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前言 

 

2004 年的时候，我报名去参加总统选举活动，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克里助一臂之力。由

于 2000 年大选佛罗里达点票出了问题，所以这次该州的选举特别受到关注。在选举之前两

个月，我来到佛罗里达最大的城市迈阿密，加入了邮政工人的助选队伍。对于人生地不熟的

我，这是接近选民的极好机会。 

布什和克里的第一次电视辩论就是在迈阿密举行的。当时，我和几十位邮政工人一起观

看电视辩论。我觉得，布什看上去傻头傻脑，克里却很精明。特别在谈到外交政策的时候，

布什只会反复地强调反恐，一味替伊拉克战争辩护，却说不出什么能够体现对世界有点深入

理解的话来。当主持人问克里，美国在国际上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克里的回答非常干脆：

“核扩散。"接着，他简要地解释了世界上核扩散的状况，并且很得要领地阐述了他未来的

应付政策。 

我正在点头称是，却看见旁边的邮政工人们脸上都有点茫然，其中一个人嘟哝着评论克

里：“他在说些什么鬼话？” 

答辩后，克里马上来到了我所在的会场。他非常得意地朝听众挥着手喊道： 

“你们看到我和布什之间的区别没有？” 

虽然在场的人发出一片欢呼，可是我还是能感觉出来身边的人们缺乏热情。我突然意识

到，克里在这些普通的美国人中并没有得到多少认同。他们也许会出于党派的原因将选票投

给他，但是却不把他当做自己人。如果这批民主党的基本群众是这样的态度，那中间派的选

民又是什么样子？果然，在这次大选中，大部分中间选民选择了布什，让非常讨厌布什的美

国和欧洲的知识分子精英迷惑不已。 

四年一次的美国总统选举被人称做“世界上最大的民主竞技”。二百多年来，美国人通

过选举实现政权的更迭与交替。竞技的结果，赢者可能以非常小的比分获胜（在 2000 年是

五百三十七位佛罗里达选民），却因此而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政治领袖，这就越发凸显了

竞选运动的重要性。 

与观看所有的竞技运动一样，看大选也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整个选举制度

不断地发展，各种规则相当烦琐，不仅外人看着往往摸不着头脑，选民也经常感到无所适从。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复杂的规定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选举的公正性，避免选举被少

数人操纵，并且鼓励更多的选民参与。 

作为一名历史和社会学者，我对现实政治的运作有很大的兴趣。在过去的几次选举中，

我都参加了最基层的竞选运动，从那里面学到了许许多多在书本和大学课堂上学不到的东



 

西。同时，我也写了一批文章，记载下选举过程中的观察、分析、感受。 

本书共十章，是对美国总统选举制度的全面概述，包括其历史沿革、制度设计、具体操

作等，同时也有我在选举当时的所见所闻。通过这种方式，我希望能帮助读者得到理性与感

性两方面的认识。 

龚小夏 

2008 年 6 月 30 日 

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驴象庄园：美国总统是如何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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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投票选总统 

 

每隔四年，十一月第一个星期一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二，数千万美国人就会走到自己所在

的地区的投票站，用秘密的、无记名的方式选出下一届的新总统。也就是说，如果碰巧十一

月份的第一天是星期二，选举就在第二个星期举行；否则，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就是选举

日。 

去投票的选民会进入一个用布帘遮住的小隔间，选票上能看到各党候选人的名字，选民

在自己支持的那个候选人的名单上画个钩或者在旁边打个洞（最近这些年越来越通行的是用

电脑来选择），之后投到票箱里或者在电脑上点一下“投票”一项，就算完成了美国民主制

度中最重要的一项选举程序。如果选民对名单上所有的人都不满意，也可以填上自己喜欢的

人。那可以是一个有名有姓有地址的实实在在的活人，也可以是个虚拟的人物，甚至可以是

随便一个捏造出来的名字。最近这几十年里，得票最多 

美国的国父们中有许多熟读希腊罗马历史的人，比如《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弗逊、第

二任总统亚当斯、有“宪法之父”称号的麦迪逊，等等。同时，他们主要是英国移民的后代，

也就很熟悉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历史与实践。在君主立宪制度下，国家的权力集中在议会的

手里，君主只是荣誉性和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当年美国国父们对总统这个职位的设计，与君

主立宪制中的君主差别并不大，因此《美国宪法》的第一条是关于国会而不是关于总统的。

在美国国父们的心目中，总统更多是个荣誉性的职务，不应该掌握太大的权力。民主和宪政

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很少几个国家在实行，因此国父们对出现专制暴君的可能性抱着极大的

警惕。包括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内的建国元勋们都反对设立一个强大的总统和行政部门。税

收、宣战、联邦预算等主要的政府职能都由国会来掌握。总统不过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

