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拉丁美洲研究 Ｄｅｃ ２０２１　
第 ４３ 卷　 第 ６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６

美国拉美移民专题

拉美裔在美国大选中的政治取向
及影响因素

———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大选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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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拉美裔逐步成为美国选民规模最大

的少数族裔ꎬ 在历次大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ꎮ 本文以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间的 ６ 次美国大选数据为基础ꎬ 观察美国拉美裔选

民在大选中的投票情况ꎬ 发现其半数以上保持着对民主党候选人的

认可ꎬ １ / ４ 稳定支持共和党候选人ꎬ 但支持率存在较大幅度摇摆ꎬ
这主要取决于拉美裔选民的政治取向变化ꎮ 据观察ꎬ 影响拉美裔政

治取向的主要因素有宗教因素、 政党认同、 议题因素和候选人因

素ꎮ 其中ꎬ 宗教因素和政党认同总体较为稳定ꎬ 对拉美裔政治取向

具有长期性、 基础性的影响ꎮ 而因为议题和候选人因素容易随着政

策更新和候选人更替而产生变化ꎬ 其对拉美裔政治取向的影响具有

短期性与波动性ꎬ 有时会抵消宗教因素与政党认同的影响力ꎮ 拉美

裔政治取向的变化不是由某一个因素单独主导的ꎬ 而是四个因素相

互渗透、 综合作用的结果ꎮ 虽然拉美裔总体倾向于支持民主党ꎬ 但

共和党在政治取向上对部分拉美裔选民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吸引力ꎬ
共和党若能使议题与候选人选择更符合拉美裔的偏好ꎬ 必将获得拉

美裔更高的支持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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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裔在美国大选中的政治取向及影响因素　

　 　 近年来ꎬ 拉美裔人口规模不断增长ꎬ ２０２０ 年大选中拉美裔选民占所有合

格选民的 １３ ３％ ꎬ 首次超过非洲裔成为美国选民规模最大的少数族裔ꎮ①大量

拉美裔选民聚居于大选地图中的 “摇摆州”ꎬ 显著左右了选举的结果ꎮ 拉美裔

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使其在选举中的投票选择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ꎮ 研究表明ꎬ
政治取向对公民在选举中的投票选择至关重要②ꎬ 它和种族群体成员身份密

切相关③ꎮ 针对拉美裔政治参与的研究也表明ꎬ 政治取向会显著影响拉美裔

公民的选举参与ꎮ④政治取向是指公民对政治制度的主观感受: 是否了解和

关心政治ꎬ 是否渴望参与政治ꎬ 是否觉得有能力影响政治制度等ꎮ⑤普林斯

顿大学词汇库 (Ｗｏｒｄ Ｎｅｔ) 将政治取向定义为 “一个群体或国家的思维方

式”ꎮ 当前国内外学界对拉美裔政治取向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探究政党认

同⑥、 移民政策议题⑦对拉美裔政治取向和投票选择的影响ꎬ 然而仅以政党

认同与议题因素来定义拉美裔的政治取向显然是不全面的ꎮ 学界对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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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①与候选人因素②对选民政治取向的影响均有论述ꎬ 笔者认为这些因素

对美国拉美裔选民同样有着深刻影响ꎬ 应进行综合考量ꎮ 本文以 ２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间的 ６ 次大选数据为基础ꎬ 通过对拉美裔宗教因素、 政党认同、 议

题因素和候选人因素的分析ꎬ 综合探讨拉美裔政治取向形成的因素及其变

迁的主要原因ꎮ

一　 美国拉美裔及其政治取向

对美国 “拉美裔” 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是学术研究的前提ꎮ 拉美裔

(Ｌａｔｉｎｏ) 是泛种族术语ꎬ １９９７ 年美国政府正式使用 “拉美裔” ( Ｌａｔｉｎ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来称呼来自拉美地区的移民ꎬ 将 “西班牙裔或拉美裔” 定义为

“追溯到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及其他西班牙文化起源的人”ꎮ③ 美国人口普

查局、 皮尤研究中心和大多数其他民意调查机构对于拉美裔人群的普查以民

众自我定义为基础ꎬ 并混合使用 “拉美裔” “西班牙裔” 两个术语ꎮ 美国人

口普查局 ２０００ 年在问卷的种族选择答案中ꎬ 首次将 “拉美裔” 和 “西班牙

裔” 两个术语同时列出ꎮ ２０２０ 年ꎬ 美国人口普查局将 “拉美裔或西班牙裔”
的类别定义为包括所有认同具有墨西哥、 波多黎各、 古巴、 中美洲和南美洲

以及其他西班牙文化的一个或多个国籍或族裔的个人ꎮ④ 美国拉美裔包含着各

种种族ꎬ 他们可以是白人、 黑人美洲原住民、 混血儿甚至亚洲血统ꎮ 其来源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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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裔在美国大选中的政治取向及影响因素　

主要包括墨西哥裔、 波多黎各裔、 古巴裔、 中美洲人、 南美洲人和其他拉美

裔ꎬ 在 ２０００ 年美国人口普查中ꎬ 这些群体在拉美裔总人群的占比分别约为

５８ ５％ 、 ９ ６％ 、 ３ ５％ 、 ４ ８％ 、 ３ ８％ 、 １７ ３％ ꎬ① 这一数据在 ２０１９ 年的人

口普查中为 ６２ ３％ 、 ８ ６％ 、 ４ １％ 、 ９ ３％ 、 ６ ６％ 、 ９％ ꎮ② 从人口普查数据

看ꎬ 除墨西哥裔、 古巴裔和波多黎各裔之外ꎬ 其他拉美裔群体的人口规模和

影响力都较小ꎬ 其社会学特征和政治取向同墨西哥裔、 古巴裔、 波多黎各裔

相似ꎮ 本文统一使用 ２０２０ 年人口普查局对 “拉美裔” 的定义ꎬ 以保证与使用

的人口普查与民调数据一致ꎮ
美国人口普查局与皮尤拉美裔研究中心数据显示ꎬ 拉美裔凭借高增长率ꎬ

人口总数已超过非洲裔成为美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族裔ꎮ ２０１９ 年ꎬ 拉美裔人数

达到 ６０６０ 万ꎬ 超过美国人口总数的 １８ ５％ ꎬ 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９ 年ꎬ 在美国增

加的人口中拉美裔占据 ５７ ７％ ꎮ③ 依据皮尤研究中心预测ꎬ 按照当前美国人

口增长趋势发展ꎬ ２０５０ 年美国拉美裔人口规模占据美国人口的 ２９％ ꎮ④ 同时ꎬ
拉美裔选民也在逐年增加ꎬ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期间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符合投票资

格的拉美裔选民 (年龄 １８ 岁及以上的美国公民) 人数由 ７％ 上升到约

１１ ９％ ꎬ 其投票率由 ２７ ５％上升到 ３２ ５％ ꎮ⑤ 在 ２０２０ 年大选中ꎬ 估计有 ３２００
万拉美裔投票ꎬ 拉美裔选民首次超过非洲裔ꎬ 占所有合格选民的 １３ ３％ ꎮ⑥

随着拉美裔人口规模的增长、 选民人数的增加及其社会生存状况的变化ꎬ 拉

美裔的政治参与程度不断加深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美国政治生活日趋极化ꎬ 在美

国总统选举中一小部分 “摇摆州” 的选民将决定最终选举结果ꎮ 部分 “摇摆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Ｕ Ｓ Ｃｅｎｓｕｓ Ｂｕｒｅａｕꎬ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ｏｒ Ｌａｔｉｎｏ Ｏｒｉｇｉ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Ｒｅｇｉｏｎｓꎬ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ꎬ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ａｎｄ ｆｏｒ Ｐｕｅｒｔｏ Ｒｉｃｏ: ２００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ｎｓｕｓ ｇｏｖ / ｄａｔａ / ｔａｂｌｅｓ / ２０００ / ｄｅｃ / ｐｈｃ － ｔ － １０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１１]

Ｕ Ｓ Ｃｅｎｓｕｓ Ｂｕｒｅａｕꎬ “Ｔｈｅ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０１９”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ｎｓｕｓ
ｇｏｖ / ｄａｔａ / ｔａｂｌｅｓ / ２０１９ / ｄｅｍｏ /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 ｏｒｉｇｉｎ / ２０１９ － ｃｐｓ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１１]

