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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朗普现象看美国社会特点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今年美国大选确实不同寻常。共和党一开始群星璀璨，

辩论台上的阵容好不壮观，但过了半年多，这些候选人却一

个个落荒而逃，败在了起先最不被政治观察家和精英们看好

的毫无从政经验的亿万富翁特朗普手下。这个特朗普一路披

荆斩棘、所向披靡。他无视竞选规则、毫无忌惮、口出狂言，

让政治精英们看得目瞪口呆。他越冲撞美国的政治底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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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越高涨；共和党大佬们越是唱衰和打压，他风头越劲。特

朗普现象为我们剖析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角度。 

 

普遍的愤怒导致民粹主义盛行 

 

今年 3 月，《华盛顿邮报》几名记者跟随希拉里·克林

顿、特朗普等候选人走遍各地，采访他们的竞选活动，然后

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长篇报道，报道的主题是“美国的

愤怒之年”（America’s anger year），选民们对华尔街愤

怒、对贸易协定愤怒、对共和党内阻拦特朗普愤怒、对政治

正确性愤怒、对金钱在选举中的作用愤怒、对警察开枪愤怒、

对穆斯林愤怒、对移民愤怒……对一切都愤怒，甚至对“愤

怒”愤怒。美国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哈斯 3 月 24 日撰文

说，当前美国人的主导情绪是一种相当严重的焦虑，假如不

说是完全的愤怒的话。美国民众对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以

及国际环境的普遍不满、焦虑甚至愤怒是特朗普现象产生的

肥沃土壤。这种焦虑和愤怒又是怎么来的呢？  

本世纪初，美国处于又一个历史巅峰。美国尽享冷战胜

利的红利，国内经济持续繁荣、IT 产业独领风骚，到克林顿

任期结束，预算实现了多年未有的扭亏为盈；美国成了唯一

的超级大国，一些观察家把它称作“单极时刻”。“9·11”

恐怖袭击把美国人的爱国主义调动起来，美国实现了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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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连民主党参议员拜登也说，我们没有民主党、共和党，

我们都是美国人。是什么破坏了美国的团结？伊拉克战争。

2002年下半年国会辩论“是否对伊拉克发起进攻”是美国两

党和社会分裂的开始。参议院表决时有 20 多位民主党参议

员，包括奥巴马，投票反对。参议院有不同意见，这在美国

也属正常。但伊拉克战争持续成为美国政党和社会的辩论话

题，使美国社会的裂口越来越大。 

在政治上分裂的同时，经济状况使美国雪上加霜。两场

战争和共和党的减税政策导致美国债台高筑。2008 年，由次

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沉重地打击了中产阶级，以马丁·路

德·金《我有一个梦》为代表的美国梦对普通民众而言变得

越来越遥不可及，他们面临的是对保持现有地位的担忧，以

及对不可知的未来的恐惧。根据皮尤研究中心 2015 年底发

布的一项研究，不管从人口数量还是从家庭收入来看，中产

阶级已不再是美国社会的大多数。截至 2015 年初，美国低

收入和高收入阶层人口总共为 1.213 亿，超过了中产阶级的

1.208 亿，为 40 年来首次出现的现象；2015 年中产阶级占

美国成年人口的比例仅为 50%，远低于 1971 年的 61%。中产

阶级在人口数量萎缩的同时，财富也大量向富裕阶层转移。

中产家庭收入占美国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从 1970年的 62%大幅

度降至 2014 年的 43%。在中产阶级减少的那部分人中，少数

爬升到了富裕阶层，多数跌落到了贫困阶层，或者在贫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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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挣扎。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生活