分立制度下行政权的首脑。在当时的联邦与各州的关系的设计中，真正的行政权力主要在各

个州而不是在联邦。 

要知道美国建国时的总统有多大权力，只要看看总统身边有多少人就能明白。第一任总

统华盛顿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位秘书、一两位文职人员，以及几个仆人和管家。相形之下，

今天在白宫里面的工作人员大概有一千五百人。当然，总统的内阁成员控制的各个部署下还

有大量雇员，目前人数已经达到了一百八十多万，还不算属于联邦管辖的邮政系统的雇员在

内。 

美国总统的权力随着美国国力的扩张以及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的增加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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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总统成了世界上公认的权力最大的职位，手里掌握着

以千亿美元为单位的财富以及世界上装备最先进的庞大的军队。总统的决定，关系着美国与

世界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人民生活。 

如此重大的权力四年易手一次，在保证民主程序的同时还要保持政治稳定，美国是怎样

做到这一点的呢？在这个人口三亿的国家里面，公民“一人一票”的政治权利又是如何保证

的呢？从更具体的角度来看，总统选举到底是怎样进行的？候选人是怎样产生的？之后又是

通过什么途径去接触选民、去向选民宣传自己的纲领主张，最后被选民认可或是拒绝的？这

里面有许多重要的，也是有趣的制度以及细节，往后的章节里会一点点地详细介绍。 

要了解美国的选举，首先要明白所谓“选举团”制度。 

美国的总统选举看上去是直接选举，其实是间接选举。选民首先要投票选出本州大选举

团的成员，然后再由大选举团的成员去投票选举总统。也就是说，选民到投票站投票，虽然

从选票上看上去选的是总统和副总统，但实际上选出来的，却是本州的大选举团。选举团的

成员被称为“选举人”。选举团中的人数根据各州情况而有大有小。最后，得到最多的选举

人票者就成为总统和副总统。 

这听上去似乎有点复杂。让我们来看看一步步的具体程序。 

首先，一个州的选举团的人数相当于本州的参议员加众议员的总数目。根据美国宪法，

州无论大小，在参议院都有两个席位，所以五十个州的参议员一共有一百人。而众议员的人

数则根据人口来决定。目前美国有四百三十五位众议员。另外，首都华盛顿特区还有三张选

举人票。这样，就一共是五百三十八张选举人票。也就是说，在两个候选人竞争的情况下，

只有得到二百七十张选举人票才能当上总统。如果两个人碰巧一人得票二百六十九张又怎么

办？那么，就要由众议院来投票，决定挑选哪位候选人。在 1800 年的选举中，杰弗逊与波

尔得到的选举人票数相等，最后由于汉密尔顿等人到国会去为杰弗逊活动拉选票，国会将杰

弗逊选为总统。 

第二，除了缅因州和纳布拉斯加州之外，各个州的选举团都必须将选票投给本州得票最

多的候选人，也就是所谓“赢者通吃”的制度。这就使得在全国范围内得票最多的候选人不

一定能够赢得选举。假设一个候选人在全国赢得了 55%的票数，在他获胜的各州中胜利的

比例都超过 65%；而另外一个候选人只得到 45%的票数，在他的各个州里面只以 51%的微

弱多数获胜。可是到了选举人票的数字上，后者却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票数。这也就是我们在

2004 年大选中看到的情况：佛罗里达有二十五张选举人票。戈尔在全国范围得到的票数已

经超过了布什，可是因为布什在佛罗里达州多得了五百三十七张选民的个人选票，整个州的

二十五张选票就归了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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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选举团的成员如果违反选民的意志而投票给另外的候选人，该州就有权撤换这个

选举人。在美国历史上，出现过八十五次选举人违反选民意志投票的情况。最著名的是 1832

年，弗吉尼亚州二十三名选举人拒绝将选票投给当选副总统 0 1952 年，最高法院判决，州

政府有权将这样的选举人撤掉，以保证选民的意志能够贯彻。 

这种选举团制度经常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批评之一，就是这种制度不能保证每个公民有平等的投票权。比如像怀俄明这个只有五

