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党!" 共和党：两种治国理念
! ! ! !问!本次大选中"美国民主

党和共和党两个竞选团队的政

策主张分别是什么#

答：!""#年金融危机以后!

美国两党分裂的现象更加明显"

虽然奥巴马总统在 !""#年

竞选时就表示要弥合两党之间

的争斗!上任之后也邀请共和党

人出任国防部长等重要职位!但

美国国内的政治两极化现象非但

没有好转!反而愈演愈烈"奥巴马

政府的所有重要议案!如金融改

革方案#医疗改革方案等!在国

会无不以两党划线方式通过"

奥巴马政府没能通过政治

安抚或者某些政策上的妥协来

改善与共和党的关系" 这说明!

美国两党之间的对立已经不仅仅

是权力斗争" 如果说!在 !""$年

伊拉克战争问题上! 美国民主和

共和两党还只是战略之争的话!

那么金融危机之后! 这种矛盾就

已上升为治国理念方面的冲突"

关于美国的经济困局!民主

党开出的药方是加强政府对市

场的管理!这直接挑战了共和党

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理念!难以

获得共和党的合作" 这样!奥巴

马政府的主要改革方案都不得

不强行通过" 结果!美国经济虽

然走出了衰退! 但复苏乏力!失

业率高居不下!财政赤字还增加

了 %万亿美元"这些都为共和党

抨击奥巴马政府提供了有力素

材" 因此!罗姆尼在共和党大会

的发言中严厉批评奥巴马根本

不懂美国经济的运作方式!将美

国带上了错误的道路"

于是!与四年前一样!本次

大选再次被赋予了$为美国选择

道路%的使命" 不同的是!四年

前!民主党的切入点是美国的战

略配置出现了错误"现在共和党

人从经济问题入手! 他们说!美

国的问题不是重新分配财富而

是如何创造财富" 而要创造财

富!美国就要恢复传统"

然而!美国回归传统不可能

仅仅是经济层面"虽然共和党的

经济方案是否能取得成效尚未

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共和党

政府的社会政策将反对同性婚

姻#禁止堕胎#支持私人拥有枪

支的权利" 在对外战略层面!回

归传统意味着强调美国的力量"

如果再加上推广美国式的民主

自由!美国就有可能回到新保守

主义的老路上去"

这样!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治

国理念上看似不大的政治分野!

在具体政策上就表现出明显分

歧" 本次大选实际上意味着!美

国站在一个节点上& 它将决定!

美国是要延续过去四年的改变

还是要放弃这种改变" 然而!不

管美国是否愿意改变!世界本身

就是在发生着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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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共和党 8
月底在全国代表
大会上，提名米
特·罗姆尼与保
罗·瑞安竞选总
统、副总统职位之
后，本月6日奥巴马总统与拜登
副总统也接受了民主党大会的
提名，竞选连任。
去年秋天就已启动的2012

年美国大选终于进入“决赛时
间”。在这一时刻，盘点美国两党
以及两个竞选团队的政策主张、
展望美国的发展走向是再合适
不过了。

奥巴马!" 罗姆尼：谁更具优势？
! ! ! !问! 您认为在本次选举中"奥

巴马和罗姆尼各自具有哪些优势"

谁的胜算更大一些#

答：目前的选情对于奥巴马比
较有利"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奥巴马形势占优
第一" 奥巴马作为现任总统"

在政策运用和媒体曝光率等方面

具有优势$

当然!执政状况有时候也可能

成为拖累!因此奥巴马也不敢掉以

轻心!尤其是不能出现经济状况严

重恶化或者重大的战略意外"维护

国内外局势稳定当前已经成为奥

巴马政府的主要选择"

第二" 奥巴马总统在少数裔%

年轻人以及妇女选民中具有比较

明显的优势$

执政以来!奥巴马总统的一些

政策虽然颇受争议!支持率有时也

跌得厉害!但他在少数裔#青年和

妇女中的人气一直很高"这除了奥

巴马总统所谓的$个人魅力%和黑

人背景外!自由主义色彩比较浓厚

的民主党在处理社会问题时!能够

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也是一个重

要原因"

比如说在对待非法移民的问

题上!民主党人的态度就比共和党

温和#灵活很多"共和党坚持合法身

份!但奥巴马政府在'梦想法案(遭

到共和党抵制后! 今年 &月宣布政

令! 不再将符合一定条件的青少年

非法移民驱逐出境!而允许他们申

请工作签证"有人估计!这一政令将

使 '("万人受益! 其中绝大部分是

拉丁美洲人" 拉美裔是美国增长最

快的少数族裔! 他们有可能会对一

些摇摆州的选举产生决定性影响"

第三"奥巴马能够得到民主党

的全力支持$

虽然奥巴马总统在民主党内

的资历未必很深!但由于民主党人

在经济#社会等问题上立场比较相

近!而且美国的政治文化一般也不

愿意挑战同党竞选连任的总统!因

此!奥巴马的政党基础比较稳固"

罗姆尼有点尴尬
而罗姆尼就没那么幸运了"共

和党人虽然大多标榜自己$保守%!