“Ｔｈｅ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０００”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ｎｓｕｓ ｇｏｖ / ｄａｔａ / ｔａｂｌｅｓ / ２０００ /
ｄｅｃ / ｐｈｃ － ｔ － １０ ｈｔｍｌꎻ “Ｔｈｅ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０１９”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ｎｓｕｓ ｇｏｖ /
ｄａｔａ / ｔａｂｌｅｓ / ２０１９ / ｄｅｍｏ /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 ｏｒｉｇｉｎ / ２０１９ － ｃｐｓ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１１]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Ｕ 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５ －２０５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
ｆａｃｔ － ｔａｎｋ /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１８ / ｈｏｗ － ｔｈｅ － ｕ － ｓ －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ｉｓ －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１１]

Ｕ Ｓ Ｃｅｎｓｕｓ Ｂｕｒｅａｕꎬ “Ｖｏ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ｎｓｕｓ
ｇｏｖ / ｄａｔａ / ｔａｂｌｅｓ / ２０００ / ｄｅｍｏ / ｖｏｔｉｎｇ － ａｎｄ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ｐ２０ － ５４２ ｈｔｍｌꎻ Ｕ Ｓ Ｃｅｎｓｕｓ Ｂｕｒｅａｕꎬ “Ｖｏ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ｎｓｕｓ ｇｏｖ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ｐｒｅｓｓ － ｋｉｔｓ / ２０１７ / ｖｏｔｉｎｇ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１１]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Ｃｉｌｌｕｆｆｏ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ｒｙꎬ “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２０２０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ｔｅ”ꎬ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ｅｗｓｏｃｉａｌｔｒｅｎｄｓ ｏｒｇ / ｅｓｓａｙ / ａｎ － ｅａｒｌｙ － ｌｏｏｋ － ａｔ － ｔｈｅ － ２０２０ －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１１]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州” 中拉美裔人口比例较大并逐年增加ꎬ 这使得拉美裔在大选中逐渐成为

“摇摆州” 的关键因素ꎬ 也成为两党竞相拉拢的对象ꎮ 因此ꎬ 对拉美裔在大选

中政治取向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ꎮ

图 １　 美国大选中拉美裔对两党候选人的投票率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
资料来源: ＣＮＮ、 ＮＹＴＩＭＥＳ 等大选出口民调ꎮ “Ｈｏｗ Ｇｒｏｕｐｓ Ｖｏｔｅｄ ｉｎ ２０００”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７ꎬ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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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两党制和选举制度下ꎬ 除古巴裔之外ꎬ 拉美裔与大多数少数族裔

一道成为民主党的支持者ꎮ 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ＣＮＮ) 和 «纽约时报»
的大选民调数据 (见图 １)ꎬ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间的 ６ 次大选中ꎬ 共和党在拉美

裔选民中的得票率分别为 ３５％ 、 ４４％ 、 ３１％ 、 ２７％ 、 ２８％和 ３２％ ꎬ 民主党在

拉美裔选民中的得票率分别为 ６２％ 、 ５３％ 、 ６７％ 、 ７１％ 、 ６６％和 ６５％ ꎮ 从数

据整体来看ꎬ 近 ２０ 年来ꎬ 美国拉美裔选民一直保持着对民主党候选人的过半

数支持率ꎬ 族裔的整体政治取向较为温和而自由ꎮ 不能忽视的是ꎬ 拉美裔选

民对共和党候选人一直保持着 １ / ４ 以上的支持率ꎬ 这说明拉美裔族群中政治

取向保守的公民规模不可小觑ꎮ 同时我们发现ꎬ 拉美裔对民主党候选人的支

持率在这 ６ 次大选中有着上下 １８ 个百分点的波动ꎬ 其最高点是 ２０１２ 年大选中

对巴拉克奥巴马 (Ｂａｒａｃｋ Ｏｂａｍａ) 的支持率 ７１％ ꎬ 最低点是 ２００４ 年对约

翰Ｆ 克里 (Ｊｏｈｎ Ｆ Ｋｅｒｒｙ) 的支持率 ５３％ ꎬ 并在近 ３ 次大选中呈现下降态

势ꎮ 而拉美裔对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在 ６ 次大选中有着上下 １７ 个百分点的波

动ꎬ 最高点是在 ２００４ 年对乔治Ｗ 布什 (Ｇｅｏｒｇｅ Ｗ Ｂｕｓｈ) 的支持率 ４４％ 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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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点是 ２０１２ 年对米特罗姆尼 (Ｗｉｌｌａｒｄ Ｍｉｔｔ Ｒｏｍｎｅｙ) 的支持率 ２７％ ꎬ 并

在近 ３ 次大选中呈现上升态势ꎮ 这说明在拉美裔群体中ꎬ 有相当一部分选民

的政治取向并不稳定ꎬ 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摇摆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拉美裔在 ６ 次大选中的选举政治取向存在着明显的波动ꎮ

造成拉美裔政治取向变化的因素有很多ꎬ 据笔者观察ꎬ 主要有宗教因素、 政

党认同、 议题因素和候选人因素ꎮ 这四个因素相互交织渗透ꎬ 共同影响拉美

裔在大选中的政治取向ꎮ 研究美国政治参与的一个普遍主题是社会群体的影

响ꎬ 研究发现ꎬ 群体成员身份在塑造公民的政治取向和选举选择方面起着核

心作用ꎮ① 宗教因素与政党认同以及其附属的宗教身份与政党身份对美国拉美

裔政治取向的影响是核心的且长期持续ꎬ 其变化的特征是隐性的且较为缓慢ꎬ
主导了拉美裔选民对民主党的稳定支持ꎮ 而议题和候选人两个因素则具有一

定程度的偶然性ꎬ 且影响时间较为短暂ꎬ 因为议题更新与候选人更替是短期

且频繁的ꎬ 但其有时会抵消宗教因素与政党认同的影响力ꎮ 随着社会历史变

化ꎬ 随时会有新的议题出现ꎬ 同时旧议题也会被不断提起ꎬ 两党候选人对同

一议题的立场也会随着换届人员更替与现实情况变化而调整ꎬ 所以在其影响

下ꎬ 若共和党出现对拉美裔有利的议题立场与候选人ꎬ 拉美裔的政治取向也

会发生短暂波动ꎬ 致使其投票选择出现摇摆ꎮ 因此ꎬ 没有哪个因素能单独对

美国拉美裔政治取向产生决定性影响ꎬ 其政治取向的变化是四个因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ꎮ

二　 宗教因素对拉美裔政治取向的影响

投票选举是由个体直接作出的政治参与行为ꎬ 然而ꎬ 个体总是处于一定

的社会群体之中ꎬ 个体的政治取向和行为往往受到社会群体的影响ꎮ 在美国ꎬ
宗教群体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群体ꎬ 它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强大的凝聚力和

感召力ꎬ 在塑造个体政治取向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ꎮ② 宗教本质上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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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身份ꎬ 它有助于党派认同的发展ꎬ 被广泛认为是投票选择的最佳预测因

子ꎮ① 宗教也会影响选民看待政治问题的方式ꎮ 近年来ꎬ 宗教与诸如堕胎、 同

性婚姻以及政教关系等文化问题紧密相关ꎬ 在适当的情况下ꎬ 选民会将这些

政策立场纳入他们的投票选择中ꎮ② 最后ꎬ 宗教会影响选民看待候选人的方

式ꎮ 选民会依据候选人的宗教身份来推断候选人的政党、 意识形态、 议题态

度和其他特征ꎮ③

１７ 世纪ꎬ 清教徒移民开启了美国的历史ꎬ 基督教文化在随后 ３００ 多年的

发展变迁中深入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ꎮ 托克维尔在 «论美国的民主» 中称ꎬ
美国是基督教到处都对人们的灵魂发生强大的实在影响的国度ꎮ④ ２１ 世纪以