十一万人口的小州有两位参议员，一位众议员，拥有三张选举人票，加利福尼亚这个有三千

六百多万人口的大州也是两位参议员，却有五十三位众议员，拥有五十五张票。也就是说，

怀俄明每十七万人一张选举人票，加州则是每六十六万多人才一张票。总的来说，选举团制

度更加有利于那些人口稀少的农业州。 

批评之二，就是“赢者通吃”的做法可能会导致在全国范围内得票少的候选人获得更多

的选举人票，因而违反了多数选民的意志。在 2000 年的大选中，民主党的戈尔比共和党的

布什多得五十四万三千八百一十六票。但是由于佛罗里达州的二十五张选举人票归了布什，

所以得票少的布什反而赢得了竞选。类似的情况在 1824 年、1876 年、1888 年都出现过。 

批评之三，就是候选人为了争取选举人票，会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几个所谓“摇

摆州”，而不去关注那些选民倾向比较稳定的州。比如宾夕法尼亚、俄亥俄、佛罗里达这些

州，由于两党力量不相上下，每次选举中都会有激烈的竞争。这些州的选民的诉求也比较能

够为候选人和公众所注意到。而像民主党力量强大的加利福尼亚、纽约，以及共和党势力范

围的德克萨斯等，都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大州，却往往被候选人所忽略。 

批评之四，就是这种制度不利于第三党候选人以及第三党力量的产生。第三党候选人无

论在选民中多受欢迎，得票比例多高，往往因为竞争处于不利地位而得不到任何的选举人票。

比如 1992 年亿万富翁佩罗作为第三党候选人参选，在全国得票 19%，却一张选举人票也没

有拿到。 

然而，这种选举团制度对于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也起着非常重要的、正面的作用。 

首先，美国在地理上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和诉求。美国总

统必须照顾到所有这些地区，而不仅仅是人口集中的所在地。如果采取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

人口稀少的地区的选民利益就会遭到忽视。拿中国的情况来比喻，也就是说如果直接选举，

贫困与人口稀少的西部地区就必然会被人口集中的东部地区完全压倒。平衡各地区选民的利

益，是选举团制度的重要功能。 

其次，“赢者通吃”的制度可以刺激选民的投票积极性。尤其是平时声音被忽视的少数

或者弱势群体，在大选的时候很可能由于他们的少数选票能够改变整个选举局势而受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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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比如，亚裔只占美国人口的不到 4%。但是，在一个双方票数相差 1%、2%的州里面，

亚裔的投票很可能就会决定整个州的去向。 

总的来说，选举团制度相对直接选举制来说，更能照顾到偏远地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不过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不公平的因素。目前已经有不少团体和宪法学者提出了各种改革方

案。但是，在美国这样一个以宪法为本的国家里，要改动宪法中规定的选举办法，恐怕不是

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兵家必争之地：“摇摆州” 

2004 年 10 月份时，接到好几位来自中国的朋友的消息，通知我他们将在美国大选期间

前来观看选举。在他们的行程中，通常包括了洛杉矶、纽约、芝加哥等华人人口众多的大城

市，当然，最后的落脚点自然是首都华盛顿。看到这样的安排，我不禁为他们感到惋惜。因

为真正能够领略到美国竞选之林林总总的地方，绝对不是这些大都市，而是所谓的“摇摆州”。 

“摇摆州”（Swing States）又被形象地称做“战场州”(Battle-gr。und States)，也就是两

党势力不相上下的地区。这些州的数目大概有十九个，其中最大的几个州包括宾夕法尼亚、

俄亥俄、密歇根、威斯康星、密苏里以及 2000 年大选中出了点票闹剧的佛罗里达。这些州

是本次总统大选中的兵家必争之地。 

根据美国采取的间接选举制度，美国五十个州再加上首都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的选民投

票选举出本州的选举团。选举团的人数是由该州的人口决定的，相当于该州参议员加上众议

员数目。比如，我所在的弗吉尼亚州有十一位众议员，该州的选举团人数就是十三名。选举

团以党派为基础。选民前往票站投票的时候，选举的是属于某个党的选举人。也就是说，选

民投票选出的是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的选举团。在一个州里，得到多数票的党派选举团代表

该州去投票选举总统。这样，即便弗吉尼亚州有 49%的选民投票给克里，如果共和党赢得

了 51%的选票，弗吉尼亚就成了选举布什的共和党州。候选人必须得到至少二百七十张的

选举人票才能取得胜利。 

这种“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使得在双方选民比例接近的州里，竞选变得极端激烈。的

确，就我的亲身经历来看，将这些地方称做战场一点也不过分 0 2004 年，在我参加为民主

党助选的佛罗里达和宾夕法尼亚两个“战场州”里，电视广告简直成了两党相互攻击的密集

轰炸。打开电视机，每隔几分钟就能看到不是克里在批评布什，就是布什在攻击克里。还有

两党竞选机构及其外围组织做的种种政治宣传。大街上到处会有竞选的广告，而且不时能够

看到双方组织的游行或集会。克里与布什第一次辩论的时候，我正好在迈阿密。虽然辩论在

晚上九点进行，迈阿密大学辩论会场外从早到晚都有选举活动。那天根据竞选部门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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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同事们在清早三点半就起床外出散发传单，中午在会场外面示威，下午挨家挨户动员登

