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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選民最關心議題

所有選民 35% 43%

男性
女性

39% 41%
32% 45%

白人
非裔
西裔
亞裔

44% 37%
3% 77%

21% 47%
10% 55%

22% 41%
25% 48%
36% 42%
40% 43%
47% 37%

（1996-2010年出生）Z世代
（1981-1996年出生）千禧世代

（1965-1980年出生）X世代
（1946年-1964年出生）嬰兒潮世代
（1928年-1945年出生）沉默的一代

29% 54%
37% 39%
40% 35%

大學本科以上學歷
高中畢業但未取得本科學位

高中或以下學歷

表示該議題 「非常重要」
的登記選民佔比

來源：皮尤研究中心

特朗普 拜登
78 17

27 70

26 67

11 83

9 90

宗教影響選票
來源：皮尤研究中心

不同宗教背景登記選民意向
（%）

白人福音派新教徒

西裔天主教徒

非裔新教徒

猶太教徒

無神論／不可知論人士

來源：皮尤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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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族開始背棄
特朗普 網絡圖片

▶特朗普支持者（右）與
反種族主義示威者爆發肢
體衝突 網絡圖片

銀髮族： 我受夠了特朗普

【大公報訊】綜合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Politico新聞網報道：多家美媒預測，Z世
代（1996至2010年間出生）年輕選民將對今
年美國大選造成重要影響。最新調查顯示，
在多個州份，包括佐治亞、明尼蘇達和佛州
等戰場州，年輕選民的登記率和提前投票率
都在上升。

美國年輕人一向被認為是不願意投票的
人群，但今年情況可能不同。塔夫茨大學對
40個州份進行調查後發現，與2016年大選時
相比，其中32州選擇登記為選民的年輕人
數量上升。在關鍵戰場州佐治亞，年輕選
民增加了33%。選舉數據公司Catalist指出
，在14個戰場州，18至29歲的年輕選民提
前投票率亦在上升。19歲大學新生拉斯穆森
表示，投票已成為一種潮流， 「大家會在社
交媒體上晒出選票，以及 『我投票了』 的貼
紙」 。

雖然根據民調，年輕選民更傾向於支持
民主黨，但學院民主黨人全國主席哈里斯強

調，任何黨派
都不應把年輕人
的選票視為囊中
之物。她指出，很
多年輕人其實對現
有兩大政黨都不滿意
。非裔和平示威團體「
Freedom March NYC」
聯合創始人米勒表示，
年輕人並不滿足於創口
貼式的解決方案，希望看
到更深層次的政治改革。

拜登團隊嘗試通過與美
國嘻哈天后Cardi B等廣受年
輕人喜愛的名人互動拉票。特
朗普團隊則號召年輕支持者挨
家挨戶敲門或打電話，動員他們
的同輩出門投票。年輕選民將如
何影響今年大選結果，仍是一個
未知數。

華府添阻礙 海外選民投票難
【大公報訊】特約記者常小

凰報道：今年美國大選加劇了整個
美國社會的分裂，兩黨支持者對立嚴重

。很多往年不太關心政治的選民，包括一
些海外選民，亦感到手中選票分量增加，決
定行使投票權。然而，受新冠疫情影響，美
國國內選民投票已困難重重，海外選民更是
歷經艱辛。美國國土安全部、聯邦調查局
等機構不斷警告，傳真、郵件或網絡傳送
選票 「不安全」 ，似乎在想盡辦法讓投
票更困難。很多人質疑，都已經是
2020年了，為什麼號稱擁有最多高新
科技的美國，還拿不出一個安全的遠
程投票方案？

根據2016年大選數據，美國有
300萬適齡選民居於海外。考慮到
疫情和總統特朗普今年對郵寄選
票的瘋狂攻擊，他們對美國郵政
的運作情況十分擔憂。9月底，
海外美國人發出集體訴訟，要
求包括賓夕法尼亞和威斯康
星2個關鍵搖擺州在內的7個
州份，為海外選民提供線

上投票渠道。
一名現居德國的美國選民參與了集體訴訟。他表

示自己9月16日就寄出了選票，通過網上追蹤，可見選
票2天後已抵達美國，但隨後在紐約信件分發機構滯留
了8日之久，才發往目的地佐治亞州。直到9月30日他
接受《衛報》採訪，選票還沒有送到佐治亞選舉委員會。

現居挪威的傑西卡來自搖擺州威斯康星，今年該
州每一票都很重要。她從幾個月前就開始研究如何在
海外投票。威州通過電子郵件給她發送了PDF格式的選
票，但卻不允許以電郵寄回。她不得不打印並填好選
票，再以掛號信方式寄回美國。傑西卡表示，會一直
在網上追蹤，希望當局能按時收到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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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衛報》報道：2016年大選時，美國現總統
特朗普的年長選民支持率高過民主黨候選人
希拉里7%。然而，最新民調顯示，由於抗疫
不力，特朗普在銀髮族中支持率大跌，低於
現在的對手拜登超過20個百分點，可能令他
失去至關重要的佛羅里達和賓夕法尼亞。這
兩個州份老年人口佔比很高，選舉人票數也
很多。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和《華爾街日報》本
月聯合進行的民調顯示，已登記的年長選民
中62%支持拜登，僅有35%支持特朗普。公
共宗教研究所的一項全美民調顯示，在65歲
以上人群中，僅有38%認同特朗普的抗疫政
策，而61%表示不滿意。

