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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拉美移民专题

拉美裔在美国的政治参与:
美国人口结构变化的视角

姬　 虹

内容提要: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美国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ꎬ
拉美裔成为人口最多的少数族裔群体ꎬ 并开始在美国政坛显示自己

的政治实力ꎬ 但拉美裔是否已经摆脱了政治上 “沉睡中的巨人”
状况ꎬ 还存在争议ꎮ 本文以美国 ２０２０ 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ꎬ 分

析目前拉美裔人口的状况与特点ꎬ 指出随着拉美裔人口剧增ꎬ 他们

手中的选票变得越来越重要ꎬ 拉美裔成为两党的争夺对象ꎮ 但拉美

裔人口红利并没有完全转化为政治力量ꎬ 其原因是本文关注的主要

问题ꎮ 通过探讨拉美裔人口的新变化ꎬ 本文认为拉美裔自身的复杂

性ꎬ 如民族来源繁多、 阶层分化显著、 政治诉求不一、 居住分散

等ꎬ 使得拉美裔很难形成一致的群体利益ꎬ 这极大地影响了其政治

力量的发挥ꎮ 此外ꎬ 近年来美国政治生态恶化ꎬ 两党争斗不断ꎬ 政

治极化加深ꎬ 两党在选举程序上的博弈等问题进一步拖累了拉美裔

政治参与的步伐ꎬ 使之成为无辜的政治受害者ꎮ 从美国拉美裔政治

参与的角度ꎬ 可以看出人口变化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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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大选年ꎬ 美国主要媒体都会出现诸如 “拉美裔的投票能决定谁将赢

得宾夕法尼亚州” “拉美裔改变了亚利桑那州”① 此类主题文章ꎬ 这些文章意

指拉美裔是重要的政治力量ꎬ 对美国大选起着关键作用ꎮ 然而ꎬ 这究竟是政

客们的鼓噪宣传还是拉美裔的现实状况? 本文试图以数据和事实为基础ꎬ 就

拉美裔的政治参与作出研判ꎬ 以期从拉美裔这个视角对美国少数族裔的参政

状况和前景做出研究ꎮ

一　 ２０２０ 年美国人口普查与拉美裔现状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以来美国陆续公布了 ２０２０ 年人口普查的初步数据ꎬ 根据现有

数据ꎬ 可以大致看到美国人口变迁的轮廓: 人口总趋势增长放缓ꎬ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年美国人口增长了 ７ ４％ ꎬ 是自 １７９０ 年有统计以来美国历史上人口第二

低的增速ꎻ 从地域看ꎬ 人口增长主要分布在美国西部和南部ꎬ 数据显示ꎬ 当

前西部和南部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 ６２％ ꎻ 白人人口持续下降ꎬ １０ 年间减少了

５００ 万人ꎬ 当前白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５７ ８％ ②ꎻ 白人依然是美国人口的主

力ꎬ 但少数族裔和多种族人口 １０ 年间大幅增长ꎬ 多元化是目前人口的重要

特征ꎮ
２０２０ 年美国拉美裔人口是 ６２１０ 万ꎬ １０ 年间增长幅度为 ２３％ ꎮ 自 ２００１ 年

起ꎬ 拉美裔 /西班牙语裔 (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或后代) 是美国最大的少数族

裔群体ꎮ 美国人口普查局从 １９７０ 年起开始在人口普查表中询问受访者是否为

拉美裔或西班牙语裔 (简称西裔)ꎬ 当时的调查比较简略ꎬ 只是询问受访者是

否来自下列这些国家或有这些国家的血统ꎬ 如墨西哥、 波多黎各、 古巴、 中

美洲和南美洲国家③ꎮ １９７６ 年美国国会通过 «９４—３１１ 号公法»ꎬ 要求收集和

分析 “美国有西班牙语国家出身和血统的群体” 的数据ꎮ １９７７ 年美国管理与

预算办公室 (ＯＭＢ) 将 “墨西哥、 波多黎各、 古巴、 中南美洲和其他任何有

西班牙语国家文化背景和血统的人” 确立为西班牙语族裔群体ꎬ 西裔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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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Ｄａｎｉｅｌ Ｍａｒａｎｓꎬ “Ｌａｔｉｎｏ Ｔｕｒｎｏｕｔ Ｃｏｕｌｄ Ｄｅｃｉｄｅ Ｗｈｏ Ｗｉｎｓ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ꎬ ｉｎ ＨｕｆｆＰｏｓｔ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６ꎬ
２０２０ꎻ Ｊｏｓｅ Ａ Ｄｅｌ Ｒｅａｌꎬ “Ｌａｔｉｎｏ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Ｄｏ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Ｓｅｅ ｔｈｅｍ?”ꎬ ｉ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 Ｊｕｌｙ
２９ꎬ ２０２０

Ｕ Ｓ Ｃｅｎｓｕｓ Ｂｕｒｅａｕꎬ “Ｒａ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０１０ Ｃｅｎｓｕｓ ａｎｄ ２０２０
Ｃｅｎｓｕｓ”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２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ｎｓｕｓ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１５]

Ｕ Ｓ Ｃｅｎｓｕｓ Ｂｕｒｅａｕꎬ “１９７０ Ｃｅｎｓｕ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ｎｓｕｓ ｇｏｖ /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ｐｄｆ / １９７０＿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ｐｄｆ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１４]



拉美裔在美国的政治参与: 美国人口结构变化的视角　

任何种族ꎮ① １９９７ 年该办公室又对种族分类做了调整ꎬ 除了重新定义美国种

族的五大分类 (白人、 黑人、 亚裔、 夏威夷土著或其他太平洋岛民、 美国印

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ꎬ 还规定拉美裔 (ｌａｔｉｎｏ) 与西裔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作为

族裔概念同时使用ꎮ② 从 １９８０ 年人口普查起ꎬ 受访者在回答 “是否为拉美裔

或有西班牙语国家血统?” 时ꎬ 如果回答 “是” 的话ꎬ 接着要回答具体是来自

哪个国家的族裔群体 (有墨西哥、 波多黎各、 古巴、 阿根廷、 哥伦比亚、 尼

加拉瓜、 萨尔瓦多、 西班牙等选项)ꎮ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文件中ꎬ 更多使用的

是 “西裔”ꎬ 而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更倾向 “拉美裔” 和 “西裔” 二者可以

相互替代ꎮ 但也有学者认为ꎬ 两者还是有区别的ꎬ 西裔强调来自拉丁美洲且

语言是西班牙语的群体ꎬ 其中包括西班牙人ꎬ 但不包括巴西裔 (其语言是葡

萄牙语)ꎮ 拉美裔指的是来自拉丁美洲 (包括巴西ꎬ 但不包括西班牙) 的移

民ꎬ 不论所操何种语言ꎮ③ 拉美裔 / 西裔不仅是一种称谓ꎬ 更是一种认同ꎮ 出

于表述的方便ꎬ 本文使用 “拉美裔” 这个称谓ꎬ 意指来自拉丁美洲各国的移

民及其后裔ꎮ
通过 ２０２０ 年人口普查的数据结果ꎬ 可以对目前美国拉美裔状况有比较直

观的认识ꎮ
首先ꎬ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间美国拉美裔人口大幅增长ꎬ 拉美裔足迹从传统落

脚地西部和西南部逐步延伸到中西部ꎮ

表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美国拉美裔人口变化 (单位: 万人)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拉美裔人口增量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拉美裔人口增量

