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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以来，美国发生了三件大事：2001 年 9 月 11 日

的恐怖主义袭击，这是安全领域的大事；2008年 9 月的金融

危机爆发，这是经济领域的大事；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

胜出，这是美国的一场政治地震，也可以说是政治上的

“9·11”。特朗普当选引出了一个类似鸡与蛋的问题：是民

粹主义和国家分裂导致了特朗普的当选，还是特朗普煽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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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和国家分裂？笔者认为两者互为因果，首先是“时

势造英雄”，没有普遍存在于美国社会（尤其是白人蓝领中）

的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社会分裂，是不会有特朗普的逆袭成

功；反过来，通过大选，美国社会进一步撕裂，民粹主义愈

发高涨，美国的政治生态更加恶化。有的美国学者，如福山，

甚至认为这是如同柏林墙倒塌一样的美国政治的分水岭。 

 

一、保守的民粹主义方兴未艾 

 

来势汹汹的保守的民粹主义是特朗普当选的国际大背

景。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是相

继倒下的三块多米诺骨牌。表面上看，意大利旨在缩小议会

权力的修宪公投与“脱欧”无关，但经过连锁反应，两者就

有划上等号的可能：公投失败，总理伦齐辞职，意大利再现

政治危机，提前举行选举，反欧盟的“五星运动”党以及正

在向极右翼倾斜的“北方联盟”党可能主政。“北方联盟”

的马泰奥· 萨尔维尼甚至扬言：“特朗普告诉我们，我们是

可以获胜的。这次轮到我们上场了。”可见各处的民粹主义

声气相通。意大利是欧盟的核心成员、欧盟第三大经济体，

其溢出效应将引发欧元区更广泛的危机。《华尔街日报》称，

意大利拒绝宪法改革代表民粹主义在欧洲心脏地带取得了

重大胜利。更令欧洲各国担心的是明年的法国大选。中间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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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的共和党选择较为保守的菲永参加 2017 年总统选举，迎

战极右政党国民阵线的党首玛丽娜·勒庞。她身后的政党经

过数十年的精心准备，已有完整的党纲。一旦勒庞获胜，法

国可能退出欧盟，如果法国这个欧洲一体化的主要驱动者之

一“脱欧”，欧盟就岌岌可危了，其后果比英国“脱欧”严

重得多。一些欧洲媒体惊呼：2017 年将是欧洲的噩梦。 

各处的民粹主义有各种复杂的原因：由于主权债务危机

的影响造成的失业高企、经济状况恶化，对大量涌入的难民

和移民的不满，对不断发生的恐怖事件的恐惧，等等。但极

右势力的主张是共同的：反对多边协调，反对由全球化引起

的主权让渡，要把让渡的主权拿回来；片面强调爱国，政策

以本国为中心；敌视移民和难民；反对自由贸易；对精英治

理不满甚至愤怒。这些主张与特朗普在竞选中提出的“美国

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等一脉相承。特朗普的成功鼓励了欧

洲的民粹主义，而欧洲的民粹主义又成为美国民粹主义的后

援。现在这种势头还处在上升时期，利用这种趋势当选的特

朗普不想、也不可能扭转这种势头，而且他在施政中还会继

续利用这种趋势，继续助长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 

 

二、两极分化难以逆转 

 

进入本世纪，全球化与互联网相得益彰，使生产力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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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升，财富积累的方式发生大变化。自动化已经裁减了大

批传统制造业岗位，人工智能的崛起可能危及到中产阶级的

工作岗位。全球化的载体是跨国公司。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

使美国东西两岸大城市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大大增加，而

给南方和中西部广大地区带来的利益则要少得多。社会财富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向东西两岸的商业精英、金融精英和