记投票，晚上则与几千名不时高声欢呼的民主党群众一起聆听辩论。辩论会完后，克里径直

来到他的这些基本群众中间，再次重复了他的竞选许诺。作为劳工组织派出的助选人员，我

一直忙碌到半夜一点才能够休息。这段时间里身居佛罗里达州的任何人，哪怕对政治再没有

兴趣，也很难不受竞选气氛的感染。 

这些摇摆或者战场州中，人口众多的州因为选举人票多而更加重要。在 2004 年的选举

中，各大摇摆州里选举人票分配如下：佛罗里达（FL，二十七票）、宾夕法尼亚（PA，二十

一票）、俄亥俄（。H，二十票）、密歇根（Ml，十七票）、密苏里（M。，十一票）、华盛顿

州（WA，十一票）、威斯康星（WI，十票）、明尼苏达（MN，十票）。在竞选开始的时候，

布什绝对没有问题能够拿下的选举人票是一百八十一张，克里能够拿到的是一百六十八张。

也就是说，布什在摇摆州里面需要赢得至少八十九票，克里需要一百零二票。到第一次总统

辩论之前，在这些摇摆州里面，克里已经基本拿下了西北部的华盛顿州（WA，十一票）和

俄勒冈州（。R，七票）；布什则巩固了在亚利桑那州（AZ，十票）和路易斯安那州（LA，

九票）的领先地位。简单的算术告诉我们，布什在一个月内必须再去争取至少七十票，克里

的任务更艰巨，还需要八十四票。这样，共和民主两党的眼睛就都盯在了佛罗里达、宾夕法

尼亚、俄亥俄等几个大州上。这些州的竞选运动也就比其他地方都要激烈许多倍。如果到最

后两位候选人在争取这些大州上面依然打个平手，最后决定谁来主宰美国的，大概就是偏远

的新墨西哥州或者阿肯色州里几千甚至仅仅几百名选民。 

这种间接选举的制度使得在全国范围内得票多的人却有可能在选举人票中落选 0 2000

年，民主党候选人戈尔比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多得了五十多万选票。然而，因为布什在佛罗里

达比戈尔多了五百三十七张选票，该州的二十五张（比 2004 年少两张）选举人票就统统进

了布什的口袋。同样的情况今年也很有可能会重复。 

二百多年前，美国的国父们在制定间接选举制度的时候，考虑的是这种制度能够保护各

州的权利，不让人口众多的大州在政治上完全压倒人口稀少的小州。二百多年来，美国的社

会政治结构已经全面改变。这种一成不变的选举制度在今天给了保守南部和中西部相当的力

量来制衡东西两海岸的开放的大都会，形成了美国政治地图中“蓝夹红”的局面。 

美国政治地图蓝色（深灰）为民主党州，红色（黑色）为共和党州，其余（浅灰）为摇

摆州。 

科罗拉多州的选民 2004 年正在试图改变这种制度。在十一月二日投票的时候，该州的

选民除了选举总统与国会，还要投票决定，是否将该州的选举人票按照选民投票比例来分割。

也就是说，如果有 45%的选民投票给克里，科罗拉多的九张选举人票是否应该分出四张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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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如果这个提案能够在科罗拉多通过，将是美国总统选举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谢天谢地，我们这没有人到街头去暴动” 

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2000 年大选最戏剧性的时刻，恐怕是星期三早上一觉醒来，发

现总统选举竟然还没有结果。不仅没有结果，而且各大媒体急于表现而一再错报，在两名候

选人的阵营中都引起了大混乱。自从电子媒体开始在全国范围现场播报选举结果时起，美国

人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之后两天选情的发展，就更具有喜剧意味了。关键性的佛罗里达州逐张重新点票，被选

票设计误导的选民人禀法庭要求纠正选举结果甚至重选，布什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前便忙于组

阁，较为老练的戈尔则表面按兵不动，私下做好两手备：赢了去组阁，输了则诉诸法律。无

论下届总统是谁，看来其当选的权威性、合法性都必将因为民意基础不足而受到一定程度的

挑战。 

然而，尽管选情峰回路转起伏难料，对立双方在媒体前也各自摆出一副势不两立的姿态，

甚至也有愤怒的选民举起大标语上街游行。但是从总体来看，这场政治活报剧无非也就像一

场扩大了范围的橄榄球赛，双方碰碰撞撞少不了，却不得动粗，尤其是看不见第三世界国家

在政治危机中通常出现的暴乱甚至兵变。在大选僵局出现的那天清晨，英国广播公司采访的

一位美国选民连声感叹：“谢天谢地，我们这没有人到街头去暴动！” 

的确，在不少发展中国家，选举往往会引发流血暴力冲突。无论选举中是否出现舞弊或

错误，失败的一方从领袖到民众经常不肯平和地接受选举结果，甚至诉诸街头暴力。这类暴

力事件，也就往往被作为民主制度不符合这些国家国情或者民主制度导致人民社会分裂等说

法的依据。 

英国人有这样一句话：民主的前途仰仗于伊顿球场上的训练（伊顿公学是英国最著名的

贵族中学之一）。也就是说，在英国人看来，少年时代团队性的体育活动，是培养公民民主

素质的重要途径。为什么？ 

在任何一个社会，政治制度都必须以某种方式满足或压抑人群在多个层面上的需要。这

些层面大致分为个人权利、集团利益、大众民意、社会整体需求各方面。个人权利、集团利

益的含义很明显，无须多加解释。大众民意与社会整体需求往往是重合的，但在某些情况下

却也可能不重合，甚至相互冲突。比如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出

于孤立主义的传统，美国普遍的民意不赞成参战。然而，参战却是符合美国社会长远利益的。

当部分个人和集团的利益受到压制、民意被忽略时，周期性的社会政治冲突便很难避免。 

现代民主制度以普选和代议的方式来平衡这个不同层面的需要。通过这一制度，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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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得到体现，集团的利益得到重视，大众的民意得到表达，而社会的整体需求则得到代议