但他们有的是经济财政方面保守!

有的是社会问题上保守! 有的代表

宗教势力! 还有的则是在防务政策

上非常强硬" 因此!罗姆尼要得到最

大的支持!就要整合所有这些力量"

而且更糟糕的是!罗姆尼在大

多数保守派眼中非常$自由%!他不

得不下大力气团结各方!以至于有

时候甚至矫枉过正!有可能降低他

对中间选民的吸引力"

当然! 罗姆尼也有他的优势!

要不然他也不能一度在支持率上

与奥巴马持平"这种优势至少表现

在两方面"

首先" 作为在野党的候选人"

罗姆尼没有包袱$ 也就是说!罗姆

尼可以将美国现在遇到的一切麻

烦推在奥巴马身上!严厉抨击奥巴

马政府的各项政策!而共和党也正

是这么做的" 然而!只有抨击也很

难保住支持率"罗姆尼需要提出更

加新颖的方案来证明他比奥巴马

更适合担任总统职位"

其次"罗姆尼担任州长的经历

以及他在经济管理方面的经验"应

该是相对于奥巴马的重大优势$

但是!这个优势又与一些复杂

的情况相联系" 比如!罗姆尼本身

的富豪身份以及他相对较低的纳

税率使得他和共和党大力主张的

减税方案令人猜疑" 又比如!罗姆

尼在竞选中几乎不炫耀他的州长

经历!只强调他在经济管理方面的

经验! 这在选举战略中也很少见"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所担任州

长的马萨诸塞州是美国最著名的

$自由派%大本营之一!强调这一身

份有可能令他失去保守派的支持"

“摇摆州”成为关键
因此! 现在的局面对奥巴马比

较有利"在近期各种民调中!奥巴马

的支持率都高于罗姆尼! 即便在内

华达#科罗拉多#艾奥瓦#佛罗里达#

北卡罗莱纳等$摇摆州%也是如此"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民调的结

果并不一定与大选的结果吻合!而

且!选举也总有不确定性"

现在对于奥巴马和罗姆尼来

说!$摇摆州%已经成为关键中的关

键"两个团队已分赴各摇摆州争取

选票!以求在最后差不多六周时间

内为自己多增添一个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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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问!美国两党在选战中的一

系列举动"可能给国际事务和大

国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

答!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

济体#军事超级大国以及利益遍

及全球的国家!四年一度的大选

历来受到全世界关注!今年也不

例外" 然而!美国大选对于世界

的影响其实不仅仅是选后政策!

竞选过程也对世界事务产生着

实质性的影响"

关键问题是!美国政治领导

人从竞选获胜这个目标出发!以

国内政治利益挂帅的方式对待

和筹划对外关系!这必然在国际

关系和全球事务中产生一系列

$副作用%"

首先"美国的竞选政治可能

错置国际事务的优先顺序和解

决进程$

比如说!伊朗核问题和朝鲜

核问题! 美国人都说它们很重

要!但在竞选中!如果这些问题

不能令自己得分!候选人就会倾

向于将它们淡化!从而可能错过

了比较好的干预时机" 相反!有

时候!伊朗核问题和朝鲜核问题

实际上并不那么紧张!但候选人

由于要表现他的$高瞻远瞩%!就

有意聚焦这些问题!结果把原来

比较稳定的局面破坏殆尽!给问

题的解决设置了障碍" 因此!从

处理国际热点问题来看!美国的

选举政治有时候会打乱节奏和

扭曲进程!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美国的选举政治迫使候

选人关注眼前利益"有可能不顾世

界和其他国家反应而出台一些具

有负面影响的政策$

比如说! 美国近期宣布的第

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就是一个非常

典型的例子" 随着投票日期的日

益临近! 美国经济依然没有很大

起色! 失业率仍然维持在很高水

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推

出了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 而且

不设上限! 除非美国的失业率明

显下降才会罢手" 这显然给奥巴

马阵营提供了新的支撑! 但是也

在国际上引发很多担忧! 巴西财

长曼特加直言! 美国的这一做法

将引发全球货币战争"

第三" 美国的选举政治还常

常波及大国关系$

中美关系在冷战结束以来多

次受到美国大选的冲击! 比如说

)**!年老布什对克林顿的竞选以

及 !+""年戈尔对小布什的竞选等"