３５３０ ５８１８ ５０４７ ７５９４ ６２０８ ００４４ １５１７ １７７６ １１６０ ２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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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ꎬ 得克萨斯州 １０ 年间增加了 ４００ 万人口ꎬ 其

中 ２００ 万是拉美裔ꎬ 佛罗里达州 ２７０ 万新增人口中有 ５４％ 是拉美裔ꎬ 北卡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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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纳州 ９０ ４ 万新增人口中有 ３５％是拉美裔ꎮ 可以说ꎬ 如果没有拉美裔ꎬ 很多

州不可能取得人口增长ꎮ 表 ２ 列出了 ２０２０ 年拉美裔人口比重最高的 １０ 个州和

拉美裔人口数量最多的 １０ 个州ꎮ

表 ２　 ２０２０ 年拉美裔人口比重最高的 １０ 个州和拉美裔人口数量最多的 １０ 个州

序号 州 拉美裔人口比重 (％ ) 序号 州 拉美裔人口数量 (万人)

１ 新墨西哥 ４７ ７ １ 加利福尼亚 １５８０

２ 加利福尼亚 ３９ ４ ２ 得克萨斯 １１４４

３ 得克萨斯 ３９ ３ ３ 佛罗里达 ５７０

４ 亚利桑那 ３０ ７ ４ 纽约 ３９５

５ 内华达 ２８ ７ ５ 伊利诺伊 ２３４

６ 佛罗里达 ２６ ５ ６ 亚利桑那 ２１９

７ 科罗拉多 ２１ ９ ７ 新泽西 ２００

８ 新泽西 ２１ ６ ８ 科罗拉多 １２６

９ 纽约 １９ ５ ９ 佐治亚 １１２

１０ 伊利诺伊 １８ ２ １０ 北卡罗来纳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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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裔人口比重最高和人数最多的各州基本上还是原来拉美裔的传统落

脚点ꎬ 但也有向全国扩散的趋势ꎮ 如北达科他州、 南达科他州以往鲜有拉美

裔足迹ꎬ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期间北达科他州拉美裔增长率是 １４８ １％ ꎬ 南达科他

州是 ７５ １％ ꎬ 位列美国各州拉美裔人口增长率首位和第二位ꎬ 这主要归于当

地能源企业和建筑业的发展ꎮ
其次ꎬ 尽管美国拉美裔人口有显著增长ꎬ 但速度放缓ꎮ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拉

美裔人口增长 １３００ 万人ꎬ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增长了 １５００ 万人ꎬ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则

增长了 １１６０ 万人ꎮ 根据此前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ꎬ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拉美裔人口

增长率是 ４ ５％ ꎬ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增 长 ４ ８％ ꎬ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 增 长 ３ ８％ ꎬ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增长 ３ ４％ ꎬ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增长 ２ １％ ꎬ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增速是

近年来最低的ꎬ 仅为 １ ９％ ꎮ① 在很多拉美裔聚集的州ꎬ 其人口增长速度是全

国最低的ꎮ 表 ３ 显示的是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拉美裔人口增长率最低的 １０ 个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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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拉美裔人口增长率最低的 １０ 个州 (单位:％ )

序号 州 拉美裔人口增长率 序号 州 拉美裔人口增长率

１ 新墨西哥 ６ ０ ６ 亚利桑那 １５ ７

２ 加利福尼亚 １１ ２ ７ 怀俄明 １７ ５

３ 夏威夷 １５ ０ ８ 得克萨斯 ２０ ９

４ 伊利诺伊 １５ ３ ９ 科罗拉多 ２１ ６

５ 纽约 １５ ５ １０ 内华达 ２４ ３

资料来源: Ｕ Ｓ Ｃｅｎｓｕｓ Ｂｕｒｅａｕꎬ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０１０ Ｃｅｎｓｕｓ ａｎｄ ２０２０ Ｃｅｎｓｕｓ”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２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ｎｓｕｓ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１５]

美国拉美裔人口增长速度放缓的原因主要是拉美裔妇女生育率下降ꎮ 美

国研究家庭问题的学者莱曼斯通认为ꎬ ２００８ 年每位拉美裔母亲平均有 ２ ８
个孩子ꎬ ２００９ 年以后生育率逐年下降ꎬ 到 ２０１９ 年时平均只有 ２ 个孩子ꎬ 全美

国少生了 ２７０ 万个孩子ꎮ① 拉美裔妇女生育率下降之快ꎬ 甚至超过白人和黑人

妇女ꎮ② 生育率降低主要与拉美裔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 抚养孩子成本增加、
本土出生的拉美裔妇女生育观变化相关联ꎮ 与此同时ꎬ 拉美裔移民妇女生育

率也在降低ꎬ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期间出生地为外国的拉美裔妇女的生育率下降了

２５％ ꎮ③ 在加利福尼亚州ꎬ 拉美裔是最大的族裔群体ꎬ 由于其人口增长率不高

(１１ ２％ )ꎬ 连累了加州整体人口数量下滑ꎬ 导致 ２０２０ 年加州有史以来第一次

减少了众议员席位ꎮ
再次ꎬ 美国拉美裔呈年轻化趋势ꎮ ２０２０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ꎬ 美国人口

结构在加速老龄化ꎬ １８ 岁及以下人口占比在下降ꎬ １９６０ 年 １８ 岁及以下人口

占比 ３５ ８％ ꎬ ２０１０ 年是 ２４％ ꎬ ２０２０ 年进一步降至 ２２ １％ ꎮ④ 同时ꎬ 白人群体

中 １８ 岁及以下人口的比重已经跌破 ５０％ ꎬ 少数族裔年轻人占了多数ꎬ 其中

２５ ７％是拉美裔ꎮ ２０１９ 年皮尤研究中心的结果显示ꎬ 全美人口的中位数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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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３８ 岁ꎬ 白人是 ４４ 岁ꎬ 而拉美裔只有 ３０ 岁ꎮ①

最后ꎬ 美国拉美裔人口构成也在变化ꎬ 移民步伐放缓ꎮ 一提起拉美裔ꎬ
马上让人联想到其移民身份ꎬ 而实际上ꎬ 在拉美裔中本土出生的人口比重已

经超过半数ꎬ ２０１６ 年达到 ６５ ９％ ꎬ ２０２０ 年为 ６６ ７％ ②ꎬ 母国 (或祖籍国) 出

生的移民占拉美裔人口的比重降至 １ / ３ 左右ꎮ ２０１７ 年拉美裔中人数最多的是

墨西哥裔ꎬ 占比 ６２％ ꎬ 其后按从多到少依次为波多黎各裔、 萨尔瓦多裔、 古

巴裔、 多米尼加裔、 危地马拉裔、 哥伦比亚裔、 洪都拉斯裔、 厄瓜多尔裔、
秘鲁裔、 尼加拉瓜裔、 委内瑞拉裔、 阿根廷裔和巴拿马裔ꎮ 尽管墨西哥裔人

数最多ꎬ 但占比在减少ꎬ 增长速度放缓ꎮ 中美洲移民势头强劲ꎬ 委内瑞拉裔

增长率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达到 ７６％ ꎬ 同期多米尼加裔和危地马拉裔分别有 ３７％
和 ３０％的增长ꎮ③ 自 ２０１０ 年起ꎬ 每年抵达美国的亚裔新移民超过拉美裔ꎬ 印度