制文官政府的整合管理。 

然而，普选代议制的实现，却有赖于关键性的竞争原则制度的确立。首先，政治竞争的

规则必须得到相对完善的独立以及绝对的尊重。就如同在球赛中一样，许多规则可能不合理，

但规则就是规则，犯规的人不论有多少理由，该怎么处罚便怎么处罚。其次，裁判或法官（英

文为同一个词）的权威在竞赛的过程中不容挑战。过后若要挑战也必须经过特定的程序。最

后，失败的一方无论多么不服，都必须接受选举的结果，且在选举完成后接受自己过去的政

治对手的权威。 

有了上述竞争原则制度，一个社会及其政治经济制度的延续性也就有了保证。不仅如此，

社会各个不同阶层、集团、个人的利益也就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之下得到保护，

这个社会的整合便也更加容易进行。 

美国 2000 年的大选，其点票过程中的戏剧性也许在外人看来滑稽可笑，但却向世界展

示了其制度在政治危机时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佛罗里达点票和美国的政治危机 

2000 年美国大选在选举日过后四个星期依旧陷在僵局中。尽管处在争议焦点的佛罗里

达州正式宣布了点票结果，但是被宣布失败的民主党副总统戈尔一方在法庭提出挑战，而布

什阵营也在利用法律手段，以保证能最终保住这个有利自己的结果。官司也打到了最高法院。

看来，这场选举官司有旷日持久打下去的趋势，当时谁也无法预料布什或戈尔是否能够按时

在一月二十日就职，即使能够，这位新总统的合法性是否能得到一半选民的承认恐怕也还是

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全世界都在说，美国政治出现危机了。不错，美国政治是出了危机。 

什么是政治危机？就是在一个国家一批有力量的人和另外一批同样有力量的人不能在

如何管治国家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在人类历史上，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经历过，甚至

是反复经历过政治危机。危机带来冲突，导致暴力，最严重时甚至引起战争。危机导致一些

政权被削弱，一些民族被分裂，一些国家走向消亡。 

因此，如何防止抑或是缓解政治危机，是人类政治制度设计中关键的问题。而是否能有

效地、和平地化解危机，也就成了各政治制度是否成功的试金石。那么，从这次美国的选举

危机来看，美国人历来引以为骄傲的民主制度是否成功呢？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否像世界上不

少人批评的那样，仅仅是一个笑话呢？ 

我们可以先看看美国这次选举危机的根本原因。与其他政治危机一样，美国这次危机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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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产生了难以解决的政治分裂：一半选民与另一半选民在谁来当总统的问题

上争执不下，总统的产生因此变为难产。虽说在一个有大约两亿合格选民的国家，最后需要

依靠数百张选票来决定总统的胜负实在有点难以想象，但是选举制度的设计本身便从逻辑上

包含了这一危机。换句话说，只要有选举制度就可能出现选举僵局。 

不少人，包括美国人在内，认为这次大选僵局已经构成了宪法和法律的危机。他们争辩

说，正是因为美国法律制度设计中的不完善甚至原则性的错误，才使得这类危机成为可能。

然而事实表明，美国民主制度的设计中早已包含了处理选举僵局的各种办法。尽管这是大约

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在总统大选中出现这种情况，在地方性的选举中僵持不下的局面却说得

上是稀松平常。试想，美国的大部分选举其实是在只有千、百，甚至数十人的小社区中进行

的，怎么能够不出现僵局呢？民主制度的奠基人不是没有预料到这样的情况。以总统大选而

论，如果双方得到的选举人票数完全相等（例如这次选举中每位候选人各得二百六十九票），

那就按照法律规定将由众议院投票在两位总统候选人中选出一位总统。如果众议院投票仍然

出现僵局，那就要由参议院来决定了。另外，即使当选的总统或副总统出了意外，美国选举

法中也有严格的循序继承规定，总之，谁也不能不通过法定的程序成为国家或地区的行政领

导。 

因此，这次大选中的僵局，与其说是制度的设计造成的，不如说是在投票程序中技术手

段——主要是点票程序——出现差错的结果。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各种各样的政治危机的起

因往往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比如历史学家们经常争论的“如果克利奥佩特拉埃及艳后鼻子长

一点，罗马的历史就要重写”之类的问题），而这类小事导致的危机通常能够考验一个制度

的稳固程度。美国这次选举中出现的政治危机显示出来的，是美国宪政制度的高度稳定性。

在这一制度之下，争执双方的立场尽管无法调和，都必须诉诸法律而不是非法或暴力的途径

去寻求解决的办法。 

美国式的宪政民主实行的是三权分立原则。总统所主持的行政只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