来ꎬ 美国社会世俗化趋势加剧⑤ꎬ 但美国仍是西方世界中宗教势力最大、 最活

跃的国家之一ꎮ 基督教是美国国民宗教信仰的主要流派ꎬ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

中裂变出多个宗派ꎬ 并形成不同的信仰主张ꎬ 进而影响信徒的政治取向ꎮ 依

据盖洛普民调统计ꎬ ２０１９ 年全美民众有 ６８％ 信仰基督教ꎬ ２％ 信仰犹太教ꎬ
６％信仰其他宗教ꎬ ２１％ 无宗教信仰ꎬ ３％ 未填写答案ꎮ 在信仰基督教的民众

中ꎬ 有 ３５％是新教徒ꎬ ２２％是天主教徒ꎬ １％是摩门教徒ꎬ １０％为非特定宗教

的基督教徒ꎮ⑥ 同时ꎬ ２０１４ 年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ꎬ 福音派教徒从 ２００７ 年

的 ２６ ３％下降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５ ４％ ꎮ⑦ 在不同的宗派中ꎬ 从神学观和社会观角

度大体可分为自由派、 温和派与保守派三种ꎬ 选民把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随之

而来的道德伦理承诺ꎬ 带进投票箱ꎮ 总体而言ꎬ 绝大多数宗教保守主义者ꎬ
特别是福音派新教徒、 保守的天主教徒等选民倾向于支持共和党ꎬ 而民主党

的支持者则多为自由派的主流新教徒和天主教徒、 宗教少数群体 (犹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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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 佛教徒、 印度教徒等) 和无信仰群体ꎮ 从 ２０００ 年至今的 ６ 次大选

“出口民调” (ｅｘｉｔ ｐｏｌｌｓ) 来看ꎬ 大多数新教徒稳定支持共和党ꎬ 天主教徒除

在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１６ 年大选中曾以 ５２％ 和 ５０％ 的比重支持共和党外ꎬ 其余时间

则同其余宗教少数群体一道ꎬ 半数以上支持民主党ꎮ①

拉美裔是美国宗教信仰程度最高的族群之一ꎬ 并且是宗教自由和言论自

由的坚定支持者ꎮ 他们将高度的宗教信仰与根深蒂固的种族意识相结合ꎬ 形

成了其独特的政治取向ꎮ 拉美裔选民中大部分是天主教徒ꎬ 同时也有不少新

教徒与福音派教徒ꎮ 比较拉美裔和全体美国人的宗教信仰数据可以发现ꎬ 拉

美裔信仰天主教的比重远高于全美总体数值ꎬ 信仰新教的比重和福音派教徒

的比重均远低于全美数值ꎮ 依据皮尤研究中心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的调查ꎬ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拉美裔成年人中的基督教徒占 ７２％ ꎬ 信仰其他宗教的占据 ３％ ꎬ
无宗教信仰的占据 ２３％ ꎬ ２％未填写答案ꎮ 在信仰基督教的拉美裔中ꎬ 信仰新

教的占据 ２４％ ꎬ 信仰天主教的占据 ４７％ ꎬ 信仰摩门教的占据 １％ ꎮ 这一数据

与 ２００７ 年相比ꎬ 基督教徒占比减少 １２％ ꎬ 其他宗教教徒增加 １％ ꎬ 无宗教信

仰者增加 ９％ ꎮ② ２００６ 年成年拉美裔中的福音新教徒比重为 １４％ ꎬ 这一数据在

２０１３ 年上升至 １８％ ꎮ③ 虽然拉美裔天主教徒总体比重下降ꎬ 但依旧接近半数ꎬ
而拉美裔福音新教徒比重则有所上升ꎮ

总体而言ꎬ 信奉天主教的拉美裔选民和信仰其他非基督教的选民倾向于

支持民主党ꎬ 而信奉福音新教的拉美裔选民在意识形态上较为保守ꎮ 皮尤研

究中心调查发现ꎬ ２００７ 年拉美裔福音派中ꎬ ４１％ 认为自己是保守派ꎬ ３１％ 认

为自己是温和派ꎬ １７％ 认为自己是自由派ꎬ ２０１４ 年这一指标分别为 ３９％ 、
３２％和 ２２％ ꎮ④ 保守的拉美裔福音新教选民倾向于把社会道德问题放在首位ꎬ
如强烈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与堕胎ꎬ 这一观点同共和党主张相符ꎮ 不同的宗

教取向及其派别差异必然会在选举中反映出来ꎮ 在 ２００６ 年中期选举中ꎬ 信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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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的拉美裔选民中有 ４８％认同民主党ꎬ 有 １７％认同共和党ꎻ 而福音新教

拉美裔选民中有 ３７％ 认同共和党ꎬ 有 ３２％ 认同民主党ꎻ 在注册登记的选民

中ꎬ 信奉天主教的拉美裔选民中有 ５５％认同民主党ꎬ 有 １８％认同共和党ꎬ 而

福音新教选民中认同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比重都为 ３６％ ꎮ 同时ꎬ 持宗教自由派

立场的拉美裔选民较为支持民主党ꎬ 而持宗教保守派的拉美裔选民较为支持

共和党ꎮ① 在 ２０１２ 年大选中ꎬ 登记投票的拉美裔天主教徒 ７３％ 支持民主党候

选人奥巴马ꎬ １９％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ꎮ 拉美裔福音新教选民 ５０％ 支持

民主党奥巴马ꎬ ３９％支持共和党罗姆尼ꎮ 同一时期的美国白人天主教徒这一

指标分别为 ４７％和 ４６％ ꎬ 而白人福音新教这一指标分别为 １９％和 ７４％ ꎮ 在政

党认同方面ꎬ 登记投票的拉美裔天主教徒 ７１％认同民主党ꎬ ２１％认同共和党ꎻ
拉美裔福音新教徒中则有 ５２％认同民主党ꎬ ３６％认同共和党ꎮ 同一时期的美

国白人天主教徒这一指标分别为 ４７％和 ４６％ ꎬ 白人福音新教徒这一指标分别

为 ２３％和 ７３％ ꎮ②

当前ꎬ 拉美裔天主教徒占比逐年下降ꎬ 福音派和主流新教徒占比上升ꎮ
若这一趋势持续下去ꎬ 拉美裔的宗教信仰取向将逐步有利于共和党ꎮ 同时ꎬ
近年来民主党的宗教多元倾向使拉美裔天主教徒和共和党核心支持者白人新

教徒的宗教分歧相对变小ꎬ 共和党候选人又凭借着与拉美裔福音新教相契合

的保守主义世界观积极争取拉美裔福音新教选民ꎬ 共和党在拉美裔选民中的

支持率可能取得进展ꎮ

三　 政党认同因素对拉美裔政治取向的影响

“政党认同” (ｐａｒｔ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即基于社会群体长期存在的政治倾向而

形成的持续的、 有情感的对某一政党的心理认同ꎬ 这种相对稳定的归属决定

了个体的政治立场、 对某党候选人的偏好以及投票等行为ꎮ③ 政党认同是现代

选举行为研究中最重要的概念ꎬ 它为大多数对复杂政治问题了解有限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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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个线索ꎬ 引导人们应该持什么样的立场①ꎬ 并动员公民投票支持自己

的政党ꎬ 在竞选期间为党工作ꎮ② 政党认同以及党派身份是显示普通公民的态

度和行为的有力指标ꎮ 在美国的全国大选中ꎬ 没有几个因素比美国人对一个

政党的持久支持更为重要ꎮ 这些政党认同与忠诚建立了选举实力的基本划分ꎬ
这是确保政党制度本身稳定的重要因素ꎮ③ 政党认同的力量和方向对于解释政

治取向和政治行为至关重要ꎮ
过去的选举研究表明ꎬ 对于大多数选民而言ꎬ 政党认同在因果关系阶段

要早于议题立场ꎬ 在大多数情况下ꎬ 选民更倾向于改变其议题立场ꎬ 以保持

与党内精英的一致性ꎮ④ 但需要注意的是ꎬ 在美国的选举制度下ꎬ 由于美国选

民必须面对大量在联邦、 州和地方各级寻求不同职位的候选人ꎬ 美国公民在

选举中能意识到自己和某个党派的普遍联系ꎬ 但同时也能广泛接触另一个党

派的政治信息ꎬ 美国党派对其成员的思想与行为的约束力和影响力也较弱ꎮ
研究发现ꎬ 态度和行为的分离在美国选举中最为明显ꎬ 特别是当选民被要求

为联邦、 州和地方政府做出一系列选择时ꎮ 在高度可见和政治化的总统选举

中ꎬ 候选人形象和议题诉求也可能抵消党派偏好ꎬ 例如ꎬ 从罗纳德里根

(Ｒｏｎａｌｄ Ｒｅａｇａｎ) 到乔治Ｗ 布什 (Ｇｅｏｒｇｅ Ｗ Ｂｕｓｈ) 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之所以成功胜选ꎬ 是因为他们吸引了民主党多数派和独立派的叛逃者ꎮ⑤