取代墨西哥成为第一大移民来源国ꎬ 预计 ２０５５ 年亚裔将超过拉美裔成为美国最

大移民群体ꎮ 这一现象的背后原因是美国收紧移民政策ꎬ 加紧管控边境线ꎬ 使

得非法移民数量逐渐减少: ２００７ 年时非法移民人数达到顶峰ꎬ 为 １２２０ 万人ꎬ 之

后有所下降ꎬ ２０１７ 年为 １０５０ 万人ꎮ 同时ꎬ 非法移民的构成也有所变化ꎬ ２００７ 年

墨西哥裔非法移民是 ６９０ 万人ꎬ 占非法移民总量的一半以上ꎬ ２０１７ 年降为 ４９０
万人ꎬ 占比是 ４７％ꎮ 这种变化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墨西哥裔移民回流有关ꎬ 在这个

时段前往美国移民的墨西哥人有 ７０ 万ꎬ 但同时从美国返回母国墨西哥的人数达

到 １００ 万ꎮ④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是导致墨西哥裔回流的直接原因ꎮ
２０２０ 年人口普查是在普查时间缩短、 疫情发生且特朗普总统坚持在问卷

中添加关于公民身份的提问 (虽然联邦最高法院介入但没有成功) 等情况下

进行的ꎮ 在人口数据公布后ꎬ 拉美裔民权组织质疑人口普查数据的准确性ꎬ
认为得克萨斯、 佛罗里达和亚利桑那三州的拉美裔人口数量被低估ꎬ 没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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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预期的人口水平ꎮ 美国人口普查不仅是简单地清点人数ꎬ 更是涉及联邦经

费的分配以及国会众议员席位的变化ꎬ 尤其后者更是关键之所在ꎮ

二　 美国拉美裔依然是 “沉睡中的巨人”

以往美国拉美裔一直被称为 “沉睡中的巨人”ꎬ 含义是拉美裔人口众多ꎬ 但

参政热情不高ꎬ 政治参与感弱ꎬ 所以被各种政治势力所忽视ꎮ 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美国 «时代» 杂志刊登封面文章ꎬ 认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将是 “拉美裔的 １０
年”ꎬ 预言到 ２０ 世纪末 ２１ 世纪初ꎬ 这个 “沉睡中的巨人” 将被唤醒ꎬ 进而影响

美国的政治进程ꎮ 时至今日ꎬ 这个 “巨人” 是否已被唤醒ꎬ 还存在争议ꎬ 但拉美

裔人口红利并没有转化为政治实力却是事实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 本文主要关注拉美

裔的选举政治ꎬ 参加投票是政治参与的一个方面ꎬ 也是影响最大的方面ꎬ 此外政

治参与还包括竞选公职、 为选举捐款、 游说、 充当志愿者、 参加集会等ꎮ①

(一) 相对于其他族裔群体ꎬ 拉美裔选民的登记率和投票率偏低ꎮ
２０２０ 年美国大选中ꎬ 拉美裔占合格选民人数的 １３％ ꎬ 投票选民人数的

１１％ ꎬ ２０１６ 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 １２％ 和 ９％ ꎮ② ２０２０ 年全国选民登记率是

７３％ ꎬ 拉美裔是 ６１％ ꎬ 白人是 ７７％ ꎬ 黑人是 ６９％ ꎮ③ ２００８ 年拉美裔投票率是

５０％ ꎬ ２０１２ 年是 ４８％ ꎬ ２０１６ 年是 ４８％ ꎬ ２０２０ 年是 ５４％ ꎮ 拉美裔投票率尽管

有所提高ꎬ 但相对于白人和黑人而言还是处于低位: 白人投票率 ２００８ 年是

６６％ ꎬ ２０１２ 年是 ６４％ ꎬ ２０１６ 年是 ６５％ ꎬ ２０２０ 年是 ７１％ ꎻ 黑人投票率 ２００８ 年

是 ６５％ ꎬ ２０１２ 年是 ６７％ ꎬ ２０１６ 年是 ６０％ ꎬ ２０２０ 年是 ６３％ ꎮ④

在以往研究拉美裔选民登记率和投票率低的原因时ꎬ 学者们常常归结为

语言不通进而影响投票ꎮ 但现在拉美裔群体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ꎬ ２０１９ 年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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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Ｃｈｒｉｓ Ｇａｒｃｉａ ａｎｄ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Ｒ Ｓａｎｃｈｅｚꎬ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 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ｖ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１４２

Ｕ Ｓ Ｃｅｎｓｕｓ Ｂｕｒｅａｕꎬ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 ２０２０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Ｈａｄ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Ｖｏｔ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Ｒｅｃｏｒｄ”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ｎｓｕｓ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２０２１ / ０４ /
ｒｅｃｏｒｄ － ｈｉｇｈ － ｔｕｒｎｏｕｔ － ｉｎ － ２０２０ － ｇｅｎｅｒａｌ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０９]

Ｕ Ｓ Ｃｅｎｓｕｓ Ｂｕｒｅａｕꎬ “ Ｖｏ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ｎｓｕｓ ｇｏｖ / ｄａｔａ / ｔａｂｌｅｓ / ｔｉｍｅ － ｓｅｒｉｅｓ / ｄｅｍｏ / ｖｏｔｉｎｇ － ａｎｄ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ｐ２０ － ５８５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２８]

Ｕ Ｓ Ｃｅｎｓｕｓ Ｂｕｒｅａｕꎬ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 ２０２０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Ｈａｄ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Ｖｏｔ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Ｒｅｃｏｒｄ”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ｎｓｕｓ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２０２１ / ０４ /
ｒｅｃｏｒｄ － ｈｉｇｈ － ｔｕｒｎｏｕｔ － ｉｎ － ２０２０ － ｇｅｎｅｒａｌ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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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的拉美裔中有 ７２％的人英语流利ꎬ 在家只讲西班牙语的人口比重逐年

下降ꎮ① 也有人将拉美裔投票率低归咎于低龄化ꎬ 即该族裔人口中低于 １８ 岁

的人比重偏高ꎬ 以及未归化的移民比重高ꎮ 实际上ꎬ 目前拉美裔中本土出生

的人口比重达 ８０％ ꎬ １８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７０％以上ꎬ 其中本土出生者占 ５５％
以上ꎮ② 根据拉美裔学者赫拉尔多卡达瓦 (Ｇｅｒａｌｄｏ Ｃａｄａｖａ) 的推测ꎬ 从

２０２０ 年起ꎬ 美国每 ３０ 秒中就有一位拉美裔合格选民产生ꎮ③

有学者认为ꎬ 拉美裔的社会经济状况极大影响了其投票行为ꎬ 包括教育、
收入、 就业等因素ꎬ 其中受教育程度是最为关键的因素ꎬ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

比较容易参与政治活动ꎬ 如投票ꎮ④ 社会经济状态确实是影响选民投票的重要

因素ꎬ 这不仅仅表现在拉美裔群体中ꎬ 而是表现在所有选民之中ꎮ 在 ２０２０ 年

大选中ꎬ 持有高中毕业文凭的选民登记率是 ６４％ ꎬ 持学士学位以上的选民登

记率则高达 ８１％ ꎮ⑤

(二) 在各级政府中ꎬ 拉美裔的参政比重偏低ꎬ 与人口比重不相称ꎮ
«得克萨斯论坛报» (Ｔｈｅ Ｔｅｘａｓ Ｔｒｉｂｕｎｅ) 每隔两年对州议会两院议员的种

族构成、 性别和年龄进行一次跟踪调查ꎬ 结果发现ꎬ 不管本州人口构成如何

变化ꎬ 州议员的种族构成是不变的ꎬ 所以每次调查结果的标题都是一致的———
“白人男性控制着州议会”ꎮ ２０２１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ꎬ 拉美裔在得克萨斯州的