如果行政权力的合法性受到挑战，立法、司法部门都有责任出面干预。也就是说，在行政权

力出现困难的时候，权力结构的另外两方以自身的权威来作出决定，对行政一方进行支持。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选举的争议最终要由议会和法庭来仲裁的主要原因。立法和司法机构的

介入，保证了权力转移的合法性以及权力过渡的和平性，从而避免出现权力移交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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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漫长的选民资格变革史 

 

在立国二百年的时间里，美国的选民从很少的一部分人——估计不到成年人的 10% -扩

大到每个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都有投票权，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 

人们大概会认为，既然美国从立国开始就是个共和国，那么就应该有明确的选民资格规

定。然而，在 1787 年颁布的美国宪法中却没有选民资格这一条。虽然宪法规定总统和国会

都要由选民来投票选举，在当时的情况下，总统和参议院是间接选举，众议院则是直接选举，

但选举却是由各州自行组织的。选民资格也由各州立法来规定。 

这里牵涉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美国立国时的国家性质。当时的美国，是十三个州的

联合体，每个州都是按照一个主权国家的模式来设计的——州有自己的宪法，自己的立法、

行政、司法体系，联邦的权力非常小。当时的人们还不清楚未来的美国国会是一个整体的国

家，还是一个松散的国家联盟。这种考虑在 1820 年代拉丁美洲独立的时候也出现过。结果

是拉美成为一批独立的主权国家。在美国发展的整个历史中，一直到今天，州与联邦之间还

是有非常分明的权限。除非有特别的立法，联邦不能越权干预州的事务。 

而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前，各州的选民资格立法又有很大的差别。 

首先，在南方各个蓄奴州里面，黑人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都是没有投票权的。在北方

的自由州里面，废奴运动比较激烈的新英格兰各州最先给予黑人以选举权。其他如宾夕法尼

亚、纽约、新泽西等州都经过一些反复。 

其次，妇女无论属于哪个种族，都是没有选举权的。选举只是男人的事情。 

最后，许多州对选民资格实行了财产限制，只允许有地产的男性公民投票。这点是从英

国继承下来的。在 1832 年改革之前，英国也只给予有土地和财产的人以选举权。另外，还

有些州以宗教、民族等因素来限制选举权。因此，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前，一些州里拥有选

举权的人只有成年男性的 10%。 

美国民主制度二百多年的发展，伴随着选民资格的扩大。我们可以用四个里程碑来作这

段历史的大框架。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执政期间，大部分的州取消了对白人男性选举权

的财产资格以及其他条件的限制； 

1865 年南北战争结束后，黑人被赋予公民权，男性黑人公民的选举权从宪法上得到了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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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美国通过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给予妇女以选举权； 

1971 年通过的宪法第二十六条修正案，将有选举权的公民年龄从二十一岁下降到十八

岁。 

下面分别来讨论一下这四个阶段。 

前面说到选举法是州法，在 1970 年美国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通过之前，联邦一级并没

有对选民资格进行规范。所以，各个州的立法机构都根据本州的情况制定了一些选民规则。

通常来说，被选进立法机构的多是一些有固定住所、有财产、在地方上有一定声望的人。他

们所代表的，也是地方上有固定住所的居民的利益。要知道，真正的穷人往往是没有固定住

所或者是寄人篱下靠打工为生的人。有住所，也就有了基本的财产。地方上的居民通常都不

愿意那些有“流民”嫌疑的人也和他们享有同样的投票权，因此立法机构也就普遍地对选举

权加以财产限制。这虽然是一种狭隘心理，但是也并非很难理解。拿今天中国的情况打一个

比喻，那就等于是在讨论在居住地没有户口的农民工是否应该有投票权的问题。按照户口来

看，他们不属于当地居民；可是他们却在当地生活工作，当地政府的所有决策都会关系到他

们的利益。他们是否应该有投票权呢？这也就是美国人在立国初期所面临的问题。 

另外，在一些清教徒势力非常强大的州里面，对选举权也实行了宗教上的限制。清教徒

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派势力，他们严格地按照《圣经》的教导，实行高度清廉与禁欲的生活方

