人却没

有给选民提供明确的信息。第五，在历次中期选举中，执政党都要丢掉一些席位。然而今年民主

党的选情却格外严峻，一方面，今年竞选的职位中多数原来是属于民主党的，加上有几位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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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牌政治明星退休，使得原来保险的位置就不那么保险了；另一方面，克林顿总统的政治地位严

重下降，连累了其他民主党人。克林顿是以４３％的选民票上台的，选民基础并不雄厚，但是他

上台后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在推进其“变革”措施方面太急躁；而且克林顿的决策班子不得

力，其外交政策在一段时间内摇摆不定；加上克氏丑闻缠身，结果克林顿成为战后声望最低的一

位总统。这必然严重削弱民主党的整体地位。 

  二、选举反映出来的美国社会的深层问题 

  首先，冷战结束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很大冲击，这一冲击仍在继续之中，而美国朝野对这一冲

击的思想准备是不够的。由于失去共同的敌人，老百姓对国内问题的忍耐程度下降，并且不愿意

对外多花钱，反移民情绪上升，结果是内部团结下降，凝聚力削弱。相反，内部分歧公开化，包

括各政党内部的政策纷争更明显，原来存在的社会多样性可能成为分裂的因子。在亨廷顿所谓的

“文明的冲突”发生之前崐，西方内部的文化冲突，现代化与后现代化思潮的冲突，主流文化与

反主流文化的冲突倒是可能先发生。应该说，美国社会处在变化中、调整中。 

  其次，社会问题日益突出，而解决社会问题的难度远超过经济问题。“新政”之后，自由主

义主导美国政坛，它解决了不少问题，也带来不少新问题，如道德败坏、民众对政府信心下降、

新的种族冲突、教育问题恶化、移民大量涌入等十分复杂而无解决良方的问题。以白人中产阶级

为主体的“沉默的多数”不再沉默，人们要求变革。克林顿就是打着变革旗号上台的，他自称是

新民主党人、新自由主义者，然而上台后却在多方面回归了民主党传统的自由主义，结果导致民

主党中选失败。这大概就是克林顿上台与两年后民主党失利之间的内在联系。 

  应该看到，冷战结束后，社会凝聚力下降，民众对政府和当政者的不满增加是世界性现象，

各国都面临这一问题。 

  三、未来政局与政府政策 

  １．政局走向：部分与会者认为，中期选举使美国的政治生态向右转变。选举的结果使共和

党掌握了更多公职，保守派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上升。选举的过程则表明政府决策的社会环

境也向右转了，其标志是：加州反非法移民的１８７法案获多数选民支持；共和党争取连任者均

获成功，所有公开席位都被共和党拿走，此外还从争取连任的民主党人手中拿走了一些席位。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现在不宜下结论说美国社会向右转了。因为有些选民是出于对民主党不

满而投共和党一票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支持共和党。由于对执政者的不满有普遍性，今后总统

连任越来越难。 

  ２．对内政策：中期选举的影响将主要表现在对内政策上，克林顿的施政重点也依然是国内

事务。共和党国会将力争国内政治日程的主导权，并且已经准备提出一系列保守的政策法案，主

要内容是减税、同时削减社会福利、保持国防开支的规模甚至加以扩大等等。在共和党的攻势面

前，克林顿采取了以退为进的守势策略。其国内政策的总趋势是：经济政策不变或少变，社会政

策往后收缩。目前克林顿除了口头表示愿与共和党人合作之外，还采取了一些具体的妥协步骤，

如表示要认真对待１８７法案；拨款６９亿美元对付犯罪；修正健保方案；搁置原计划交国会通

过的禁止公司取代罢工工人的法案等等。 

  由于选举后的国会出现“极”化现象，即共和党新议员比以前的本党议员更保守，而民主党

新议员更自由派，因此克林顿的回旋余地不大。加上１９９６年大选已有人开始筹划，选举政治

提前发挥作用，政党冲突必然加剧，因此，共和党国会与克林顿的白宫出现政治对抗的可能性极

大。 

  需要指出，共和党人权力的增长也意味着他们承担的政治责任和风险的增加，这对共和党争

取１９９６年大选胜利不一定是好事。 

  ３．对外政策：由于中期选举的主题是内政而不是外交，民主党的失败不等于选民否定克林

顿的外交政策；加上美国外交主导权历来属于总统，行政部门在外交事务上享有更多自由度，因

此，选举对外交政策影响较小，这方面的变化不会很大。不过，由于共和党控制了国会两院，而

且将由赫尔姆斯和瑟蒙德等极端保守分子出任有关外事委员会主席，所以，克林顿的外交能力肯

定会受到更多限制。共和党的对外政策，一方面可能导致孤立主义抬头，强调收缩海外的义务，

减少缴纳联合国会费，严格限制参加维和行动（但有时则实行单干主义）；另一方面在贸易问题

上更严厉，对共产主义或前共产主义国家更有戒心，因此，与盟国（如日本）的磨擦将增加，与

俄国间的相互提防也将加剧。 

  四、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中美关系的现行框架是基本上符合各自国家利益的，因此，共和党执掌国会后不会大幅度地

偏离现行政策。另一方面，由于白宫和国会山分别属于不同政党，因此，政党政治完全可能渗入

到中美关系中来。克林顿若想推进中美关系，首先会遭到共和党国会的阻挠。$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选举落选的人中有不少是支持克林顿改善对华关系的温和派人士，而坚决反

共的人士却多数当选了，其中一部分人还同时是亲台派。因此，国会中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干扰中

美关系发展的杂音，如重提台湾、香港、西藏、知识产权、贸易不平衡、核不扩散、人权、劳改

产品等等问题。其中，台湾问题最具影响力。不排除美国国会在以后两年通过一些台湾问题的议

案，而美国政府对台军售的数量和质量也可能进一步增加。 

  中美关系中可能的最大破坏因素是台湾问题，但是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直接障碍崐仍是人权

因素。由于价值观的不同，有些增进中美关系的事情是可以做的，然而却不愿意做或不敢去做；

还是由于价值观不同，所谓“中国威胁论”才有了一定的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