人口比重是 ３９ ３％ ꎬ 白人人口比重是 ３９ ７％ ꎻ 同时在 １８０ 名州议员中ꎬ 拉美

裔有 ４６ 名ꎬ 白人有 １１０ 名ꎮ 如果按人口比重来分配ꎬ 拉美裔州议员应该是 ７２
名ꎬ 白人应该是 ７４ 名ꎮ⑥ 拉美裔是加州第一大族裔群体ꎬ 人数已经超过白人ꎬ
但 ２０１８ 年州议会中拉美裔议员只占 ２４％ ꎮ ２０２０ 年年底ꎬ 加州州长克里斯托

—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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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１ꎬ 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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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纽瑟姆 (Ｇａｖｉｎ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Ｎｅｗｓｏｍ) 任命州务卿亚历克斯帕迪拉 (Ａｌｅｘ
Ｐａｄｉｌｌａ) 代替已经成为副总统的卡玛拉哈里斯 (Ｋａｍａｌａ Ｈａｒｒｉｓ) 出任联邦参

议员ꎬ 使之成为加州历史上第一位拉美裔联邦参议员ꎮ 纽约州的拉美裔人口

占 １９％ ꎬ 但州议员中只有 ９ 名拉美裔议员ꎬ 占比仅为 ９％ ꎮ
２０２０ 年 «今日美国报» 刊登文章 «拉美裔仅占地方和联邦民选官员的

１％ : 这是个大问题»ꎬ 该文揭示拉美裔人口剧增ꎬ 但其在联邦和地方民选官

员中的比重不到 １ ２％ ꎮ 根据 “全美拉美裔民选官员和任命官员联合会”
(ＮＡＬＥＯ) ２０１９ 年的数据 (见表 ４)ꎬ 可以看出拉美裔官员不仅人数少ꎬ 而且

级别低ꎬ 联邦和州层面只有 ３８９ 人ꎬ 其余都是县和市层面的官员ꎮ

表 ４　 美国拉美裔公职人员分布情况 (单位: 人)

男性 女性 共计

联邦参议员 ３ １ ４

联邦众议员 ２６ １２ ３８

州政府官员 １１ ６ １７

州参议员 ４５ ４０ ８５

州众议员 １４１ １０４ ２４５

县政府官员 ２９２ ２２５ ５１７

市政府官员 １５０９ ７４９ ２２５８

执法官员 ５６５ ３１７ ８８２

教育委员会官员 １４２２ １１１３ ２５３５

特别区官员 １８６ ６５ ２５１

小计 ４２００ ２６３２ ６８３２

总计 ６８３２　

资料来源: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ｔｉｎｏ 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ꎬ “２０１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ｔｉｎｏ Ｅｌｅｃｔｅ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ꎬ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ｎａｌｅｏ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９ / １２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０５]

此外ꎬ 人口变动并未带来联邦众议员席位的变化ꎬ 尽管拉美裔是美国人

口增长的主要来源ꎬ 但他们并没有由此获得政治上的好处ꎮ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

数据公布后ꎬ 得克萨斯州增加了 ４ 个国会众议员席位ꎬ 该州 １０ 年间人口增量

的 ６５％来源于拉美裔ꎬ 但由于共和党在国会选区划分上的 “技术操作”ꎬ 拉

美裔没能增加众议员人数ꎮ①

—９２—

① “Ｇａｉｎｓ ｉｎ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Ｅｌｕｄｅ Ｔｅｘａｓ Ｌａｔｉｎｏｓ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ｏｏｍꎬ Ｎｅｗ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ꎬ ｉ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 Ｍａｙ ３０ꎬ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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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情况看ꎬ 拉美裔应该还是处于 “沉睡中的巨人” 状态: 一方面ꎬ
拉美裔的政治参与度仍然比较低ꎻ 另一方面ꎬ 就全美国而言ꎬ 拉美裔的投票

作用仅体现在局部而非全国ꎬ 只是在两党竞争激烈的 “战场州” 作用凸显ꎮ
在 ２０２０ 年大选中ꎬ 拜登在佐治亚州以不到 ０ ３ 个百分点险胜特朗普ꎬ 这是佐

治亚州近 ３０ 年来第一次支持民主党候选人ꎬ 除了黑人的大力支持外ꎬ 拜登还

获得了 ７５％拉美裔的支持ꎮ 在亚利桑那州ꎬ 拜登仅以 ０ ３ 个百分点领先特朗

普ꎬ 拉美裔的支持 (６３％ ) 是关键因素ꎬ 该州马里科帕县 ７５％ 的拉美裔支持

拜登ꎬ 皮马县这一数据为 ８０％ 、 尤马县是 ７４％ ꎮ 就全国而言ꎬ 由于拉美裔有

聚族而居的情况ꎬ 造成选民过度集中ꎬ 与白人相比投票率仍然比较低ꎬ 拉美

裔还不能被称为 “集团投票” (ｖｏｔｉｎｇ ｂｌｏｃ)ꎮ 所谓 “集团投票” 必须是某一

选民群体在投票时保持高度一致ꎬ 相似度达到 ９０％ 以上ꎬ 如黑人ꎮ① 拉美裔

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摇摆ꎬ 票源分散ꎬ 目前来讲拉美裔处于扩张选民、 积

蓄力量的状态ꎬ 还不是美国媒体所宣扬的 “沉睡的巨人醒了” 的状况ꎮ② 因

此ꎬ 不能夸大拉美裔的政治影响力ꎮ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拉美裔政治参与度低? 学者们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了

研究ꎬ 国内学者更多关注拉美裔政治参与的状况和影响ꎬ 如任坤强调拉美裔

对美国选举政治带来的深刻影响ꎮ③ 何晓跃对 “西裔特朗普选民” 做了较为

深刻的研究ꎬ 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西裔特朗普选民ꎬ 是经济因素、 移民改革、
社会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ꎮ④ 国内学者对拉美裔政治参与率低的

内在原因关注比较少ꎮ
美国学者从美国人口结构以及拉美裔政治文化、 政治行为、 政治动员、

拉美裔在政府的代表性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ꎬ 涉及族性、 党派、 利益组织、
投票行为和拉美裔的意识形态等问题ꎮ 有学者认为ꎬ 随着拉美裔的同化并逐

步融入美国主流社会ꎬ 他们形成了泛族性ꎬ 这种泛族性是基于相似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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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和语言等因素ꎮ① 泛族性逐渐替代原国籍成为影响拉美裔政治行为的主要

因素ꎮ② 但也有学者认为ꎬ 原国籍因素仍严重影响着拉美裔的政治选择ꎬ 如墨

西哥裔、 古巴裔和波多黎各裔之间存在着极大的政治差异ꎮ③ 在党派因素上ꎬ
有学者认为ꎬ 拉美裔在政治上不是铁板一块ꎬ 也没有太强的党派意识ꎬ 尽管

大多数的拉美裔归属于民主党ꎬ 但也可能跨党派投票ꎮ④ 另有学者强调指出ꎬ
意识形态偏好和拉美裔身份认同使得拉美裔倒向民主党ꎬ 强烈的党派倾向推

动其政治活动ꎮ⑤ 在探讨拉美裔的党派认同来源问题时ꎬ 有学者认为是泛族性

影响了拉美裔的党派认同ꎬ 而不是意识形态、 宗教、 议题因素⑥ꎬ 特定环境下

候选人的族性对拉美裔选民的选择发挥作用ꎮ⑦ 上述研究涉及面广ꎬ 很多研究

是跨学科成果ꎬ 但不足之处在于ꎬ 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采用 ３ 次与拉美裔相关的