科技精英集中，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贫富分化加剧。这是

全世界的一种普遍现象，是全球化的消极面。两极分化的另

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功能失范。严重的两极分化表明政府在

帮助富人，而未能保障中产阶级的利益。“赢者通吃”的政

治不仅造成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而且使政治变得越来越狭隘，

使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功能越来越弱化。在金融危机最剧烈

的时刻，奥巴马政府可以拨款帮助各大汽车公司，却没有采

取足够措施去帮助低收入的民众。在奥巴马竞选第二任期时，

拜登对第一任期最简要的概括是：奥萨马·本·拉登死了，

大众汽车活了。可见在奥巴马政府眼中救助美国汽车公司有

多重要。如果政府和社会注意到两极分化的问题，通过各种

方式实现共享发展，使社会各阶层都有获得感，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减轻在全球化过程中获益较少、甚至

利益受损的群体的不满。但美国政府，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到

奥巴马，在这一方面显然都做得很不够，以至于白人蓝领、

中小城市选民、农村地区选民感觉自己是被忽视的群体。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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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特朗普胜选，获得这一部分选民的支持是主要原因。 

特朗普当选后能够缩小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吗？不大

可能。首先，正如上面所述，这是一种全球趋势，特朗普改

变不了。其次，特朗普想把美国流失的就业岗位拿回来，但

实际情况没有那么简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美国早已是夕阳

产业，不可能再回到美国，即使是一些高科技产业，如电子

产品，因为在海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特朗普也不可

能把整个产业链拿回美国去。第三，特朗普已经宣布的一些

政策设想是自相矛盾的。如他说为了把工作岗位留在美国，

要实行减税，把美国的公司税从 35%减到 15%，在未来十年

减税 4.4 万亿美元，虽然他的竞选团队提出了一个复杂的模

型，以证明由减税带来的更多就业足以弥补减税成本，还会

带来更多的税收，但这种模型基本上是纸上谈兵。减税的直

接得益者是富人，而减少了税收，他又要增加防务开支，势

必削减社会福利，损害低收入群体的利益。所以减税是把双

刃剑，从长远说，它对创造就业岗位有利，但它又对社会的

弱势群体有损。利弊得失两相抵消，两极分化的趋势难以逆

转。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施蒂格利茨所言，像以

往共和党政府一样，税收制度变革会最大程度有利于富人。

第四，如果特朗普想促进机会平等，而不使美国成为一个优

势、弱势地位代代相传的国家，他应着力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普及学前教育、加大对公立学校的投入。但在这一方面，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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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没有看到特朗普有什么表示。第五，特朗普要废除奥巴马

的医改（后来改为修改），这将使数百万美国人重新失去医

保，受打击的自然是弱势群体。第六，要缓解这种财富分配

的不平等，必须重塑政府功能，使政府在创造财富、分配财

富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共和党有“反政府”的传统，历

来主张政府越小越好，政府管的事情越少越好，一切都由市

场来调剂。因此在特朗普任内是很少有希望这样做的。第七，

特朗普拟任命的部长中，亿万富翁之多是历届政府中少见的。

商务部长罗斯坐拥 25 亿美元，有自己的投资公司；教育部

长贝齐·德沃斯嫁入了共和党大金主安利公司的家族，身价

51 亿美元；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出身高盛公司，约拥有

4000 万美元的个人财富，很可能被提名为国务卿的雷克

斯·蒂勒森是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 CEO。要让这些支持民

粹主义但自己享受着贵族生活的部长们考虑如何缩小贫富

差距只怕是异想天开。 

 

三、社会分裂难以愈合 

 

特朗普是个聪明人，他很清楚美国社会分裂程度之深，

所以他在胜选感言中表示，他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美国

人民是一个人民”（ American people should be one people）。

他在大选中说要追究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门”，把她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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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监狱。大选后他改口了，表示不再追究“电邮门”，算是