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总数由 2008年的 3980万，占人口总数

的 13.2%，上升到 2009年占人口总数的 14.3%。每 7 个美国

人中就有 1个人属于贫困人口。而 2010年增加到 4620万人，

超过了人口的 15%，创造了 50多年来美国贫困人口总数的最

高纪录。很多白人觉得自己没有父辈那么成功，他们对于自

己和子女的前途更是充满了忧虑。特朗普替这些白人的沮丧

情绪找到了发泄对象：要么是拉美裔移民，要么是与外国签

订贸易协定的那些“愚蠢的”政治精英。 

由于财富分配不平等现象的加剧，2011 年美国出现了占

领华尔街运动。一段时间内，运动不仅在纽约、华盛顿等东

部大城市搞得有声有色，而且延烧到全国许多地方。运动剑

指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社会不公，是 99%抨击 1%的运动。

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也说，现在的美国是“为 1%所有，

由 1%所治，为 1%所享”的国家。运动过去了，但问题没有

解决，社会的不满和愤怒积郁在那里，特朗普现象可以说是

这种愤怒的另一种形式的爆发。特朗普现在的支持群体主要

是白人中的蓝领，受教育比较少的人，也就是这十几年来受

到伤害最严重的那一部分人。 

在一个被不满情绪笼罩的社会中，民粹主义总是很容易

得势。特朗普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嗅到了这种政治气氛，

他的排外主义、反移民、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言论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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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的典型表现，他把民众的不满以夸张、甚至极端的

方式表达了出来，使普遍的愤怒得到宣泄，民众认为他说出

了事情的真相，他得到民众的拥护是不足为怪的。有的美国

观察家认为，此次大选是民粹主义对全球主义之战，并非没

有一点道理。 

 

社会分裂导致极化政治 

 

美国的社会分裂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民主、共和两

党的政党分裂， 以及精英与草根的分裂。 

在奥巴马任期内，伊拉克战争导致的两党分裂继续发展，

以致奥巴马在 2016 年的《国情咨文》中对此感到遗憾。两

党的分歧最主要表现在三个问题上：第一，奥巴马提出的医

保改革。奥巴马在竞选时就作了承诺，这是他第一任期的施

政重点。共和党全力以赴地进行狙击，从共和党当政的各州

的群起反对，到华盛顿的盛大游行（游行队伍把美国国旗倒

过来挂），到国会里刺刀见红的辩论。奥巴马把他的政治资

本全压上了。法案在作了妥协后通过，但共和党仍然企图把

它颠覆掉。第二，对华尔街进行金融监管的法案。这是对金

融危机的亡羊补牢，没有这个立法，奥巴马没法向民众交代。

共和党同样竭尽全力加以反对，国会最终通过的版本与最初

民主党提出的版本已经作了大的修改。第三，关于应对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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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立法。在奥巴马的第一任期，众议院勉强通过了法案，

参议院却没有付诸表决。共和党称：我们不是反对使用清洁

能源，但一切要由市场来决定。（如果由市场决定，绿色能

源就发展不起来，因为可再生能源都比矿石能源贵得多）。

奥巴马为了摆脱国会的阻挠，在第二任期采取行政命令的方

式，从 2015 年初到 8 月底，每 4.5 天就出台一项应对气候

变化的新政策。8 月奥巴马宣布的“清洁电力计划”限制美

国发电厂的碳排放量，成为迄今美国应对气候变化迈出的

“最重要”一步，它要求到 2030 年美国发电厂的碳排放量

比 2005年减少 32%，但该行政命令遭到主要煤炭产地西弗吉

尼亚州、主要石油产地得克萨斯州和一些大企业的反对，它

们认为排放限制将对美国经济产生毁灭性影响。2015 年 10

月，以这两州为首的 27个州和一些大企业启动了司法程序。

2016 年 2月 9 日，最高法院裁决该行政命令暂缓实施。两党

恶斗确实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民众对这种恶斗深恶痛

绝，盖洛普公司 2016 年 4 月的一个民调显示，本届国会的

支持率仅为 17%。 

有美国学者说，在共和党的温和派与民主党的温和派之

间的共识远比同一个党内的温和派与极端派之间的共识要

多。如果一个社会比较和谐，那么虽然有不同的党派，但温

和派的主张容易成为社会的主流认识。如果社会是分裂的，

那么极端的主张会大行其道，主流的认识就不容易形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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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两党的恶斗现在可以说是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民主党资

深参议员里德对共和党同僚说，在过去七年多中，你们对民

主党政府的所有提案都无例外地加以反对，现在出来个特朗

普是你们自作自受。这话不无道理。患有反对奥巴马强迫症

的共和党人在某种程度上为特朗普崛起提供了温床。 

在特朗普现象中表现得更为直接的是精英与草根的分

裂。特朗普不但不是华盛顿圈子里的人，甚至不是一个政客，

可 以 说 是 政 治 上 的 门 外 汉 。 他 以 “ 反 建 制 派 ”