数据调查ꎬ 即 １９８８ 年 “全国拉美裔移民调查” (ＮＬＩＳ)、 １９９０ 年 “全国拉美裔

政治调查” (ＬＮＰＳ) 和２００６ 年 “全国拉美裔调查” (ＬＮＳ )ꎬ 没有涉及最新的拉

美裔社会政治状态ꎮ 然而ꎬ 目前无论是拉美裔本身还是美国政治生态都发生了

很大变化ꎬ 这些变化直接影响到拉美裔的政治参与ꎬ 尤其是 ２０２０ 年大选ꎮ

三　 影响拉美裔政治参与的因素

如前所述ꎬ 进入 ２１ 世纪第二个 １０ 年以来ꎬ 美国人口特征的变化使得拉

美裔自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ꎬ 极大地影响了拉美裔的投票取向ꎮ 尽管特朗普

任内对拉美裔移民持敌视的态度ꎬ 其政策无不彰显种族主义色彩ꎬ 从修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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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边境墙到对非法移民 “零容忍” 政策ꎬ 造成了大批拉美裔非法移民骨肉分

离ꎬ 但是特朗普的政策并没有引发 ２０２０ 年大选拉美裔投票率的反弹ꎬ “西裔

特朗普选民” 队伍反而扩大了ꎮ 据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ＣＮＮ) 出口民

调数据显示ꎬ 特朗普获得了 ３２％拉美裔的支持ꎬ 与 ２０１６ 年 (２８％ ) 相比ꎬ 来

自拉美裔的支持率有所上升ꎮ 特朗普这种反常规而得利的做法ꎬ 从根源上看ꎬ
是拉美裔自身状况所决定的ꎬ 也是造成拉美裔很难团结一致形成强大政治影

响力的原因所在ꎮ
首先ꎬ 拉美裔更加看重经济议题ꎬ 这与移民人口比重下降、 本土出生人

口比重上升有直接关系ꎮ ２０２０ 年大选中ꎬ 位于得克萨斯南部的边境县查巴塔

引起全国关注ꎬ 该县人口 １４１７９ 人ꎬ 拉美裔占比是 ９５％ ꎬ 主要是墨西哥裔ꎬ
特朗普获得了当地 ５２％ 拉美裔的支持ꎬ 而 ２０１６ 年他的支持率还只有 ３２％ ꎬ
２０１２ 年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所获拉美裔的支持率是 ４３％ ꎮ 当地的墨西哥裔已

经在此地居住了数代ꎬ 和新移民有着很大不同ꎮ 他们不关心政府的移民政策ꎬ
虽然对滞留边境的中美洲非法移民怀有同情ꎬ 但视其为 “外来者”ꎬ 认为彼此

之间没有任何文化相似性ꎬ 他们注重经济议题ꎬ 关心的是自身的就业和经济

状况ꎮ①

查巴塔县墨西哥裔是本土出生拉美裔的一个缩影ꎬ 反映出他们与普通美

国人一样关注经济和自身就业ꎬ 移民问题已经不再是其关注的首选ꎬ 这是

２０２０ 年西裔特朗普选民继续扩大的内在原因ꎮ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ꎬ 拉美裔

的经济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ꎬ ２０１６ 年拉美裔中位数年收入是 ４ ６９ 万美元ꎬ 低

于白人 (６ ３２ 万美元)ꎬ 但高于黑人 (３ ８６ 万美元)ꎻ ４７％的拉美裔拥有大学

学历ꎬ 而 １９９９ 年这个数字仅为 ３２％ ꎮ②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ꎬ ２０１９ 年

美国的贫困率是 １０ ５％ ꎬ 为 １９５９ 年以来最低ꎬ 拉美裔贫困率是 １５ ７％ (２０１８
年是 １７ ６％ )ꎻ 在失业率方面ꎬ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全美国失业率是 ３ ５％ ꎬ 拉美裔是

３ ９％ ꎬ 略高于全国水平ꎬ 也是近年来较低的水平ꎮ 特朗普上台后曾出台 “拉
美裔繁荣倡议”ꎬ 对从事工商业、 服务业的拉美裔提供扶持政策ꎮ 这些计划是

否得到实实在在的推进ꎬ 还有待研究ꎬ 但经济形势的好转使得一部分拉美裔

获益ꎬ 他们成为特朗普的支持者ꎮ 阶层差异加剧了美国本土出生的拉美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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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移民的拉美裔之间对社会议题的不同看法ꎬ 如移民政策改革ꎮ 皮尤研究

中心在问及 “是否担心亲人或朋友被遣返”ꎬ ５６％的本土出生拉美裔受访者表

示 “不太介意”ꎬ 而持同样态度的母国出生拉美裔是 ３２％ ꎮ① 移民先来者和后

到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造成他们对总统候选人持不同态度ꎮ
其次ꎬ 不同的拉美裔群体政治立场完全不同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中旬以来ꎬ 得

克萨斯州南部边境小城德尔里奥出现海地难民危机ꎬ 数万名海地难民跨过格

兰德河ꎬ 聚集在德尔里奥ꎬ 试图从此地进入美国ꎮ 美国政府出动飞机ꎬ 把滞

留在德尔里奥的海地难民强行遣返回国ꎬ 同时出动边境巡逻队用暴力把难民

从德尔里奥驱赶回墨西哥边境一侧ꎮ 此起难民危机引起国际社会关注ꎬ 然而

在美国ꎬ 除了海地难民特使因不满拜登政府驱赶政策而辞职外ꎬ 国内社会反

应平平ꎬ 只有黑人民权团体出来为海地难民打抱不平②ꎬ 而在同为拉美裔的同

胞中却鲜有支持ꎬ 原因何在? 正如有学者所言ꎬ 美国拉美裔移民是个非常复

杂的群体ꎬ 他们的阶级观、 种族观、 政治信仰不同ꎬ 祖籍国政治差异也很大ꎬ
这些因素影响了他们之间的团结ꎬ 此外ꎬ 拉美社会的等级观念随着移民也被

带入了美国社会ꎮ③ 海地难民的黑色皮肤以及海地独特的文化特征ꎬ 使得其他

拉美裔族群与他们拉开距离ꎮ
海地难民危机也反映出拉美裔内部的差异ꎮ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ꎬ

可以对拉美裔中各亚群体的社会经济状况有所了解: 拉美裔中人口最多的是

墨西哥裔ꎬ 占拉美裔总人口的 ６０％左右ꎻ 高中学历以上人口比重最高的是古

巴裔 (５７％ )ꎻ 洪都拉斯裔贫困率最高 (２６％ )ꎬ 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也最

低ꎬ 仅为 ４ １ 万美元ꎬ 阿根廷裔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最高ꎬ 为 ６ ８ 万美元ꎮ④

拉美裔居住模式是聚族而居ꎬ 墨西哥裔多集中在西部和西南部ꎬ 古巴裔主要

在佛罗里达州南部ꎬ 其中迈阿密—戴德县就聚集了古巴裔人口的 ４８％ ꎬ 多米

尼加裔和波多黎各裔则落脚于纽约市ꎮ 不同的拉美族裔群体意识形态各不相

同ꎬ 波多黎各裔是民主党的支持者ꎬ 古巴裔和委内瑞拉裔支持共和党ꎬ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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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美国的力量推翻祖籍国的政权ꎮ 近年来委内瑞拉裔人数增长很快ꎬ 佛罗