在今年的大选中! 中国议题

仍然比较受到关注" 美国候选人

往往在经济问题上将中国拿出来

说事儿!或者将中国作为$靶子%

来显示政治上的强硬"然而!经历

了许多选举的美国选民实际上很

清楚政客的那一套" 他们更关心

的是候选人能否拿出改善美国状

况的切实可行的方案! 而不是抹

黑中国"因此!中美关系虽然有些

摩擦! 但总体上还是稳定在建设

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

的框架之下"

随着大选日的日益临近!奥

巴马和罗姆尼正在放手一搏" 在

这一时刻!我们除了关心进展!还要

十分当心美国大选可能溢出的负面

效应!以防自身利益受到损害"

美国大选“冲刺”盘点两党主张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执行所长 吴莼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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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版*“穆尔达大叔”因受
不了平克楼糟糕的治安，搬到名为
“柏树山”的公共住宅楼。

大多数公宅居民认为，治安变
差的起因是 !""#年纽约市长鲁道
夫·朱利亚尼把房屋局警察并入纽
约市警察局。过去，每个公宅项目治
安由专门警官负责，而如今所有公
宅项目被划归 "个警区，每区的警
察负责若干个公宅项目。布朗克斯
一名居民抱怨说：“以前我们认识警
官，现在都不认识了。”大部分公宅
居住者是非洲裔或拉美裔移民。居
民们说，如今巡视公宅的警察多为
白人新手，缺乏与非洲裔或拉美裔
打交道的经验，动不动就拦截居民
搜身，弄得警民关系紧张。而警察巡
逻时也往往只进楼门看一下，不进
入楼梯间，怕遭伏击。“你能感觉到
他们对你的恨扑面而来。太危险了，

能藏人的地方太多。”一名警察说。
居民代表约翰逊批评房屋局官

僚作风严重。莫特·黑文楼发生数起
抢劫案后，他要求房屋局在楼里安装
监控摄像头，但对方回复“必须等，安
装费用太高”。约翰逊转而向一家私
人机构求助，不久就把事情办成。“房
屋局非常生气，说我擅自行事……威
胁要拆掉摄像头。”超过 $#%公宅居
民接受调查时说，对社区犯罪活动
感到非常或有些害怕。近 &'%居民
说，社区过去一年发生过严重犯罪
事件，受访者中有 &%是受害者。
房屋局打算采取措施加强警民

联系，每年就一个最迫切的安全问
题制定解决方案，加强对居民巡逻
队的培训，确定重点监控的地方，制

定进出社区的规定等。

财政寻出路
创立房屋局和纽约公宅项目是

学者兼商人平克的功劳。平克 !(()

年出生，享年 $*岁，曾在纽约贫民
区栖身，他十分清楚那里的孩子如
何在“黑暗、疾病肆虐、拥挤不堪、不
安全的贫民区公寓楼中长大”。
平克发誓铲除贫民区，让穷人

住上“干净、现代化的住房”，得到
+"*,年至 +",-年任纽约市长的菲
奥雷洛·拉瓜迪亚的支持。平克起草
了成立纽约市房屋局的计划和法
案，在房屋局成立后担任局长。在他
的努力下，纽约市第一批公宅在 .

大道和第三街交汇处落成。+"*-年

+)月 *日，平克和拉瓜迪亚出席纽
约市第一批公宅的命名仪式，拉开
全美公宅建设序幕。时任纽约州州
长莱曼和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
罗斯福也出席了命名仪式。
然而，时过境迁。房屋局去年底

发布报告说面临“前所未有”的财政
危机。)//)年以来，由联邦政府拨
给纽约市房屋局的运营补贴比应付
数额缩水 $亿美元，维修补贴则减
少三分之一。$/%的房屋局项目历
史超过 ,/年，需要不同程度修缮。
到 )/+-年，修缮费资金缺口将达
+*/亿美元。房屋局说，修缮费不能
指望纽约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解决，
因为它们自身都债台高筑。
约翰·雷亚 )//"年被纽约市长

布隆伯格委任为房屋局局长后一直
设法扭转房屋局的财政状况。这位
哈佛大学毕业的工商管理硕士拿出
一份 -年计划，宣称到 )/+&年可以
消除房屋局赤字。计划核心内容是
房屋局与花旗银行集团签订融资协
议，后者为 )+个需修缮的公宅项目
提供 )%*亿美元资金，以换取享受
+-年低收入住宅返税政策。
美国税务署每年向各州住房信

贷机构分配税务返还额度，发放给
符合要求的住宅开发机构，再进一
步出售给包括银行在内的投资机
构，让这些投资机构得以降低税收
负债。而开发机构则通过这种方式
实现融资，降低项目债务成本。
尽管房屋局一再声明与花旗合

作并非把项目卖给花旗，不少公宅
居民担心房子的控制权最终落入私
人机构手中，届时他们将被迫搬走。

纽约低租金公宅：“大伞”不再遮风挡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