( Anti-establishment) 自居，把美国政坛奉为金科玉律的

各种规则和底线踩在脚下，向华盛顿的建制派发起挑战。其

所以赢得支持，还是由于民众对现状的失望。一直以来，民

众在政治精英的圈子里挑来拣去。他们出身名门、世袭精英， 

杰布·布什和希拉里·克林顿更是“王朝政治”的延续。有

人即使不是望族后裔，至少也有名校背景，如奥巴马。他们

一个个伶牙俐齿、口若悬河，对各种各样的政治信条烂熟于

心，但就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他们与民众没有心灵的沟通，

主张难以在民众中引起共鸣。美国经济复苏的统计数据没有

让民众产生获得感，恰恰相反，民众的感觉是每况愈下。民

众对社会的普遍不满很自然地转变为对这些政治精英的不

满。现在出现了一个新面孔，他是政治外行，不循规蹈矩，

用三流的语言水平说话，跟一个普通蓝领说的话没有区别。

他说的是民众愿意听的，或者民众想说没有说出来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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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精英不会说的，也难以在主流媒体上出现的。 正如美

国最大的工会联盟劳联-产联主席说的：“我们不能再让这些

神殿里的哈佛、伯克利毕业生来接管我们的党派”。特朗普

不是来自这个神殿，他对那些精英的掌掴让他的听众兴奋异

常，好不痛快！到现在为止，特朗普没有系统阐述过他的内

外政策，他的种种说法多是各种“即兴发挥”的混合物。他

赞美保护主义、炮轰华尔街、示好工业资本主义、维护工人

利益、攻击拉美裔劳动者和穆斯林移民。观察家可以从中找

到许多自相矛盾、逻辑混乱的地方。但这些恰恰迎合了他的

听众的口味，道出了他们心中的愤懑。他们喜欢特朗普简单、

直率、强势甚至苛刻的风格。既然精英们管不好这个国家，

那就让特朗普来试试吧，兴许他成！  

 

大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首先，当前主导美国社会的愤怒情绪对中美关系不是好

事。当美国人自我感觉良好时，整个社会的心态会比较宽容、

大气、包容；当他们自我感觉不好时，社会心态就变得狭隘、

敏感、刻薄，变得斤斤计较。奥巴马总统在 2011 年《国情

咨文》中已经表达了对中国崛起的焦虑，说“这是我们这一

代人的斯普特尼克时刻”。本次大选以后，不论谁当选，中

国恐怕要跟一位更小气的总统打交道。美国现在这样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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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对中美关系不是什么好事。 

其次，从现在的情况判断，特朗普当选的可能性不小于

别的候选人。从美国的国家情绪和特朗普已经表示的政见看，

民族主义会成为影响新一届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民族

主义者不大在意于主宰世界大势，它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并

具有广泛的军事影响力，但主要用于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每当有人提议在国外冒险时，他们通常会问：让美国人付出

生命和财富是否值得？我们从奥巴马接受《大西洋月刊》记

者采访中也可以看出，实际上在奥巴马的外交思想中已经有

这样的因素。如果特朗普胜选，这一点会更加明显、突出，

美国全球战略的收缩将继续。北约不会因为特朗普的当选而

“自生自灭”，但美国会与盟国谈判新规则，让欧洲盟友承

担更多保卫欧洲的责任。当前咄咄逼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

势头有可能放慢、减缓、趋弱。 

再次，贸易保护主义是迄今为止特朗普言论的一个重要

内容，也最能迎合他的支持群体。他当选后势必在这方面采

取相应措施。特朗普已经把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中国当作主要

的攻击对象，根据美方的统计，今年头两个月，美国对华贸

易逆差已经占了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一半多。他执政后对中

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所难免，不一定对中国产品征收

45%的关税，但反倾销、反补贴的案例会大大增加，从而给

中国制造业带来更大压力。他不听你的全球化的大道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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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经贸方面跟中国实实在在地讨价还价。  

最后，还要看到，特朗普是个精明的商人，而不是意识

形态的斗士。他看重的是“利”，而不是“义”。他的商业头

脑会使他在一些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相关的问题上采取

政治实用主义态度。中美关系历来是利益驱动，两国存在着

广泛的共同利益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也许更愿意与一个精

明的商人而不是与意识形态的斗士打交道。 

美国大选还有五个多月。如果在这段时间内再有什么突

发事件，不论是安全、经济还是社会方面，如又一次恐怖袭

击（不一定发生在美国），特朗普都很容易把它变为对自己

选情的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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