里达州聚集了 ２０ 万委内瑞拉移民ꎬ 其中一部分人是马杜罗就任总统后出逃美

国的ꎬ 这些人支持特朗普对委内瑞拉的制裁政策ꎬ 拥护特朗普支持的反对派

领导人瓜伊多ꎬ 希望能在委内瑞拉实施 “吉隆滩入侵事件” ２ ０ 版ꎬ 驱除马

杜罗总统ꎮ 同时ꎬ 委内瑞拉国内政治深深影响了委内瑞拉裔的政治取向ꎮ 委

内瑞拉国内反对派认为ꎬ 支持拜登就是支持马杜罗、 认同查韦斯的政治理念ꎬ
呼吁委内瑞拉裔支持特朗普ꎬ “加拉加斯的较量重塑了南佛罗里达拉美裔政

治”ꎮ 特朗普在大选中给拜登和民主党贴上了 “社会主义” 的标签ꎬ 此举点中

了委内瑞拉裔的命穴ꎬ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恐惧使得委内瑞拉裔在 ２０２０
年大选中支持特朗普ꎮ① 不同的政治取向ꎬ 使得拉美裔很难出现一致的投票

行为ꎮ
最后ꎬ 泛族性并没有给拉美裔带来更大意义上的团结一致ꎮ 如前所述ꎬ

西裔 (拉美裔)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ꎬ 由于美国联邦统计体系将其作为对众

多拉美移民及其后代的正式分类ꎬ 开始在社会上流行起来ꎮ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这一

称谓并非来自拉美移民自身ꎬ 而是完全的 “美国制造”ꎮ 对于拉美裔而言ꎬ 他

们是否接受了这个称呼ꎬ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集团意识和泛族性ꎬ 进而推进政

治参与呢?
在学者看来ꎬ 再也没有比拉美裔更加多元化的族群了ꎮ 他们来自拉美加

勒比地区 ３０ 多个国家ꎬ 每个国家都有着不同的历史、 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ꎬ
每个亚群体也有着不同的移民经历和在美国不同的境遇ꎮ② 他们之间存在着如

此大的差异ꎬ 还有相似之处吗? 回答是肯定的ꎮ 他们都是美国社会的弱势群

体ꎬ 都经历过被排斥、 隔离、 歧视和不公正对待ꎬ 他们还有共同的语言和文

化背景③ꎬ 这是拉美裔泛族性意识存在的根据ꎬ 是 “具有同质性各亚群体

之间团结一致的基础”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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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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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裔在美国的政治参与: 美国人口结构变化的视角　

泛族性存在的基础即共同的文化背景ꎬ 对于拉美裔来讲是存在的ꎮ 在美

国少数族裔群体中ꎬ 拉美裔是唯一说同一种语言的族群ꎮ 有 ４５％的拉美裔认

为西班牙语对认同至关重要ꎮ① 此外ꎬ 宗教因素也具有重要影响ꎮ 根据 ２０２０
年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 ( ＰＲＲＩ) 的调查数据ꎬ ５０％ 的拉美裔是天主教徒ꎬ
１０％是基督教福音派ꎬ １４％是其他新教教派ꎮ② 语言和宗教在团结拉美裔方面

的作用是存在的ꎬ 但阶层和地域的差异使得拉美裔很难形成统一战线ꎬ “生活在

纽约市的波多黎各裔和生活在新墨西哥州农村的墨西哥裔可能在语言和宗教上

保持一致ꎬ 也有着受压迫的共同经历ꎬ 但他们可以合作的领域实在太小了”③ꎮ
至于拉美裔对泛族性的看法ꎬ 一位拉美裔人士在被问及是否会用

“Ｌａｔｉｎｘ” 描述自己时ꎬ 她的回答是不会ꎬ 认为这个词把不同的人 “拼装” 在

一起ꎬ 她情愿用 “拉丁美洲” 来形容他们的族性ꎮ④ 这种言论有一定的代表

性ꎮ ２０１９ 年皮尤研究中心对拉美裔的族性与认同进行的调查数据显示ꎬ 在形

容自己的族性方面ꎬ ４７％ 的受访者倾向于用祖籍国来定义自己的族性或表达

认同ꎬ 如墨西哥裔、 古巴裔或多米尼加裔等ꎬ ３９％ 的受访者表示会用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或 “Ｌａｔｉｎｏ” 来表达认同ꎬ １４％的受访者则采用 “美国人”ꎻ 对于

母国出生的拉美裔ꎬ 有 ５６％的受访者表示会用祖籍国来定义自己的族性或表

达认同ꎬ ４０％的受访者对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或 “Ｌａｔｉｎｏ” 表示认同ꎬ ４％的受访者则

采用 “美国人” 的身份ꎮ 族裔认同随代际而变化ꎬ 第二代拉美裔中仅有 ３９％
的受访者会用祖籍国来定义自己的族性或表达认同ꎬ ３９％ 的受访者对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或 “Ｌａｔｉｎｏ” 表示认同ꎬ ２２％的受访者则采用 “美国人” 的身份ꎬ
更加认同自己是 “美国人”ꎻ 而第三代及以上拉美裔中认同 “美国人” 身份

的比重达 ３３％ ꎮ⑤

虽然拉美裔不太接受泛族性的称谓ꎬ 但并不代表泛族性在拉美裔的社会

和政治生活中不起作用ꎮ 有学者认为ꎬ 拉美裔作为泛称ꎬ 具有象征意义ꎬ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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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环境下会促进拉美裔的政治参与ꎬ 即为了共同的需求而进行跨越族裔界

线的合作ꎮ① ２００６ 年围绕 １２００ 万非法移民的去留问题ꎬ 在美国许多大城市如

华盛顿、 洛杉矶、 纽约、 芝加哥等地多次爆发游行示威ꎬ 拉美裔各亚群体不

分民族来源、 移民身份是否合法ꎬ 纷纷走上街头抗议ꎬ 他们喊出的口号是

“今天我们去游行ꎬ 明天我们去投票”ꎬ 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数之多ꎬ 史上罕见ꎮ
总之ꎬ 进入 ２１ 世纪第二个 １０ 年后ꎬ 拉美裔内部有了很大变化ꎬ 差异性

在增大ꎬ 各亚群体的政治诉求不尽相同ꎮ 墨西哥裔更加关注经济状况ꎬ 古巴

裔和委内瑞拉裔重视美国对其祖籍国的外交政策ꎮ 中美洲 “北三角” 移民的

不断涌入ꎬ 引发了美国国内对非法移民的争论ꎮ 不同的诉求使得拉美裔很难

团结一致ꎬ 他们之间的相似性ꎬ 即在美国社会遭受的种族歧视和处于社会底

层的境遇ꎬ 没有被很好地利用并形成团结ꎻ 拉美裔这个泛称ꎬ 除了作为政府

统计用语和拉美裔民权组织的激励语言外ꎬ 在推进拉美裔政治参与ꎬ 尤其是

选举政治中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ꎮ

四　 政治极化对拉美裔参政的消极影响

如果说拉美裔内部的差异性导致了拉美裔很难团结一致形成真正意义上

的 “集团投票”ꎬ 那么美国政治ꎬ 尤其是美国选举制度的变化ꎬ 对拉美裔的投

票行为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ꎮ 虽然美国 «１９６５ 年选举权法» 的颁布从法律

上保障了少数族裔的选举权ꎬ 但在现实中ꎬ 少数族裔投票越来越难ꎬ 拉美裔

更是如此ꎮ
政治极化是当前美国政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ꎮ 政治极化造成党争不断ꎬ