他释放的一个善意。但要治愈美国社会的创伤说来容易，做

起来难。 

首先是共和党的整合。特朗普打败了两个政党，而且首

先是打败了共和党。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人，他横空

出世，其言论和行为离传统的共和党路线甚远，在大选中一

批一批的共和党大佬（建制派）公开表态与他划清界限。一

个政党的头面人物大批公开反对本党候选人，这在美国选举

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他胜选后，一些共和党建制派代表

人物已经主动向他靠拢，这是形势使然。他也知道，要组成

新政府不可能完全离开建制派，而这正是他与建制派达成某

种妥协的机会。因此，一方面，为了贯彻保守民粹主义理念，

他任命一些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十分保守的强硬派人士出

任要职，例如安全团队是清一色的强硬派，而且由退休将军

主导，特朗普为政府物色的人选比 19 世纪 70年代以来的所

有美国总统都更加依仗军方：如由他竞选团队的负责人斯蒂

芬·班农出任首席战略顾问、退役陆军中将迈克尔·弗林为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凯瑟琳·麦克法兰担任国家安全事

务副助理、退役将军马蒂斯任国防部长、退役海军陆战队将

军詹姆斯·凯利为国土安全部长、亚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杰

夫·塞申斯任司法部长、堪萨斯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迈

克· 蓬佩奥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他们与特朗普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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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合，都激烈批评奥巴马有关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立场，强烈

批评伊斯兰教，反对与伊朗的核协议，反对关闭关塔那摩监

狱，具有强烈的种族偏见，反对外来移民。另一方面，特朗

普也考虑大度一点，任命深受共和党建制派欢迎的罗姆尼为

国务卿。但这一考虑遭到他的铁杆支持者的强烈反对。他的

高级顾问、竞选经理、过渡团队成员凯莉安娜·康韦 11 月

27 日警告说，如果任命罗姆尼为国务卿，她作为总统的支持

者将感到“遭到背叛”。斯蒂夫·班农支持凯莉安娜·康韦

的反对意见。
1
可见，共和党内要实行整合绝非易事。自然，

特朗普在竞选中说的话不会全部变成他的政策，但从现在的

人事安排来看，特朗普力图实现其理念。除了上面说的安全

团队以外，他内阁的其他成员也都是强硬的保守派。他选定

快餐连锁业巨头安德鲁·普兹德威为劳工部长，此人不赞成

设定最低工资，还支持废除奥巴马的医疗改革。他还打算任

命俄克拉荷马州首席检察官普鲁伊德为环保局长。此人一贯

反对环保并试图废弃有关污染排放的种种规定，承诺取消奥

巴马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 

与民主党的和解更难。奥巴马在最后一次《国情咨文》

中也曾为在他任职期间两党的恶斗感到遗憾。前面提到特朗

普放弃追究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门”，但当第三党候选

人要求威斯康星州选举委员会发起重新计票后，特朗普竞选

                                                             
1
 编者注：特朗普 12月 13日宣布提名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出任

国务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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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就拿“电邮门”来敲打民主党，称如果希拉里团队过分

积极地推动在威斯康星州重新计票，特朗普可能会重新考虑

不追究“电邮门”的决定。 

城乡的分裂在此次大选中表现得十分清楚：在 5万人以

上的城市中，希拉里得票 59%，特朗普得票 35%。而在小城

镇和乡村，情况正好倒过来，希拉里得票 34%， 特朗普得票

62%。其原因正如上面提到的，在较大的城市，选民较多地

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而在小城镇和乡村地带，较多的居

民认为自己没有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甚至认为自己是被忽

视、被抛弃的群体。这种情况也不是美国特有的。在今年 6

月英国“脱欧”公投中，农村的支持率最高。特朗普的当选

难以改变这种情况。如果他能如承诺的那样重建美国，对基

础设施建设予以巨额投入，使更多城镇和乡村地区的居民分

享到美国财富增长带来的好处，情况多少会有些不同。但这

又受制于美国的财政赤字，尤其是在减税的情况下。 

 

四、种族主义愈加发展 

 

美国是一个多族群的国家，这使美国能吸收各文明的优

点而形成自己特有的文明。但事情总有两个方面，美国的种

族问题历来是美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此次大选中，各族

群选民的投票情况很说明问题：在白人选票中，希拉里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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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特朗普则赢得 58%；在非洲裔选票中，希拉里获得了压