美国是以选举政治为基础的两党制国家ꎬ 民主党和共和党依照每四年一

次的总统大选结果轮流执政ꎬ 这是其政治体制的典型特征ꎮ 受不同历史沿革

与组成的利益群体影响ꎬ 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有着不同的执政理念与政策

主张ꎮ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ꎬ 民主党一般代表自由主义ꎬ 而共和党则代表保守

主义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整个美国社会意识形态分歧走向极化并逐步被自由主义

和保守主义一分为二ꎬ 民主党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共和党所代表的

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对抗ꎬ 深刻影响了拉美裔的政治取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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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ꎬ ２１ 世纪民主党内的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 平等主义与国际

主义ꎬ 主要代表自由派、 中小企业、 劳工及少数族裔和妇女等弱势群体的利

益ꎮ 在经济政策上ꎬ 平等的经济机会、 福利国家和为工会提供强大的基本社

会安全网一直是民主党经济政策的核心ꎮ 民主党人认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ꎬ
支持累进税制使富人缴纳更多的税ꎬ 主张实行最低工资制度ꎬ 建立可负担且

高品质的医疗保健体系ꎬ 提供社会保障、 公共教育及公共住房ꎬ 实行环境保

护主义ꎮ ２００８ 年以来ꎬ “提升最低工资” 成为民主党的主要经济主张ꎬ 这是

在低端行业就业的拉美裔根本利益所在ꎮ 在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大选中ꎬ 奥巴

马先后提出将联邦最低工资提升至 ７ ２５ 美元 /小时和 ９ ５ 美元 /小时的竞选主

张ꎬ 并兑现了前一个承诺ꎮ 在 ２０１６ 年大选中ꎬ 希拉里进一步提出了将联邦最

低工资提升至 １２ ５ 美元 ~ １５ 美元 /小时的主张ꎬ 这一承诺意味着给从事低端

服务业的拉美裔和非洲裔加薪 ６０％ 以上ꎮ① 总体来看ꎬ 对于大多数处于美国

经济社会底层的拉美裔居民来说ꎬ 民主党所坚持的最低工资制度、 平等的经

济机会、 公共教育和住房以及医疗保健制度直接关系到其切身利益ꎮ 在社会

政策上ꎬ 民主党强调社会平等ꎬ 反对歧视ꎬ 主张所有人机会均等ꎬ 关注劳工、
移民、 少数族裔、 性少数群体 (ＬＧＢＴ) 等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利益ꎮ 在法律问

题上ꎬ 民主党支持枪支管制措施、 个人隐私权、 同性婚姻与妇女堕胎权利ꎮ②

与民主党不同ꎬ ２１ 世纪美国共和党意识形态是保守主义ꎬ 对商界、 中上

阶层、 在私营部门工作的上流社会人士、 社会保守人士以及工人阶级保守人

士具有吸引力ꎮ③ 在经济政策上ꎬ 共和党赞同里根经济学ꎬ 支持经济自由主义

下的自由市场政策ꎬ 主张增加军费、 放松企业管制、 降低税收、 反对过度宽

松的福利制度和仅由政府主导的全民医疗保健制度ꎬ 要求限制工会权利ꎬ 限

制政府规模和政府管制权力ꎮ 在社会政策上ꎬ 大多数共和党人支持减少社会

福利、 抵制非法移民ꎬ 反对堕胎、 同性婚姻合法化及其他性少数群体权益ꎬ
强调以宗教信仰和道德为基础的行动ꎮ 在法律问题上ꎬ 大多数共和党的成员

支持死刑以及其他较严格的惩罚措施ꎬ 强烈支持买卖和拥有枪械的权利ꎮ④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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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自由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这两种派系在共和党内往往是互相重叠的ꎮ 在传

统形象上ꎬ 中、 低阶层选民认为民主党较之共和党更能处理好国内的社会和

经济问题ꎬ 而共和党在外交与国家安全问题上更占优势ꎮ①

图 ２　 拉美裔选民在 “民主党和共和党谁更关注拉美裔” 问题上的回答 (２００２—２０２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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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美国拉美裔选民的政党认同 (２００２—２０２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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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ꎬ 第 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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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 (图 ２ 和图 ３)ꎬ 在 ２００２—２０２０ 年期

间的历次国会选举和大选中ꎬ 接受调查的拉美裔选民在 “民主党和共和党

谁更关注拉美裔” 这一问题上ꎬ 认为 “民主党更关注拉美裔” 的比重分别

为 ４５％ 、 ４３％ 、 ４６％ 、 ５５％ 、 ４７％ 、 ６１％ 、 ５０％ 、 ５４％ 、 ４８％ 和 ５３％ ꎬ 认

为 “共和党更关注拉美裔” 的比重分别为 １０％ 、 １１％ 、 ８％ 、 ６％ 、 ６％ 、
１０％ 、 １０％ 、 １１％ 、 １４％和 １５％ ꎬ 其余则认为两党在关注拉美裔方面没有

区别ꎮ 同时ꎬ 在政党认同方面ꎬ 拉美裔选民认同民主党的趋向总体保持稳

定ꎮ 从统计数据来看ꎬ 在 ２００２—２０２０ 年期间的历次选举中ꎬ 拉美裔选民认

同民主 党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５６％ 、 ５５％ 、 ４９％ 、 ６５％ 、 ６２％ 、 ７０％ 、 ６３％ 、
６４％ 、 ６２％ 和 ６２％ ꎬ 而 认 同 共 和 党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２５％ 、 ２８％ 、 ２７％ 、
２６％ 、 ２５％ 、 ２２％ 、 ２７％ 、 ２４％ 、 ２７％ 和 ３４％ ꎮ 其中ꎬ 女性拉美裔选民、
在母国出生的拉美裔选民、 主要使用西班牙语的选民和未受过高等教育的

拉美裔选民更倾向于认同民主党ꎮ 期间ꎬ 认同差距最小的是 ２００６ 年ꎬ 为 ２２
个百分点ꎬ 之后差距重新扩大ꎬ 到 ２０１２ 年达到最大值 ４８ 个百分点ꎬ ２０１２—
２０２０ 年期间又开始逐渐缩小ꎮ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ꎬ 民主党对少数族裔的关

怀与对宽松社会福利制度的支持比共和党更能响应少数族裔在税收、 就业、
医疗、 住房、 教育等方面的利益诉求ꎬ 因而获得了多数拉美裔选民的支持ꎻ
而共和党虽在移民政策和福利政策上触及了大部分拉美裔的利益而失去了

大部分拉美裔选民的支持ꎬ 但其保守主义的宗教信仰和反堕胎、 反同性婚

姻的主张与部分拉美裔选民的价值观一致ꎬ 因此也获得了这部分拉美裔选

民的认同ꎮ
将 “民主党和共和党谁更关注拉美裔” “政党隶属” 问题的皮尤民调数

据与前述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间大选投票的 “出口民调” 数据相比较可以发现ꎬ 虽

然拉美裔总体政治取向更偏向于民主党的特征没有变化ꎬ 但是在大选中投票

给共和党的比重均高于认为 “共和党更关注拉美裔” 与 “认同共和党” 的被

调查拉美裔选民ꎬ 影响这部分选民的最终选择便是来自于影响拉美裔政治取

向的另外两个因素ꎬ 即议题因素与候选人因素ꎬ 下面将对这两个因素的影响

进行分析ꎮ

四　 议题因素对拉美裔政治取向的影响

宗教因素与党派认同对拉美裔政治取向具有较为稳定的长期性影响ꎬ 同

—４５—



拉美裔在美国大选中的政治取向及影响因素　

时我们也注意到拉美裔选民的政治取向会因竞选双方的不同议题选择而发生

短期波动ꎬ 影响最终的投票选择ꎮ 尼科尔森 (Ｓ Ｐ 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 等人利用 ２０００
年选前民意调查发现ꎬ 受教育程度高、 对选举信息了解更充分的拉美裔更有