两党为了自身利益ꎬ 不惜用各种手段来抹黑对方ꎬ 削弱对方的势力ꎬ 使得选

举成为两党决斗的竞技场ꎮ 包括拉美裔在内的少数族裔成为美国国内党争的无

辜受害者ꎬ 无法行使自己的宪法权利ꎮ 通过不公正划分选区 (Ｇｅｒｒｙｍａｎｄｅｒｉｎｇ)ꎬ
人为地操纵选举以达到服务本党利益的目的ꎬ 但却是以伤害少数族裔权利为

代价ꎬ 这已经成为当前美国国内党争的焦点ꎮ 如前所述ꎬ 美国每 １０ 年根据各

州人口变化重新分配 ４３５ 个国会众议院席位ꎬ 各州议会或指定的委员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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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和州议会选区的划分ꎮ 小布什总统的竞选顾问卡尔罗夫曾经有一句名

言 “谁控制了重划选区ꎬ 谁就可以控制国会”①ꎮ 所谓 “不公正划分选区”ꎬ
是指在划分选区过程中ꎬ 不遵守应该保持与所代表的人口数量大致相当、 与

行政界线大致吻合的划分原则ꎬ 划出奇形怪状的选区ꎬ 目的只有一个ꎬ 即

“最有效地稀释对手选票”②ꎬ 实现本党利益最大化ꎮ
２０２０ 年大选后ꎬ 在联邦参议院民主党、 共和党势力几乎旗鼓相当ꎬ 在众

议院民主党占微弱优势ꎬ 共和党希望利用重划选区的机会夺回国会的控制权ꎬ
奠定此后 １０ 年的政治地位ꎮ 在 ２０２０ 年众议院席位调整中ꎬ 共和党在获得席

位方面占优ꎬ 得克萨斯、 佛罗里达和北卡罗来纳州都是共和党控制的红州ꎬ
其中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州有大量的拉美裔人口ꎮ 以得克萨斯州为例ꎬ 根据

２０２０ 年人口普查结果ꎬ 得克萨斯州增加了 ２ 个国会众议员的席位ꎬ 目前该州

３６ 位国会议员中ꎬ 共和党占据 ２３ 位ꎮ 为了保住已有席位并扩大席位数量ꎬ 按

照由共和党控制的州参议院重划选区委员会的初步规划ꎬ 准备将拉美裔选民

占多数的选区由 ８ 个减至 ７ 个ꎬ 白人占多数的选区相应由 ２２ 个增至 ２３ 个ꎬ 其

他 ８ 个选区中没有占多数的族裔群体ꎮ 此计划遭到拉美裔民权组织的强烈反

对ꎬ 认为 １０ 年中得克萨斯州人口增加的一半来自拉美裔ꎬ 拉美裔人口增加了

２００ 万人ꎬ 在全州人口中占比只比白人少 ０ ４％ ꎬ 出于人口贡献ꎬ 拉美裔有理

由获得更多的席位ꎮ③ 目前上述方案还是初步设想ꎬ 后续肯定还会有很大争

议ꎮ 在 ２０１０ 年的重划选区风波中ꎬ 得克萨斯州相关诉讼持续不断ꎬ 一直到

２０１７ 年还有两个选区的划分存在法律争议ꎬ 这两个选区有着很大比重的拉美

裔选民ꎮ “拉美裔公民联合会” (ＬＵＬＡＣ) 作为原告ꎬ 认为选区划分是基于种

族因素ꎬ 使得拉美裔选民不能选出自己的候选人ꎮ④

从理论上讲ꎬ 不公正划分选区违背了 “一人一票” 的民主原则ꎬ 而且是

“政客通过操纵选区划分来选择选民ꎬ 而不是选民来选择他们”⑤ꎮ 在选区划

—７３—

①
②

③

④

⑤

张毅: «美国选举制度的缺陷»ꎬ 载 «国际政治研究»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３８ － ６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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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中ꎬ 种族因素是相当微妙的ꎬ 经过长期以来的法律诉讼ꎬ 目前 “基于种族

动机” 的不公正划分选区是违宪的ꎬ 禁止出现 “依据种族因素划分的选区”ꎮ
根据 «１９６５ 年选举权法» 第二款的规定ꎬ “不得强加或实施任何形式的投票

资格或参与投票的前提条件、 标准、 实践或程序”ꎬ 来达到 “以种族或肤色的

原因剥夺美国公民的投票权” 的目的ꎮ① 如何在选举中平衡种族因素是一个难

题ꎬ 由于少数族裔更多的是投票给民主党ꎬ 很多情况下种族因素和党派利益

联系在一起ꎬ 很难区分不公正选区划分是基于种族还是基于党派利益ꎮ 无论

如何ꎬ 结果是一样的ꎬ 少数族裔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受到了影响ꎮ
投票门槛的提高ꎬ 使得少数族裔难以行使宪法权利ꎮ 近年来美国出现了

以防止选民欺诈、 维护选举公正为旗号的 “选举改革”ꎬ 如出台严格的选民身

份证法ꎬ 严禁在选民登记和投票过程中故意设置障碍ꎬ 严禁投票当日登记、
缩短投票时间、 关闭投票站等ꎬ 这些做法严重影响了少数族裔ꎬ 尤其是拉美

裔的投票行为ꎮ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ꎬ 联邦政府的权力十分有限ꎬ 如何实施选举实际是掌

握在各州手中ꎬ 全美 ５０ 个州各有各的选举规定和投票方式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在共和党控制的州陆续推出选民身份证法ꎬ 投票时须出示严格要求的身份证ꎮ
目前美国有 ３５ 个州要求投票时出示身份证明ꎬ 这种证明一般比较宽泛ꎬ 驾

照、 州身份证、 退伍军人证、 学生证、 甚至社保卡 (没有照片)、 银行证明等

都可以ꎬ 还有些州可以投临时票ꎬ ３ 天内再补上身份证明ꎬ 或者签署身份保证

书等ꎬ 还有 １０ 个州要求出示政府发放的 “带照片的身份证”ꎮ 根据相关数据ꎬ
１１％的美国人没有政府发放的 “带照片的身份证”ꎮ② 由于美国没有全国统一

的身份证ꎬ 再加上汽车的普及ꎬ 所以这种 “带照片的身份证” 一般来讲是驾

照ꎮ ２００７ 年的研究显示ꎬ 加利福尼亚州橙县 ９１％ 的白人选民有驾照ꎬ ８４％ 的

拉美裔有驾照ꎬ ２００５ 年威斯康星州白人居民拥有驾照的比重是 ８０％ ꎬ 拉美裔

不到 ５０％ ꎮ③ ２０１６ 年在得克萨斯州现行法律下ꎬ 约有 ６０ 万登记选民因为没有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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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王希著: «原则与妥协: 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 (修订本)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７０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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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颁发的身份证件而无法投票ꎬ 其中以少数族裔、 老年人和穷人为主ꎮ① 得

克萨斯州对选民所持证件有特殊规定ꎬ 比如持枪证可以作为身份证明ꎬ 但大

学生的校园卡却不行ꎬ 这明显是对白人有利ꎬ 因为持枪者以白人为主ꎬ 持校

园卡的多为拉美裔ꎬ 其背后的用意明显ꎮ 得克萨斯州 ３０ 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

的 ４１％ ꎬ 而其中大部分 (６１％ ) 是拉美裔ꎮ② 严格的身份证法对少数族裔的

投票产生了影响ꎬ 有研究显示ꎬ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拉美裔投票率因是否需要身份