式。对于他们认为是异端的教派，比如贵格会，以及天主教徒和犹太人，都剥夺选举权。特

拉华州在 1776 年，也就是美国宣布独立的那一年，颁布的州宪法中就有这么一条。 

不过，在 1787 年美国宪法通过之后，各州纷纷取消了对选举权的宗教限制，因为宪法

虽然没有规定选举权资格，但是却规定对被选举人——总统与国会议员——的资格不得以宗

教理由来限制。美国的国父们虽然都是基督徒出身，但是他们深深地信奉启蒙时代以来的自

由主义观念，认为国家事务应该完全与宗教分离，因为信仰只是个人的事情，国家不得干涉；

而个人的信仰也不应该进入公众事务。 

对财产限制的取消就没有那么简单，因为那涉及居住与税收记录、选民登记等一系列行

政上的问题。同时，附带在财产限制上的，还有文化程度的限制，因为一些州规定，选民必

须通过文化测验才能获得选举资格。 

这些限制在 1830 年代杰克逊政府的时候绝大部分都被取消了。关于杰克逊总统和他的

政府，我们在这里有必要多说几句。杰克逊是 1829 年至 1837 年的总统。与他之前的几位美

国总统有很大区别的地方，就是他的出身。前面几位总统都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来自于美

国东部殖民地的世家。除了军人出身的华盛顿之外，其他五位总统都是哈佛、普林斯顿、威

廉玛丽学院这些名校的毕业生，在军事、外交、政治各个方面有过长期的历练。杰克逊 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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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生在南部卡罗莱纳的穷乡僻壤，他年轻的时候在当地以好赌出名，将他祖父遗留给他的

四百英镑输了个一干二净。要知道，四百英镑在那个年代可是不小的一笔钱，当年约翰·哈

佛捐出来办学校的也不过就是四百英镑，哈佛大学就以他来命名。在其他方面，杰克逊也甚

为不拘小节，不把传统礼节放在眼里。一次过圣诞的时候，他竟然给当地的一对娼妓母女下

了请帖，将她们请到了正经居民的圣诞晚会上。面对盛怒的邻里，杰克逊解释说他不过是在

开玩笑。但是邻居们却看不出这里有什么幽默可言，不由分说将这声名不佳的母女俩赶了出

去。邻居都断言，这个杰克逊真没出息，日后肯定是以小混混的身份终老其身。 

结果，杰克逊后来的发展让亲朋邻里大跌眼镜。成年之后，杰克逊自学成才当了律师，

搬到隔壁的田纳西州从业，并且从那里被选进了国会当议员。在 1812 年英美战争中，杰克

逊从军，并领导军队在新奥尔良地区打败英军，成为当年受人崇拜的民族英雄。在军队里，

由于倔强、顽强、勇敢，他被部下送了个“老胡桃”的外号。 

所以不奇怪的是，从政治哲学上来说，杰克逊代表的是美国政治中的平民主义倾向。他

相信，每个男性公民都应该有同样的投票权利。而他的基本选民，不是东部原来的十三个殖

民地中的商人或者是种植园主，而是大批勇于到西部的新边疆去冒险或者是刚到美国不久的

移民。在杰克逊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各个州纷纷取消了对财产和文化水平的选举权限制。 

但是，大多数的成年人——黑人男性公民和妇女——仍然没有选举权 0 1861 年至 1865

年，代表北方自由州的联邦政府与分裂出去的蓄奴州组成的南部联盟之间进行了一场惨烈的

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双方死亡的军人超过了六十二万，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的死亡人数

还要多出十几万。战争以南方的失败告终。 

南北战争之后，黑人奴隶获得了自由，也获得了公民权。但是，这投票权该怎么处理，

联邦政府和国会却颇花费了一番脑筋。当时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是否从原则上同意给黑人以选

举权，这点北方的废奴主义者们早就有共识。问题是，南部联盟的白人已经宣布脱离联邦政

府独立，这样也就放弃了自己的公民权。在内战的后期，林肯总统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

在战争结束后，如何通过法律的程序将南部的人民重新接纳为联邦公民，而不是对他们采取

报复或者别的压迫手段。 

1865 年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1866 年提出的第十四条修正案保证所有公

民的生命和财产不经过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同时规定如果男性公民选举权受到限制的话，

决定这个州众议员名额的选民数量就要被削减。但是，只是到了 1870 年，也就是内战过后

的五年，美国才以联邦宪法的形式在第十五条修正案中规定：“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为种

族、肤色，或者曾经是奴隶而被联邦或者州加以否定或剥夺。’’ 

在黑人刚刚获得公民权的头几年里面，南部联盟大批坚持种族主义或者分裂立场的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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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重新宣誓效忠联邦，因此也失去了投票资格。在这段时期中，在南部各州有一批黑人被选

人政府和国会。比如，从 1 870 年到 1 897 年，黑人占人口 59%的南卡罗莱纳州选出了八位

黑人众议员，黑人占 54%的密西西比州甚至选出过两位黑人参议员。 

不过好景不长，从 1877 年开始，南方各州又逐渐被白人种族主义者所控制。各州通过

立法，用文化测验、纳税记录等方式，来剥夺黑人的选举权。从 1901 年开始，整整二十八

年时间里，美国的国会中完全没有黑人议员。 

大批黑人在南部被剥夺选举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在黑人获得选举权之后又过了五十五年，美国的妇女才获得完全的选举权。 