可能基于议题取向投票ꎬ 倾向于将议题立场与候选人进行匹配ꎮ①

依据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期间皮尤研究中心对拉美裔选民最关心问题的调查②ꎬ
虽然拉美裔选民关心的问题会随着美国社会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ꎬ
但总体来看ꎬ 移民政策、 医疗保健是拉美裔长期的核心关切ꎬ 民主党与共

和党谁在这些议题上更贴合拉美裔的现实利益ꎬ 谁便能获得拉美裔选民的

青睐ꎮ
(一) 移民政策议题

由于美国境内的拉美裔居民有 １ / ３ 左右是非法移民ꎬ 每年还不断有拉美

裔非法移民进入美国ꎬ 这些非法移民多为美国拉美裔公民的亲友ꎬ 因而美国

政府的移民政策关系到拉美裔的切身利益ꎬ 这便导致两党在移民政策议题上

的立场对拉美裔的最终投票有着重要影响ꎮ 美国历史上与非法移民相关的

１９９４ 年加州第 １８７ 号提案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１８７) 和 ２００６ 年 «边境保护、
反恐怖主义和非法移民控制法» (ＨＲ ４４３７)③ 所引发的拉美裔移民权利运动

以及其后续的拉美裔在大选中投票率上升并用选票惩罚相关党派候选人便是

移民议题影响力的典例ꎮ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间的历次总统大选中ꎬ 移民政策议

题对拉美裔政治取向的影响有着显著的体现ꎮ
２０００ 年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ꎬ 执政初期为了获得民众支持ꎬ 他延续了克

林顿政府时期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ꎮ ２０００ 年 “９１１” 事件爆发后ꎬ 布什政

府开始全面收紧移民政策ꎬ 通过了 «爱国者法案» (ＵＳＡ ＰＡＴＲＩＯＴ Ａｃｔ) 与

—５５—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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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边境安全法和签证改革法案»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Ｂｏｒｄ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ｉｓａ Ｅｎｔｒｙ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ｃｔ ２００２)ꎬ 将移民局并入国土安全部并加强了边境执法力度ꎬ 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拉美裔非法移民跨越美国边境的人数ꎮ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７ 日小布什政

府向国会提出 “新的临时工计划” (Ｎｅｗ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ｅ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即 “公
平和安全的移民改革” 计划ꎬ 这一计划准予对临时工人颁发 ３ 年工作签证ꎬ
到期可以延长 ３ 年ꎻ 申请成为美国公民的临时工人ꎬ 应得到公平对待ꎻ 美国

境内的非法移民在缴纳一次性罚款之后也可以加入这一计划ꎬ 即美国将有条

件地给予这些非法移民临时的合法身份ꎮ① 这一政策获得了拉美裔移民中

４２％的支持ꎬ 但有 ２０％的拉美裔移民反对这一政策ꎮ② 这也是 ２００４ 年大选小

布什获得了 ２１ 世纪以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最高的拉美裔选民支持率

(４４％ ) 的主要因素之一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共和党众议员吉姆森森布伦纳

(Ｊｉｍ Ｓｅｎｓｅｎｂｒｅｎｎｅｒ) 提出的 «边境保护、 反恐怖主义和非法移民控制法»
(ＨＲ ４４３７) 以 ２３９ 比 １８２ 票 (９２％ 的共和党人支持ꎬ ８２％ 的民主党人反对)
在美国众议院获得通过ꎮ 该法案将对非法移民加重处罚ꎬ 并将对无证件移民

和任何帮助他们进入或留在美国的人判以重罪ꎬ 最终会导致大规模的非法移

民被驱逐出境ꎮ 这项立法直接引发了 ２００６ 年围绕 １２００ 万非法移民去留问题

的移民改革抗议活动ꎬ 约 １００ 万民众参与了游行示威ꎬ 其中拉美裔移民是主

要参与者ꎬ 这次活动成为拉美裔在美国政治参与的历史性转折点ꎮ③ 最终ꎬ 该

法案在参议院未获得通过ꎮ 与此同时ꎬ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在参议院通过的支持

非法移民合法化的 «全面移民改革法» (Ｓ ２６１１)④ꎬ 最终由于众议院共和党

保守派拒绝投票而流产ꎮ “今天我们前进ꎬ 明天我们投票” 是抗议活动的主要

口号ꎬ 这提高了拉美裔选民在 ２００６ 年中期选举中的投票热情⑤ꎮ ２００６ 年的国

家出口民调显示ꎬ 在美国众议院选举中ꎬ 有 ６９％ 的拉美裔投票支持民主党ꎬ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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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３０％的支持共和党ꎮ① 小布什政府于 ２００７ 年推出 «２００７ 年安全边界、 经济

机会和移民改革法» (Ｓ １３４８)②ꎬ 其中包含移民入籍用积分制代替家庭团聚

制ꎬ 积分主要来自教育、 工作技能、 家庭联系和英语水平等方面的综合得分ꎮ
积分制强调移民的知识技能与贡献ꎬ 但不利于低层次移民的进入ꎬ 这极大地

损害了拉美裔移民的利益ꎮ 虽然这项法案未获得通过ꎬ 但共和党小布什政府

第二任期的移民政策改革给拉美裔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ꎮ 在 ２００８ 年总统大

选中ꎬ 拉美裔选民便以选票为武器对共和党给予了回击ꎬ 约翰Ｓ 麦凯恩

(Ｊｏｈｎ Ｓ ＭｃＣａｉｎ) 最后只得到 ３１％ 的拉美裔选票ꎬ 比 ２００４ 年下降了 １３ 个百

分点ꎮ 拉美裔选民在新墨西哥州、 佛罗里达州、 内华达州和科罗拉多州 ４ 个

关键州大力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ꎬ 使其最终赢得 ６７％的拉美裔选民支持

率而入主白宫ꎮ 奥巴马政府采取较为温和的政策对待拉美裔移民ꎬ 在非法移

民问题上ꎬ 加强管控的同时给境内 １１００ 万非法移民提供了身份合法化的途

径ꎮ 在对待拉美裔合法移民上ꎬ 奥巴马提出的加强公民教育、 实施社区安全

计划、 鼓励拉美合法移民参与联邦医疗保健计划、 进一步推行 “抚养未成年

儿童家庭援助计划” (ＡＦＤＣ)③、 “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 (ＤＡＣＡ) 和

“暂缓遣返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父母计划” (ＤＡＰＡ) 等政策也使其在

２０１２ 年大选中获得 ７１％拉美裔选民的强力支持ꎮ
在 ２０１６ 年大选中ꎬ 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 Ｊ 特朗普 ( Ｄｏｎａｌｄ Ｊｏｈｎ

Ｔｒｕｍｐ) 在移民问题上称将采取强硬政策ꎬ 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并要求墨西

哥为其买单ꎬ 将所有无证移民驱逐出境ꎬ 提高移民入籍门槛等ꎮ④ 民主党候选

人希拉里克林顿在移民政策上的立场则较为温和ꎬ 她呼吁 “保护边界和国

家安全”ꎬ 并支持 ２０１３ 年的参议院移民法案ꎬ 该法案将为加强边界安全计划

提供资金ꎻ 支持奥巴马延期执行的 «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 和 «暂缓遣

返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父母计划» 行政命令ꎬ 旨在保护符合特定条件的

无证移民免遭驱逐出境ꎻ 终止对在紧急情况下抵达美国边境的父母和子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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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拘留ꎻ 希望使移民更容易成为美国公民ꎻ 支持使合格的无证移民获得工

