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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位期
步步危機

天

今年在新冠疫情影響下，提前投票和郵
寄選票規模大增。截至27日，已有超過6600
萬選民提前投票，其中超過4400萬選擇郵寄
選票，已超過去年總數，將對大選結果產生
重要影響。美媒分析指，從特朗普連月來不
斷攻擊郵寄選票合法性、煽動支持者捍衛 「
公平選舉」 的舉動，可以看出他預感到自己
可能敗選，因此計劃竭盡所能擾亂投票和計
票程序，壓制拜登獲得的選票。從11月3日
至12月7日，兩黨法律團隊料將在多個戰場
州就投票合法性問題，同時展開訴訟大戰。

除法律戰外，特朗普團隊還計劃直接在
票站和城市街頭煽動暴力，阻止民主黨支持
者投票。去年，時任特朗普連任競選團隊高
級主管、如今的競選副經理克拉克在威斯康
星州對共和黨律師做閉門演講，指出威州是
一個搖擺州，因此選舉日當天的 「運作」 非
常重要。他直言不諱地表示，壓制民主黨選
民投票是共和黨傳統，要求團隊成員今年採
取更激進手段。

據報道，今年共和黨已在15個競爭激烈

的州份
招募了5萬
名 「志願者
」 ，讓他們監
視票站，並對任
何他們認為 「可疑
」 的選民提出質疑。
多名學者擔憂，11月3日
當天可能有大批特朗普支持
者持槍包圍各大城市票站，並
聲稱來此是為調查選舉欺詐。而
反對他們的勢力，例如黑人民兵組
織，也會打着 「捍衛非裔投票權」 等
旗號趕到現場，然後雙方爆發衝突，槍
聲大作，選民四散奔逃或根本無法進入票
站。

美國企業研究所專家奧恩斯坦表示，特
朗普無法取消選舉，但如果他聲稱 「我們處
於緊急狀態，因為此地有暴力發生」 ，並要
求封鎖票站，就將對選舉程序造成嚴重影
響。

【大公報訊】綜合《今日美國
報》、《大西洋月刊》、美國有線
電視新聞網報道：《大西洋月刊》提
前發表原定11月封面文章《可能讓美國崩
潰的選舉》，警告在這個新冠疫情肆虐、經
濟衰退、政治災難爆發的選舉年，恐將發生
令美國四分五裂的憲政危機。近日，有報道
指，美國民眾擔心大選當日出現暴亂，甚至
引發長期內戰，紛紛開始囤積廁紙、食品等
，槍支彈藥亦成為搶手貨。大城市的富人計

劃出逃偏遠地區，悲觀
主義者或直接躲進

地堡。

美 國 大 選 倒數6日

今年美國新冠疫情撞上大規
模反種族主義示威潮，總統特
朗普又為拉攏保守派支持者
放任甚至煽動對立，導致
社會矛盾嚴重激化。美利
堅大學國際服務學院教
授、美國極端暴力問
題專家加拉赫表示：

「我認識的每個人
都擔心投票日選
民遭到恐嚇，
以及選舉結果
公布後發生
暴力事件
。 」 她
認為，

暴力將從11月3日持
續到明年1月20日新

總統就職。
加拉赫擔憂，無論是特朗普連任

成功，還是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取勝，
暴力衝突都在所難免。特朗普團隊近
期已為不承認敗選結果做足鋪墊，若
拜登勝選，特朗普將指控選舉被操控
，並號召支持者攻擊所謂左翼敵對勢
力。若特朗普取勝，支持他的極右翼
組織，例如 「驕傲男孩」 ，則將對 「
敵人」 展開清算。加拉赫形容，選舉
後的時間對他們而言就是 「合法狩獵
季」 。

購槍人數破紀錄
《今日美國報》26日報道稱，出

於對選舉日暴亂的擔憂，很多美國人
已開始囤積廁紙等生活物資，甚至購
買槍械和彈藥，以備不時之需。他們
隨時準備移除汽車上的政治貼紙和自
家院子裏支持特朗普或拜登的競選標
牌，以免成為另一方支持者的攻擊目
標。

43歲的康弗斯一直是共和黨
支持者，但今年決定投票給拜登
。她已在地下室囤滿罐頭食品
、廁紙等物資，並說服丈夫
購買了一支獵槍。她表示，
若情況真的發展到美國開
始打第二次內戰，社會
動亂可能持續好幾年
。 「我們的物資撐不
了那麼久，但要是
真那麼糟糕，至
少還可以出門
打獵。」

《新聞
周刊》26
日 報 道

稱，全美槍
支銷量都在

上升。新冠疫情、種族衝突和可能的
大選日暴亂，都是美國人走進槍店的
原因。密西西比州槍店員工菲格爾表
示： 「很多女性走進我們的店門，包
括一些此前從未想過買槍的醫護人員
。」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6月進行
了超過390萬次購槍背景調查，創歷史
紀錄，7月亦進行逾360萬次調查。《
衛報》報道稱，約四成購槍者為首次
購槍。

紐約、芝加哥等大城市的富人，
正加快逃往阿斯彭等較偏遠的 「避風
港」 。據報道，今年當地房地產交易
額已超過20億美元。退役美國空軍上
校米勒建立的 「堅毅牧場」 末日避難
所，也將在選舉日迎來大批避難者。
米勒估計，當天會有400人入住。

美國體制不再強大
美國專家和民眾的擔憂並非杞人

憂天。《大西洋月刊》直言，美國的
政治體制可能已不再強大，難以再維
持自身完整性，今年大選後的動亂恐
在所難免。今年夏天，一批前勝選官
員、學者、政治分析師和律師進行了
為期4天的選舉演練，模擬大選過程及
後續發展。該項目聯合創始人、喬治
城大學教授布魯克斯表示，這些模擬
演練最終都陷入了憲法死局，只剩下
街頭暴力。