特朗普23日在佛州退休人士社區舉行造
勢活動，試圖通過貶低拜登的抗疫方案挽回
銀髮族。他聲稱，按照拜登的計劃， 「你們
將被關起來好幾年」 ，並繼續鼓勵民眾 「過
自己的生活」 。然而，銀髮族對特朗普不滿
的一大原因，就是他消極防疫，放任病毒傳
播，對免疫力弱的長者造成嚴重威脅。

81歲的卡特計劃提前投票給拜登。她表
示，對特朗普的防疫表現非常失望，亦對他
的言行舉止不滿。已做了祖父的拉里表示

，他一直支持共和黨，但實在是受夠了特
朗普，今年不會再給他投票。他開玩笑說：
「我的孫輩告訴我，如果我再投特朗普，他
們就再也不理我了。」

對立難彌合 美大選加速分裂
焦慮2020選民站隊互相攻訐

美國大選
選民篇
倒數4日

【大公報訊】綜合《華盛頓郵報》、美聯社
、路透社報道：今年美國大選令美國內部的嚴重
撕裂暴露無遺，在新冠疫情應對、種族平等、移
民、女性權利等各種問題上，現總統特朗普和
民主黨候選人拜登率領各自的支持者站成涇渭
分明的兩隊，並互相指控對方將國家置於萬
劫不復的深淵。美媒報道
稱，雙方分歧已無法彌
合，都認為若另一人上
台，美國將迎來末日，
2020 年大選變成 「焦
慮2020」 。很多專家
和學者擔憂，無論
誰最終勝選，美國
都將繼續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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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特朗普支
持者與反對者在紐
約市爆發衝突

路透社

《華盛頓郵報》25日報道稱，以往美國人感
到不安和自我懷疑時，起因總是外部威脅，例如
冷戰時期與蘇聯的意識形態鬥爭，以及 「9．11
」 恐襲事件等。但現在讓美國人擔心的問題就
在國內。

喬治梅森大學歷史學者斯特恩斯指出，
美國右翼認為民主黨上台將把美國帶進 「社
會主義災難」 ，左翼則堅信特朗普連任將
令美國轉向徹底的保守集權主義；雙方已
不再把彼此看作對手，而是互相指控對
方是無可救藥的邪惡勢力。他表示，這
是因為民眾對國家體制的信任崩潰，
不同群體間分歧嚴重，已到了不共戴
天的地步。

四成人不接受敗選結果
共和黨政治顧問倫茨表示，

現今即便是最傾向於中間派的主
流民意，談論大選時也彷彿在
描述一場災難。「如果你相信
氣候變化，對你而言特朗普連
任就意味着世界末日。如果
你有稅務問題，你會認為拜
登上台將令你破產。」

路透社和益普索13
日至20日進行的聯合民

調顯示，43%的拜登支持者表示不會接受特朗普
連任的結果，而41%的特朗普支持者亦拒絕接受
拜登勝選。若選舉結果不合心意，拜登和特朗普
的支持者中，分別有22%和16%表示將採取實際
行動宣洩不滿，包括參加街頭抗議活動甚至訴諸
暴力手段。

更令人擔憂的是，特朗普拒絕像過去的美國
總統那樣，扮演團結各方的角色，反而縱容乃至
煽動對立，為自己謀取政治利益。他在2016年競
選時曾承諾將促進美國團結，但今年公開講話時
幾乎絕口不提團結二字，反而將自己描述成政治
迫害的受害者，傳播各種陰謀論，煽動支持者「保衛
你們的總統」，與「極左翼破壞分子」戰鬥。

在特朗普的推波助瀾下，兩黨支持者已屢次
爆發衝突。25日，特朗普支持者的車隊在紐約曼
哈頓鬧市區，與反特朗普示威者狹路相逢下爆衝
突，警方逮捕11人。美聯社和全球民意研究中心
本月聯合進行的民調顯示，七成選民擔心大選引
發混亂，包括票站衝突、選後暴亂等。多地執法
部門亦針對可能的動亂進行演習，並設立應急指
揮中心。

兩派打宗教牌爭取選民
特朗普和拜登的支持者呈現出顯著的群體性

差異。例如女性，尤其是高學歷女性基本不支持
特朗普。特朗普近期多次打 「法治牌」 嘗試拉攏

郊區女性，聲稱是自己阻止了她們居住的社區被
犯罪分子入侵，但收效甚微。27日，他又稱女性
應投票給他，因為 「我讓你們的丈夫重返工作崗
位」 ，但被指涉嫌性別歧視。而拜登選擇少數族
裔女性哈里斯作為競選搭檔，在拉攏女性和少數
族裔方面加分不少。

具有宗教信仰的選民是大選中重要的搖擺票
。通過推動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建交、任命虔
誠教徒巴雷特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等舉動，
特朗普鞏固了福音派的票倉，但非裔新
教徒卻明顯傾向於拜登。拜登的競選
活動也力爭有宗教信仰的選民支持
，凸顯其作為天主教徒的身份。

與此同時，拜登團隊正
試圖修補 「藍牆」 ，贏回
2016年希拉里丟掉的三
個鐵鏽帶工業州，並
對佐治亞等可能翻
藍的傳統紅州
展開攻勢。

支持民主黨支持共和黨

選民投票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