作许可等ꎮ① 面对 ２０１６ 年大选中两位候选人针锋相对的移民政策ꎬ 拉美裔选

民对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强硬的移民政策十分不满ꎬ 只有 ２８％的拉美裔选民

投票支持特朗普ꎬ 而有 ６６％的拉美裔选民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ꎮ 特

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ꎬ 在执政第一个月就高效率地出台了关于强化边境安全

的 “边境安全和加强移民执法” 行政命令ꎬ 在美国西南边境建立隔离墙ꎬ 建

立更多的拘留中心ꎬ 增设边境巡逻机构ꎬ 撤销对移民庇护城市的联邦拨款ꎮ
同时他坚持限制性移民措施ꎬ 终止 “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②ꎬ 这些政策

直接损害了拉美裔移民的利益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的皮尤研究报告显示ꎬ ４７％的拉

美裔认为自己在美国的状况在过去一年中有所恶化ꎬ 而这个数据在特朗普赢

得 ２０１６ 年总统大选后的几周中仅为 ３２％ ꎮ ５５％的被调查拉美裔表示ꎬ 他们担

心自己、 家庭成员或密友会被驱逐出境ꎮ③ 在 ２０２０ 年大选中ꎬ 民主党候选人

乔拜登在竞选中承诺其上任后将扭转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的严苛做法ꎬ 撤

销特朗普政府制定的有争议的移民政策ꎬ 包含恢复 “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

划”ꎬ 为无证移民提供更多的出路ꎬ 废除旅行禁令ꎬ 停止修建边界墙ꎬ 以及逐

步增加高技能人才签证的数量等多项计划等ꎮ④ 与特朗普相反ꎬ 民主党候选人

拜登的移民政策获得了拉美裔选民的欢迎ꎬ 在 ２０２０ 年大选中ꎬ 有 ６５％的拉美

裔选民投票支持拜登ꎬ 只有 ３２％投票支持特朗普ꎮ
(二) 医疗保健议题

医疗保健议题同样是拉美裔重点关注的议题之一ꎮ 美国并没有建立像大

部分欧洲国家那样的全民医疗保险体系ꎬ 工薪阶层主要依靠雇主为在职员工

及其家属购买的商业医疗保险ꎬ 老年人在退休后才可享受联邦医疗保险计划ꎬ
低收入群体则依靠医疗补助计划ꎮ 相当大一部分中小企业雇员、 自由职业者

和贫困人群被排除在医保之外ꎬ 而美国拉美裔移民大多身处这个行列ꎬ 高昂

的医保成本令他们望而却步ꎮ 所以在医疗保健这一议题上ꎬ 经济状况多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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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较低层的拉美裔移民历来赞同全民医保ꎮ 从西奥多罗斯福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 Ｊｒ ) 总统开始ꎬ 建立全民医疗保障的努力在美国已历经

近百年ꎮ 第一位承诺医疗保障改革并试图实现全民医疗覆盖的是民主党总统

比尔克林顿 (Ｂｉｌｌ Ｃｌｉｎｔｏｎ)ꎮ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ꎬ 克林顿政府将 «医疗保障

法»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法案正式提交国会ꎮ 历来反对全民医疗的共和党

及有关利益集团猛烈攻击克林顿医改方案ꎬ 致使医改以失败告终ꎮ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共和党总统小布什当政期间ꎬ 医疗改革处于停滞状态ꎮ ２００８ 年大选中

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在竞选期间便将实现全民医保作为其竞选承诺ꎬ 并在当

选后将医疗改革作为其第一届任期的头等大事ꎮ ２００９ 年出台的 «美国平价医

疗选择法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Ａｃｔ ｏｆ ２００９) 在各方努力下

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在众议院投票中以 ２２０ 票对 ２１１ 票获得通过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

与 ３０ 日ꎬ 奥巴马总统分别正式签署了 ２０１０ 年 «患者保护和平价医疗法案»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Ｃａｒｅ Ａｃｔ ｏｆ ２０１０ꎬ ＰＰＡＣＡ) 与 ２０１０ 年 «医疗

和教育适价协调法案»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ｏｆ ２０１０)ꎬ 至此ꎬ 奥巴马主导的美国医疗改革终于成为一项正式法律ꎮ 拉

美裔选民也在 ２０１２ 年大选中投桃报李ꎬ ７１％的拉美裔选民将选票投给了寻求

连任的奥巴马ꎬ 这是 ２１ 世纪以来总统大选中拉美裔选民的最高支持率ꎮ 奥巴

马执政期内ꎬ 该法案遭到共和党人的普遍反对ꎬ 共和党议员在投票中一票未

投ꎬ 两党壁垒分明ꎬ 政治极化凸显ꎮ ２０１６ 年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承诺

将继续推进奥巴马医改计划ꎬ 她获得了 ６６％拉美裔选民的支持ꎮ 共和党总统

特朗普当选后多次提出撤销或修改 «患者保护和平价医疗法案» 的议案ꎬ 但

均未在国会获得通过ꎮ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 特朗普政府在法律允许和政府管辖的范

围内削弱了 «患者保护和平价医疗法案» 的执行ꎬ 例如取消对低收入人群的

补贴等政策ꎮ 同时ꎬ 特朗普政府提出 “美国病人优先” 计划ꎬ 强调通过加强

市场竞争的手段解决医保成本高的问题ꎮ 在 ２０２０ 年美国严重的新冠疫情之

下ꎬ 民众对医疗保健问题的关注度陡然上升ꎬ 而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不力使

其医疗改革主张大打折扣ꎮ 在 ２０２０ 年大选中ꎬ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则抓住

这一机会ꎬ 重申坚持并扩大奥巴马医改法案的重要性ꎬ 这让他在大选中获得

了 ６５％拉美裔选民的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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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候选人因素对拉美裔政治取向的影响

候选人是大选中最重要的角色ꎬ 他们可以通过集会演说、 竞选广告、 电

视、 广播、 辩论会等多种方式和选民进行沟通ꎬ 其在竞选中展露出的个人特

质也是影响拉美裔政治取向的重要因素ꎮ 研究发现ꎬ 作为党派代表的候选人

在个人投票中起着重要作用ꎬ 并且在选举中对票数的分配也有明显的影响ꎮ①

特别是近半个世纪的技术变革改变了候选人与选民交流的方式ꎬ 电视所依赖

的视觉图像开启了选民与候选人之间的互动性发展ꎬ 互联网的出现加强了这

一趋势ꎮ 这种互动性绕过了政党的角色ꎬ 使选民在大选中更加关注候选人本

身的个性特征、 竞选活动与表现ꎮ② 此外ꎬ ２０００ 年的一项全国调查发现ꎬ 在

决定投票选择时ꎬ 受过高等教育的拉美裔更有可能参考政策议题与意识形态

倾向ꎬ 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拉美裔则更有可能考虑非政策信息ꎮ 例如ꎬ 若一

位候选人会说西班牙语、 身为拉美裔ꎻ 或者这位候选人承诺任命拉美裔官员ꎬ
使用西班牙语广告ꎻ 或在拉美裔社区开展竞选活动等ꎬ 低收入的拉美裔更有

可能对这位候选人给予正面评价ꎮ③ 拉美裔的候选人取向主要分为三个方面ꎬ
即身份特质、 对拉美裔的亲和力与过往政绩ꎮ

(一) 候选人的身份特质

研究发现ꎬ 候选人的身份特质对于选民而言可能是重要的启发式方法ꎬ
选民使用候选人的特质来推断有关候选人的其他信息ꎬ 包括他们的意识形态、
可信赖度和能力ꎮ④ 选民在进行投票选择时ꎬ 更容易被与自己具有相同身份特

质的候选人所吸引ꎬ 认为与自己具有相同身份特质的候选人上台将更能代表

他们的利益ꎮ 拉美裔选民在候选人身份特质上ꎬ 着重关注族裔、 信仰等方面ꎮ
奥巴马的非洲裔身份增强了民主党对拉美裔的吸引力ꎮ 拉美裔与非洲裔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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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少数族裔ꎬ 在美国的政治、 经济、 社会中有着相近的地位与较多的共

同利益ꎬ 权利平等一直是他们的执着追求ꎮ 执政期间ꎬ 奥巴马也利用各种机

会继续强化自己少数族裔代言人的身份ꎮ 面对针对不同族裔的差异化执法这

一问题ꎬ 奥巴马常以政治活动家身份发表演讲ꎬ 鼓励街头运动ꎬ 为民主党寻

求更多的政党选举利益ꎮ 同时奥巴马在竞选时也意识到西班牙语的重要性ꎬ
他曾多次选择用西班牙语进行演讲ꎬ 并在 ２０１１ 年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