值得注意的是，妇女平权运动与废除奴隶制的运动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这两个运

动的起源与最活跃的地区都在自由派集中的东北部的新英格兰，特别是波士顿附近。有大量

欧洲移民的纽约是另外的一个重要地点。十九世纪美国最著名的两位妇女运动领袖伊丽莎

白·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都是废奴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黑人获得了公民权后，这些废奴

运动的积极分子就指出，既然白人能够接受黑人的公民地位，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妇女的平等

地位呢？安东尼在她出版的一份周刊的刊头上提出了这样的口号：“真正的共和国——男人

享有自己的权利，除此之外没有更多；妇女也享有自己的权利，除此之外不能更少。”(The true 

republic-men, their rights and n。thing m。re;w。men,their rights and n。thing less，)斯坦顿和

安东尼两人在 1869 年发起成立了“全国妇女投票权协会”，开始了全国范围的争取投票权运

动。 

1869 年是个很有意思的年份。在这一年里面，美国各州正在讨论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

不分种族与肤色，赋予所有成年男性公民以选举权。全国妇女投票权协会提出的主张是，除

非妇女也得到投票权，否则她们就要发起运动反对第十五条修正案的通过。将妇女平权与种

族平权对立起来，让许多支持这两个运动的人士陷入了尴尬地位。最后，全国妇女投票权协

会发生了分裂，一批比较现实的人成立了另外一个组织“美国妇女投票权协会”。这个组织

提出的策略是，既然投票权由各州来规定，就应该从州一级而不是联邦一级来争取妇女投票

权。因此，他们也无须去抵制第十五条修正案。 

给予人类另一半以平等政治权利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且这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没有

先例。世界上第一个给予妇女选举权的国家是新西兰，那发生在 1893 年。相对于西方世界

其他国家，清教徒建立的美国在社会生活上是个相对比较保守的地区，在妇女平权问题上比

许多欧洲国家进展更慢。 

美国妇女投票权协会通过一个个州来活动的策略的确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他们最先瞄准

的目标是人烟稀少的西部新成立的州。怀俄明州在 1869 年第一个给予妇女以投票权。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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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一个新成立的州犹他州却出了一点意外的波折。犹他州是主张多妻制的摩门教徒建立

的州，当时犹他的州议会和政府基本在摩门教的首领杨百翰的控制之下 0 1869 年，一批基

本上是外面迁入的非摩门教的居民提出议案，要给予妇女以选举权。他们认为，只要妇女有

了选举权，就一定会投票禁止多妻制。殊不知，杨百翰对他的教徒比外面的人清楚得多，他

知道，教内的妇女们不会反对他。结果，犹他州议会一致通过给予妇女选举权，成为怀俄明

州之外第二个这样的州。让反摩门教的人大失所望的是，犹他的妇女获得选举权后，果然多

数投票支持多妻制。当时美国国会已经通过法律禁止多妻制，犹他妇女的选择让妇女运动的

支持者感到很是尴尬。1887 年，为了禁止多妻制，国会取消了犹他妇女的投票权。 

到了二十世纪，妇女争取投票权的运动在西方各个国家中蓬勃地开展起来。美国的许多

州也相继给予妇女以投票权 0 1915 年，关于妇女投票权的修正案第一次被提交到国会，却

被众议院以 204 票对 174 票否决了 0 1919 年，在威尔逊总统的大力支持下，这个修正案终

于在国会两院得到通过，第二年被各州认可之后，成为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美国妇女从此

有了投票权。 

1971 年通过的宪法第二十六条修正案，将公民的投票年龄从二十一岁下降到十八岁。

降低投票年龄的提议，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已经开始，可是一直过了几十年才真正

成为法律。 

美国的征兵年龄是从十八岁开始的。大批上战场的士兵没有投票权，也就是说，他们在

决定士兵生死的战争问题上没有发言权，这点让士兵们很是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艾森

豪威尔、约翰逊等几任总统都支持降低投票年龄。不过，直到趑南战争期间，在大规模的反

战运动的推动下，这个问题才显得尖锐起来。当时不少被征人军队的年轻人打出的口号是：

“够年龄去打仗，也够年龄去投票。”(。ld en。ugh t。fight，。ld en。ugh t。 v。te. )1968

年，在—位众议员的倡导下，高中学生发起了—个全国签名的运动，要求国会讨论修宪。约

翰逊总统也对此表示了支持。最后，这条修正案在 19r71 年通过，变成了宪法的一部分。 

最后还需要提到的，就是印第安人的投票权问题。美国宪法中规定“没有被征税的印第

安人”既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在当时的法律中，印第安人根本就不算是公民。在

1870 年第十五条修正案通过之后，保留地之外的印第安男性公民也获得了选举权 0 1940 年，

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给予包括保留地内所有的印第安人以公民权。 

综上所述，从 1776 年立国之后到 1971 年，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美国的选民资格从原

来少数有不动产的白人男性扩大到这块土地上所有年满十八岁的公民。这的确是个很漫长的

过程，而且期间充满了各个阶级和种族的对立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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