在一個模擬場景中，特朗普命令
國民警衛隊中止計票，親特朗普的士
兵毀掉了郵寄選票，密歇根的民主黨
籍州長決定先發制人任命選舉人，最
終出現同一州有兩組對立選舉人的局
面。另一個場景中，希拉里2016年競
選團隊負責人波德斯塔率領拜登團隊
，準備與特朗普打內戰。

12月8日被稱為 「安全港」 截止日，是各
州任命538名總統選舉人團成員的截止日期。
美國總統選舉是間接選舉，通常先以普選的
方式決定各州選舉人，再由他們代表本州多
數選民意向投票，選出美國總統和副總統。
例如，今年大選計票後某個州份拜登支持率
高於特朗普，該州所有選舉人就都應將票投
給拜登，反之亦然。獲得至少270張選舉人票
的一方將成為最終贏家。

美國憲法並未明文規定如何任命選舉人
。19世紀末以來，每個州份都把決定權讓渡
給了本州選民。但最高法院在布什訴戈爾案
中確認，一州可收回任命選舉人的權力。至
於在何種情況下收回及如何收回，迄今還未
有案例。共和黨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今年
可能要嘗試一下。據悉，其團隊正討論應急
計劃，希望在共和黨佔州議會多數的搖擺州

，通過議員直接任命，指定忠誠於本黨的選
舉人。這樣即便該州多數選民選擇拜登，選
舉人最終也將把票投給特朗普，成為所謂 「
失信選舉人」 。

共和黨控制着6個搖擺州的參眾兩院，其

中亞利桑那和佛羅里
達的州長亦是共和黨人
，而密歇根、北卡、賓夕
法尼亞和威斯康星的州長是
民主黨人。

選舉研究學者弗雷的推演結
果顯示，若共和黨議員不顧後4州
投票結果，強行任命支持特朗普的選
舉人，民主黨州長將會確認官方計票結
果，並主張議員在選民投票後自行指定選
舉人的行為違法。此時，這些州份將出現兩
組對立的選舉人。

12月14日，雙方選舉人可能在哈里斯堡
、蘭辛、塔拉哈西或鳳凰城舉行 「鏡像會議
」 ，將同一州的選舉人票投給不同候選人，
引發真正的憲政危機。解決爭議的時機要等
到3個星期後。

▲2016年大選時，各州選舉人開會投票
美聯社

12月8日至1月5日：鏡像選舉人引憲政危機

美國新一屆國會將於1月3日就職
，1月6日召開參眾兩院聯合會議，正
式統計選舉人票數。來自搖擺州的 「
鏡像候選人」 ，將投出互相矛盾的選
票。美國憲法第十二修正案僅要求參
議院議長（目前由副總統彭斯擔任）
在參議院和眾議院議員在場的情況下
完成點票程序，但並未說明如何解決
上述爭議。特朗普團隊將堅持，憲法
規定應由彭斯負責解答這些問題，意
味着彭斯擁有單方面宣布自己連任和
特朗普連任的權力。民主黨人則主張
引用《選舉人計票法案》，由國會定
奪。

學者弗雷發表長達2.5萬字的研究
報告，推演在需要一州選舉人票決定
勝負時，將發生怎樣的爭鬥。報告指
出，若民主黨贏回參議院並守住眾議
院，拜登將當選總統；若共和黨守住
參議院並意外贏得眾議院，特朗普將
當選總統。但如果兩黨仍分別佔據兩
院，那麼雙方都將引用對己方候選人
有利的模糊條文，屆時可能無法得出
具有明確法律效力的選舉結果。

假設賓夕法尼亞派出兩組選舉人
，而他們的20張票將決定總統人選，
民主黨就會主張根據《選舉人計票法
案》，國會必須承認州長（民主黨籍

）認證的選舉人，因此拜登勝選。但
彭斯將從中作梗，宣布此種解讀無效
，主張國會必須放棄所有兩組選舉人
。此時選舉人票只有518張，若拜登
佔優，共和黨將提出第十二修正案規
定的勝選條件是獲得270張票，而拜
登優勢不夠大。決定權將回到國會眾
議院，在此情況下每州可投一票。按
照目前形勢，特朗普將獲得50票中的
26票取勝。但在國會計票期間，眾議
院議長佩洛西可能會把所有參議員趕
出眾議院並宣布無限期休會，這樣彭
斯就無法按憲法要求，在參眾兩院議
員均在場時計票。拖延到1月20日，

佩 洛 西
將成為代
理總統並宣
誓就職，但共
和黨將不予承認。

這將是又一場憲
政危機，且遠比3周前
嚴重，因為選舉法和憲法
都沒有規定還有什麼權威機
構可仲裁此事。

11月3日至12月7日：

訴訟大戰和街頭暴亂

1月6日：各執一詞或陷死局

▲極右組織 「驕傲男孩」 9月在波特蘭
集會 美聯社 79

◀美國民眾擔憂
今年大選將演變
為暴亂 路透社

▲今年美國大選或陷入死局，引發憲政危機
路透社

▲近期美國各地槍支銷量大
幅上升 網絡圖片

從11月3日選舉
日到次年1月20日
新總統宣誓就職，
美國將迎來79天 「
空 位 期 」 （the
Interregnum），
其間有數個關鍵
節點，包括12月
14日各州選舉人
開會投票、1月6
日正式統計選
舉人票數等。
在大多數現代
選舉中，這些
都是形式上
的里程碑，
與結果無關
。但今年，
媒體列出
了這期間
可能出現
的幾種危
機。

憂發生二次內戰 富人出逃平民躲地堡

備戰選後暴亂
美民眾購槍囤廁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