大方地承认自己从前在学校没有好好学习西班牙语ꎬ 称自己对此感到非常懊

悔ꎮ 在 ２０１６ 年大选中ꎬ 共和党候选人约翰杰布布什 ( Ｊｏｈｎ Ｅｌｌｉｓ Ｊｅｂ
Ｂｕｓｈ) 和马可Ａ 卢比奥 (Ｍａｒｃｏ Ａ Ｒｕｂｉｏ) 也曾借自身身份特质来吸引拉

美裔选民ꎮ 杰布布什的妻子是墨西哥移民后裔ꎬ 并因此改宗天主教ꎬ 他和

三名子女都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ꎬ 这样的背景让杰布布什更懂得如何在拉

美裔面前营销自己ꎮ 卢比奥是第二代古巴移民ꎬ 成长在古巴人聚集的佛罗里

达州南部ꎬ 说着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ꎬ 他在古巴裔比重高达 ３１％的佛罗里达

州获得了超过半数拉美裔共和党的支持ꎮ①

宗教是美利坚合众国道德伦理的基础ꎬ 是美国政治信念的一个重要方面ꎬ
同样也是候选人身份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选民相信政治家的宗教信仰是其

政治立场的基础ꎬ 与自己拥有同样宗教信仰的候选人在社会价值观上会与自

己同步ꎬ 并将在政策制定上作出符合其利益的选择ꎮ 宗教信仰多元化的拉美

裔选民会选择与自己信仰相近的候选人ꎬ 两党候选人也在大选中不断展露自

身的宗教信仰来吸引选民ꎮ 民主党候选人阿尔伯特戈尔 (Ａｌｂｅｒｔ Ａｒｎｏｌｄ Ｇｏｒｅ
Ｊｒ) 便常常强调自己属于福音派美南浸信会ꎬ 曾就读于神学院ꎬ 是重生的基

督徒ꎮ 共和党小布什曾加入卫理会ꎬ 他在竞选时热衷于宣传自己的宗教故事:
小布什曾经是个酒鬼ꎬ 在其父亲的介绍下ꎬ 他与布道家葛培理进行了关于宗

教信仰的认真交谈ꎬ 此后变成了一位虔诚的基督徒ꎬ 戒了酒并重整生活ꎮ 在

竞选之前ꎬ 他向很多教会人士表示自己清楚感觉到了上帝的呼唤ꎮ 民主党候

选人奥巴马是三一联合基督教会的成员ꎬ 有着坚定的基督教宗教信仰ꎬ 是神

学上的自由派ꎬ 相信圣经中所有社会诫命ꎬ 例如旧约提到要怜悯穷人、 施行

公义ꎬ 但同时他赞同堕胎ꎬ 支持同性恋者的权益ꎮ 在任期间ꎬ 奥巴马在其回

忆录 «无谓的希望» 中专辟一章来阐述信仰问题ꎮ 在演讲中ꎬ 他时不时会引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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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圣经» 话语以便与听众拉近距离ꎬ 同时也得到了通往白宫之路的选票ꎮ
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宣传自己是美国基督教的温和派或自由派ꎬ 她是卫理会

的成员ꎬ 反对 “同性恋与基督教教义不相容” 的观点ꎮ 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

声称自己是 “基督教信徒”ꎬ 但他很少表现出宗教信仰ꎬ 不去华盛顿的教堂ꎬ
也很少参加祈祷活动ꎬ 宗教虔诚度较低ꎮ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是虔诚的天主教

徒ꎬ 他经常公开谈论信仰对其生活带来的影响ꎬ 在其家庭悲剧发生的极度艰

难时期ꎬ 宗教是他的力量和安慰的源泉ꎮ
(二) 候选人的亲和力

候选人在竞选时对拉美裔的亲和力也是影响拉美裔政治取向的重要因

素ꎮ 候选人在竞选中会通过电视、 广播、 辩论会等多种方式和选民沟通ꎬ
在宣传自己施政纲领的同时ꎬ 还会在宣讲中与拉美裔选民分享共同经历与

共同利益ꎬ 他们的表态是否对拉美裔释放出善意将对拉美裔的投票选择产

生影响ꎮ 研究显示ꎬ 候选人投放西班牙语广告进行自我宣传ꎬ 可以消解拉

美裔和白人候选人之间的距离感ꎻ 候选人若能使用西班牙语讲话ꎬ 即使磕

磕绊绊ꎬ 只要是真诚的ꎬ 也会获得拉美裔的认可ꎮ① ２０００ 年美国大选时ꎬ
小布什和戈尔针对拉美裔开展了争夺战ꎬ 两人竞相使用西班牙语和英语进

行双语动员ꎬ 发放双语宣传手册ꎬ 免费接送拉美裔去投票点投票ꎬ 全力争

夺拉美裔选票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小布什和克里更是近距离与拉美裔选民接触ꎬ 通

过面对面交谈的方式拉近与拉美裔的距离ꎬ 展现自己与拉美裔的亲近形象ꎬ
以获取其支持ꎮ ２０１６ 年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凯恩 (Ｔｉｍ Ｋａｉｎｅ) 定期在

公共场合流利地发表西班牙语演讲ꎬ 最著名的是在美国参议院用西班牙语发

表了长达 １３ 分钟的演讲ꎮ 他还特意用西班牙语向全美表示他和希拉里是 “灵
魂伙伴” (ｃｏｍｐａñｅｒｏ ｄｅ ａｌｍａ)ꎬ 努力争取拉美裔选民的好感ꎮ 同时民主党总

统候选人希拉里的竞选网站就是以英语、 西班牙语双语呈现ꎬ 意在争取拉美

裔选民ꎮ 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则对墨西哥移民和拉美裔人士发表挑衅

性评论ꎬ 他曾称 “美国是一个讲英语而不是西班牙语的国家”②ꎮ 在总统竞选

活动中他还多次称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是 “毒贩” “强奸犯”ꎬ 扬

言要驱逐这些人ꎬ 提出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并让墨方买单ꎮ ２０１６ 年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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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７５％的西班牙裔登记选民称ꎬ 他们在过去一年中与家人、 朋友或同事讨

论了共和党候选人对拉美裔或其他群体的评论ꎮ 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３ 日至 ９ 月

２１ 日对拉美裔进行的年度全国调查结果ꎬ 有 ５８％ 的拉美裔登记选民支持希

拉里ꎬ 只有 １９％支持特朗普ꎮ①

(三) 候选人的过往政绩

对于寻求连任的总统或者曾经有公职经历的候选人ꎬ 其过往政绩能否使

拉美裔满意往往成为影响拉美裔政治取向的重要因素ꎮ 候选人的过往政绩主

要依据其在任期间的经济状况、 与拉美裔直接相关的政策执行等进行分析ꎮ
候选人在任期间经济状况选用美国经济分析局、 劳工统计局与人口普查局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数据ꎬ 即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增长率、 拉美裔失业率与

贫困率数据来进行考察 (见图 ４)ꎮ

图 ４　 美国 ＧＤＰ 增长率、 拉美裔贫困率与失业率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
资料来源: 美国 ＧＤＰ 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官网 (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ｐｓ ｂｅａ ｇｏｖ / ｉＴａｂｌｅ /

ｉＴａｂｌｅ ｃｆｍ? ｒｅｑｉｄ ＝ １９＆ｓｔｅｐ ＝ ２＃ｒｅｑｉｄ ＝ １９＆ｓｔｅｐ ＝ ２＆ｉｓｕｒｉ ＝ １＆１９２１ ＝ ｓｕｒｖｅｙ)ꎻ 美国拉美裔失业率数

据来源于美国劳工统计局官网 (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ｂｌｓ ｇｏｖ / ｐｄｑ / ＳｕｒｖｅｙＯｕｔｐｕｔＳｅｒｖｌｅｔ)ꎻ 美国拉美裔贫困

率与收入数据来源于美国人口统计局官网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ｎｓｕｓ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２０ /
ｄｅｍｏ / ｐ６０ － ２７０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１１]