倒性的 88%， 特朗普只得 8%；西班牙裔选票 65% 归希拉里，

特朗普只得 29%；其他族裔也是投希拉里的多于投特朗普的。

在当今美国社会中，白人与少数族裔之间的相互不满已经是

普遍存在的现象：少数族裔（尤其是非洲裔、拉美裔）认为

自己在受教育、就业、收入各方面都远逊于白人，而白人却

因为政府对少数族裔的某种照顾（如提倡教育与就业机会均

等）感到丧失了白人的优越感。奥巴马因为美国社会对两场

战争的普遍不满和金融危机的爆发入主白宫。但有些白人至

上主义者对此耿耿于怀，一直在奥巴马出生地问题上纠缠不

休，特朗普本人就是其中之一。直到 2015 年特朗普还在质

疑奥巴马的总统资格。特朗普在竞选中鼓吹反移民，攻击墨

西哥移民是“毒品走私犯”和“强奸犯”，要在美墨边境筑

起高墙，要全部遣返非法移民，要完全禁止穆斯林入境。所

有这些更加大了族群之间的裂痕。大选后，特朗普还说就任

后首先要把三百万有犯罪记录和吸毒的非法移民遣送回去，

然后再考虑别的非法移民问题。现在这些非法移民（他们已

经成为美国社会的廉价劳动力来源，据估计仅在纽约就有 57

万多人，纽约有近 10%的员工是非法移民）人人自危，不知

明天会发生什么，这无疑牵连到他们的子女、亲属。美国联

邦调查局的统计显示，2015 年美国的反穆斯林行为增加了

67%。在特朗普胜选后短短一个多星期内，全美就出现了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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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起针对少数族裔、同性恋或者女性的骚扰和恐吓事件。加

州一些清真寺近日收到内容相同的带有伊斯兰恐惧症特征

的威胁信，扬言新总统“将清理美国”。反少数族裔的浪潮

甚至波及到中国留学生。虽然特朗普在当选后立即对种族主

义表态说：不要这样做，这样做太糟糕了，我要把这个国家

凝聚起来。但还没有看到他打算做些什么，甚至不知道他是

否真想这样做。他的首席战略顾问斯蒂芬·班农就是美国著

名保守派媒体布赖特巴特网站的总裁，该网站时常发表针对

妇女和少数族裔的攻击言论。民主党人、民权组织、甚至一

些共和党人都猛烈抨击特朗普选择这样的右翼煽动者担任

要职，称这将把白人民族主义运动提升到白宫这样的最高级

别。 

在美国白人之中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种族主义倾向。据政

治学家盖斯特研究，65% 的美国白人——相当于人口的 2/5

——愿意选举这样的政党：它能“阻止大规模移民，向美国

工人提供就业岗位，维护美国的基督教遗产，阻止伊斯兰教

的威胁”。他们认为，大多数政客或者忽视了他们，或者把

他们当作被恩赐者，他们是大众文化的弃儿。要弱化甚至消

除种族偏见，需要政府和社会持续地进行多方面的艰苦工作，

包括长期的教育、政策上的适当引导等等。特朗普显然不是

这样的领导人。正如《时代》周刊所言，特朗普是“美利坚

分裂国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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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当选不是一次一般的政党轮替。他的当选是这

一波美国政治动荡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当然，在美国 240

年的历史上有过比现在更大的分裂，如内战时期，如上世纪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时期；也有过比现在更大的民粹主义，如

上世纪 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民粹主义+ 反共主义）。但美

国都是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才得以克服这些成长过程中的

障碍。可以预料，今后几年美国不会风平浪静，在特朗普任

期内，美国社会将发生一些比较大的事件，付出相当的代价，

然后才走向创伤愈合和民主秩序重新确立之路。 

 

 

 

 

 

 

 

 

 

 

 

（责任编辑：刘琨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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