证明而发生变化ꎬ 需要身份证的选举年份中投票率要比不需要的低 １０ ３％ ꎮ③

２０２０ 年大选是在新冠疫情肆虐的状况下进行的ꎬ 更多人会用邮寄选票的

方式来行使投票权ꎬ 少数族裔在选前民调中更加青睐这种方式ꎬ 特朗普及共

和党以邮寄选票容易出现欺诈为由ꎬ 频频对邮寄投票设限ꎬ 这在共和党控制

的州表现突出ꎮ 得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 (Ｇｒｅｇ Ａｂｂｏｔｔ) 打着投票缺乏监督、
存在欺诈的旗号ꎬ 在大选前夕下令关闭了很多邮寄选票投递箱ꎬ 各县只准保

存一个ꎮ④ 这种做法对于少数族裔危害极大ꎬ 如休斯敦所在的哈里斯县是全美

第三大县ꎬ 面积比罗德岛还大ꎬ 全县 ４３０ 万居民中有 ２４０ 万选民ꎬ 其中拉美

裔人口占比 ４３％ ꎮ 该县原有的 １２ 个投票箱被精简到 １ 个后ꎬ 选民必须长途跋

涉到设在休斯敦市中心的邮寄选票投递箱进行投票ꎬ 非高峰时段开车也需要

一小时以上ꎮ⑤

在选举制度层面上为选举设限而不是为选民提供方便的行为ꎬ 表面上是

党争的表现ꎬ 但最后的受害者是少数族裔ꎮ 带有歧视性的选举政治对少数族

裔产生了极大的影响ꎬ 违背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种族平等原则ꎮ 选举设限在

法律层面挑战了 «选举权法»ꎬ 从源头上遏制少数族裔的投票行为ꎬ 造成少数

族裔投票环境日趋恶化ꎮ １９６５ 年 ８ 月 ６ 日 «１９６５ 年选举权法» 由约翰逊总统

签署成为法律ꎬ 该法案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民权运动最辉煌的成果ꎬ 从法律上

保障了少数族裔的选举权ꎮ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ꎬ 选举权法主要是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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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方的黑人ꎬ 解决他们的选举权问题ꎮ １９７５ 年该法再次延长时限ꎬ 鉴于

有大量拉美裔公民因为语言障碍无法行使公民权ꎬ 该法规定为拥有少数族裔

辖区的选民提供口头和书面的语言帮助ꎬ 这里的少数族裔特指 “语言上的少

数族裔”ꎬ 而且规定了选举法第五款的管辖范围扩大至包括得克萨斯州拉美裔

聚集区ꎮ① 至此ꎬ 拉美裔才真正享有了投票权ꎮ
«１９６５ 年选举权法» 出台后ꎬ 有关少数族裔的选举权问题争议不断ꎮ 托

克维尔在 «论美国的民主» 中指出 “在美国ꎬ 几乎所有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

成司法问题ꎮ”②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ꎬ 在 “亚拉巴马州谢尔比县诉霍尔德”
(Ｓｈｅｌｂｙ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Ａｌａｂａｍａ ｖ Ｈｏｌｄｅｒ) 一案中ꎬ 联邦最高法院以 ５∶ ４ 判决 «１９６５
年选举权法» 中用来衡量种族歧视严重程度的第四 (ｂ) 款业已过时ꎬ 该条款

是将种族歧视严重的区域纳入 «１９６５ 年选举权法» 的监督之下ꎬ 联邦司法部

长和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决定其选民登记所要求的测试和条件是否带有种族歧

视的目的和后果ꎻ 除非得到联邦政府或法院的 “事先批准”ꎬ 属于 “所覆盖区

域” 的州或县不得通过或修改任何与选举相关的法律ꎮ③ 简而言之ꎬ 就是在种

族歧视严重的地区实施新的选民资格规定无须征得联邦地区法院和联邦司法

部长的同意ꎮ 谢尔比案的判决无疑是至关重要的ꎬ 为后来各州一系列选举程

序上的改革打开了大门ꎬ 而且也影响到 ２０２０ 年的选区重划ꎬ 缺少联邦政府的

“事先批准” 原则ꎬ 州层面在压制少数族裔选举权方面越走越远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 日 «纽约时报» 刊登社论 “最高法院背叛了选举权”④ꎬ 批

评最高法院驳回针对亚利桑那州新投票法的诉讼ꎮ 在 ２０２０ 年大选中ꎬ 拜登以

不到 １ 万票的差距险胜特朗普ꎬ 拉美裔的支持 (６３％ ) 成为关键因素ꎮ 两党

在亚利桑那州的斗争白热化ꎬ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以歧视少数族裔为由ꎬ 挑战

该州两项选举规则: 一是选民必须在指定选区投出自己的选票ꎬ 禁止计读非

本选区选票ꎻ 二是不得由第三方大规模收集邮寄选票ꎬ 只能由选民家人、 选

举官员来代替其处理邮寄选票ꎮ 这两起官司从地方法院一路打到联邦最高法

院ꎮ 该诉讼之所以引人瞩目ꎬ 因为它挑战了 «１９６５ 年选举权法» 第二款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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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ꎮ 下级法院就是援引此款ꎬ 认为亚利桑那州的规则严重伤害了黑人和拉美

裔选民的选举权ꎬ 而联邦最高法院则认为ꎬ 对投票设限不是出于种族歧视ꎬ
也没有超出 “通常的投票负担”ꎮ① 事实上ꎬ 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两次判决基本

上掏空了 «１９６５ 年选举权法» 的核心内容ꎬ 使得包括拉美裔在内的少数族裔

的选举权遭受急剧挤压ꎬ 如果国会不能通过选举权改革法案②ꎬ 对于拉美裔而

言ꎬ 选举环境只会越来越恶劣ꎮ

五　 结语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人口预测ꎬ 到 ２０６０ 年拉美裔人口将达到 １ １１
亿ꎬ 占美国总人口的 ２８％ ꎬ 届时美国将面临无 “多数种族群体” 的局面ꎮ 随

着这种状况的逼近ꎬ 与之相关的问题和冲突呈尖锐化ꎮ 对于拉美裔而言ꎬ 随

着人口增长ꎬ 他们的政治诉求会愈加强烈ꎬ 如何将人口优势转化为政治力量

是他们面临的迫切问题ꎬ 而这个问题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ꎮ 拉美裔是美国多

元化社会重要的族裔群体ꎬ 由于其内部种族与阶层的差异ꎬ 以及祖籍国的不

同和居住地的分散ꎬ 拉美裔的归属意识不太强烈ꎬ 很难形成团结ꎬ 这种状况

影响了拉美裔的政治参与ꎬ 尤其是投票行为ꎮ 同时ꎬ 美国的政治生态进一步

恶化ꎬ 后特朗普时代共和党继续推行白人至上的族裔政策ꎬ 民主党则大打种

族牌ꎬ 认为拉美裔是其天然的盟友ꎮ 拜登政府在移民改革上举步维艰ꎬ 使得

拉美裔失望加大ꎮ 政治极化进一步加强ꎬ 选举沦为党争的工具ꎬ 选举程序的

改变使得拉美裔的投票变得更加困难ꎬ 也影响了其政治力量的发挥ꎮ 从长远

看ꎬ 由于拉美裔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和政治影响力日趋加强ꎬ 拉美裔是两党激

烈争夺的对象ꎮ 拉美裔政治参与的进程与发展ꎬ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口构

成的变化对政治生态的影响ꎮ
(责任编辑　 王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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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关键条款的 «约翰刘易斯选举法案» 在国会陷入僵局ꎬ 两党按党派画线ꎬ 坚持各自立场ꎬ 互不

相让ꎬ 法案推进工作缓慢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