小布什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第一任期中实现了美国 ＧＤＰ 增长率逐年上升ꎬ 经

济发展状况良好ꎬ 同时拉美裔的贫困率和失业率均在小范围波动ꎬ 在 ２００４ 年

大选中他获得了拉美裔 ４４％的支持率而最终获得连任ꎮ ２００８ 年美国爆发金融

危机ꎬ 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当选并于 ２００９ 年开始着手金融危机后的经济重振

工作ꎮ 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奥巴马政府第一个任期中ꎬ 美国 ＧＤＰ 增长率由负转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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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ꎬ 经济逐步实现平稳运行ꎬ 在此期间ꎬ 拉美裔移民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受金

融危机冲击而不断下降并处于 ２０ 年中的历史最低位ꎬ 同时其失业率和贫困率

达到历史高位ꎬ 拉美裔移民生存状况恶劣ꎮ 但拉美裔移民失业率和贫困率呈

逐年下降趋势ꎬ 整体经济向好ꎬ 拉美裔移民也逐渐走出金融危机的冲击ꎮ 同

时奥巴马任期内出台的医疗保健政策也获得了绝大多数拉美裔的支持ꎬ 在

２０１２ 年大选中ꎬ 奥巴马获得了 ２１ 世纪以来最高的拉美裔支持率ꎮ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是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ꎬ 在此期间ꎬ 美国 ＧＤＰ 增速先升后降但波动不大ꎬ
拉美裔移民的失业率和贫困率不断下降且处于历史低位ꎬ 其家庭收入中位数

不断上升且处于历史高位ꎬ 拉美裔整体生活状况提升明显ꎮ 但 ２０２０ 年突然暴

发的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了拉美裔移民ꎬ ４ 月份拉美裔失业率高达 １８ ５％ ꎬ １０
月降至 ８ ８％ ꎮ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ꎬ 但拉美裔选民也将疫情前美国经济整体向

好的形势看在了眼里ꎬ 在 ２０２０ 年大选中对候选人特朗普的支持率由 ２０１６ 年

的 ２８％上升至 ３２％ ꎮ

六　 结语

近年来ꎬ 拉美裔凭借着人口高增长率成为美国规模最大的少数族裔ꎬ 其

空间分布又较多地集中于大选中的 “摇摆州”ꎬ 对美国的选举政治产生了深刻

而持久的影响ꎬ 因此ꎬ 探究拉美裔在大选中的政治取向尤为重要ꎮ 从 ２０００ 年

至今美国举行的 ６ 次总统大选中ꎬ 拉美裔选民半数以上政治取向是温和而自

由的ꎬ 一直偏爱民主党候选人ꎬ 而 １ / ４ 左右较为保守的拉美裔则保持着对共

和党候选人的支持ꎮ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的 ２０ 年间ꎬ 拉美裔对两党候选人的支持

率虽有明确分野ꎬ 但也存在较大幅度的波动ꎬ 造成拉美裔选民在大选投票中

摇摆的因素便是其政治取向ꎮ 依据笔者观察ꎬ 拉美裔的政治取向主要受到宗

教因素、 政党认同、 议题因素和候选人因素的影响ꎬ 这四种因素相互融合渗

透ꎬ 共同决定了拉美裔的投票选择ꎮ 在宗教因素上ꎬ 信仰天主教的拉美裔多

支持民主党ꎬ 而信仰福音派新教的拉美裔多选择共和党ꎬ 宗教保守派与共和

党思想更为贴近ꎻ 在政党认同上ꎬ 拉美裔对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与政策立场更

加认同ꎬ 民主党对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的关怀更符合拉美裔利益ꎬ 但共和党

对同性婚姻、 堕胎等问题的立场对保守的拉美裔选民具有吸引力ꎻ 在议题因

素上ꎬ 拉美裔更加关注两党的移民政策议题与医疗保健议题是否符合自身利

益ꎬ 倾向于较为宽松的移民政策和全民医疗保健制度ꎻ 在候选人因素上ꎬ 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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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人自身的身份特质、 对拉美裔的亲和力以及过往政绩均是拉美裔选民进行

投票选择时的重点关注项ꎮ 整体来看ꎬ 宗教因素与政党认同以及其附属的宗

教身份与政党身份对美国拉美裔政治取向的影响是核心的且长期持续ꎬ 其变

化是隐性的且较为缓慢ꎬ 这是多数拉美裔稳定支持民主党的基础原因ꎮ 而议

题因素和候选人因素则具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ꎬ 影响时间较为短暂ꎬ 会随着

议题与候选人的更替而发生短期变动ꎮ 若共和党出现对拉美裔有利的议题立

场与候选人ꎬ 拉美裔的政治取向及投票选择就会出现摇摆ꎮ 虽然拉美裔总体

倾向于支持民主党ꎬ 但共和党在影响拉美裔政治取向的四个因素中也有着对

拉美裔选民的吸引力ꎬ 若能在议题和候选人方面采取符合拉美裔偏好的选择ꎬ
必将吸引更多拉美裔选民的支持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虽然本文将美国拉美裔作为整体来进行考察ꎬ 但拉美裔

内部子族裔众多ꎬ 同时还存在代际差异ꎬ 其政治取向存在内部多样性ꎮ 首先ꎬ
拉美裔子族裔政治取向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政党认同方面ꎬ 其中ꎬ 古巴裔与

哥伦比亚裔因其较为保守的政治立场和历史原因ꎬ 一直是共和党的坚定支持

者ꎮ 特别是古巴裔群体ꎬ 他们聚居在大选 “摇摆州” 佛罗里达ꎬ 在 ２０００ 年大

选中ꎬ 乔治Ｗ 布什就依靠佛罗里达州 ２５ 张选举人票登上总统宝座ꎬ 他当

时赢得了该州 ８２％的古巴裔选票ꎮ① 相比之下ꎬ 墨西哥裔、 波多黎各裔、 多

米尼加裔等政治立场较为自由ꎬ 因而在党派取向上倾向于支持民主党ꎮ 因

墨西哥裔、 波多黎各裔等子族裔占据拉美裔总人口的 ７０％ 以上ꎬ 在人口数

量上远超过古巴裔和哥伦比亚裔ꎬ 所以拉美裔整体政党取向是支持民主党

的ꎮ 其次ꎬ 在代际差异方面ꎬ 依据皮尤研究中心数据ꎬ ２０１９ 年美国拉美裔

中有 ３６％ 为第一代移民ꎬ ３４％ 为第二代移民ꎬ ３０％ 为第三代移民及以上

(其父母为二代移民及以上)ꎮ② 其中ꎬ 第一代移民为出生在外国而归化为美

国公民的移民ꎬ 第二三代及以上移民为在美国本土出生的拉美裔移民后代ꎮ
第一代移民与第二代移民在政治取向上存在着较大差异ꎮ 研究显示ꎬ 拉美

裔第二代移民在政治取向上更加自由ꎬ 他们在政党认同上较第一代移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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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民主党ꎬ 在社会问题上更能够接受堕胎合法化与同性婚姻ꎮ① 在移民政

策方面ꎬ 不仅第一二代移民之间在政治取向上存在差异ꎬ 第一代移民自身的

议题取向也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化ꎮ 依据皮尤研究中心数据ꎬ 在 ２００２
年被问及美国是否应允许更多移民在美国合法工作问题时ꎬ 选择支持的第一

代拉美裔移民为 ５２％ ꎬ 而第二代移民只有 ３４％表示支持ꎮ 当被问及非法移民

是否对美国经济有帮助时ꎬ 有 ８１％ 的第一代移民表示肯定ꎬ 而第二代只有

５７％肯定ꎮ② 但第一代移民对移民政策的取向随后逐渐发生了变化ꎬ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发现ꎬ 与第二代移民相比ꎬ 有较高比重的第一代移民优

先考虑限制非法移民的政策ꎬ 他们认为加强美墨边境的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移民政策目标 (第一代移民 ５６％ ꎬ 第二代移民 ３９％ )ꎬ 应实行更严格的限

制移民政策ꎬ 防止人们逾期签证 (第一代移民 ４７％ ꎬ 第二代移民 ３５％ )ꎮ 这

些问题均值得我们继续关注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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