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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疫情发展
当前美国新冠病毒疫情方兴未艾，未见拐点。美

国的通盘表现比全球许多疫情入侵的国家更差。到7
月28日止，美国已有430万人受到感染，死亡人数超过
15万。这一公布数字还非常可能是低估实况。美国南
部多州，归共和党籍州长带领，因响应特朗普总统号
召，过早放下警惕，急于恢复经济运作，而遭受疫情
反弹的冲击，加重了损失，要一切从头做起。疫情蔓
延让美国日常运作全局打乱，严重停摆，若到了11月
大选前仍情势不变，美国选民将归罪于执政者，蜂拥
投票，轰其下台。

二、经济情况
这是和疫情发展紧紧挂钩的。当前美国的失业

率创历史的新高。美国政府以“经济输血”大手笔振
兴经济，成效不大。号召鼓励生产工业从海外回归美
国，以增加就业和稳定经济，事与愿违。美国在疫情
打击下受损最重的服务业、航空业、零售业和高科技
生产业等都是惨淡经营，未见转机。不能“乐业”就
难以“安居”。这笔账也要算在特朗普头上。

三、党内团结
这是指两党各自内部抱团，一致对外的情势。

民主党已十分就绪，安抚和团结了党内的进步派。准
备在今年8月上旬宣布辅佐拜登竞选取胜的副手，现
有两三位非裔女强人跃跃欲出，个个胜任愉快，应能
发挥加分加持的预期功能。并可能创造历史，成为美
国首任非裔女性副总统，开天辟地，意义非凡。相对
来说，共和党内部已产生了内讧。有数名共和党人组
成团体公开宣布不希望特朗普连任，转而支持拜登当
选。他们出钱出力，在美国总统大选6个摇摆州里投下
资金，大力宣传，立场鲜明，反对特朗普。也有共和
党籍的军政要员不避讳、不退缩，出面指责特朗普不
配连任。因而，旁观大局，可以看到民主党和共和党
的党内气势，前者涨，后者落，一目了然。不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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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亚太联盟》有250位知名人士出面，宣布支持
拜登竞选，这是一股重要势力倾向拜登。

四、竞选捐献
支持竞选的财源对竞选成败有影响。今年4月份以

前对特朗普团队的政治献金是滚滚而来，声势浩大。
但，进入今年五六月已情势逆转，拜登团队的献金收入
每月都超过了特朗普，此一趋势很可能不变，最后反让
拜登“财大气粗”起来。如今，特朗普竞选资金的开销
很大，成效不彰。而拜登方面的投资宣传，有的放矢，
重点打击，效果明显。

五、电视辩论
按照美国总统竞选会的规定，特朗普和拜登在今年

9月29日、10月15日和10月22日要进行三次政见辩论。
每次历时90分钟，无广告插播，辩论会的主持人尚未敲
定。以往美国最有名的总统竞选人辩论会曾在尼克松和
肯尼迪之间进行，新面孔的肯尼迪的表现胜过了政坛老
手尼克松，为自己竞选总统加了分，1960年就任美国最
年轻的总统。

我认为，特朗普和拜登的辩论能力是不相上下，两
者都有足够的经验可以应对这种场合。届时特朗普会抛
出“法律和秩序”的老调，以维护社会稳定者自居。但
是他调兵遣将，动用军警，多次驱散和压制美国人民的
和平示威行动，已受到广泛谴责。另一方面他要吹捧自
己施政的成就，表示要继续努力，以竟全功。拜登则是
以“改造者”自称，有具体施政方案提出，批评特朗普
执政的失误，规划出今后的走向。

我认为特朗普辩论失利的机会大。因为他口不择
言，会极力夸大自己的政绩，届时旁观者清的美国新闻
记者将在辩论会后立即推出“事实核对清单”，根据特
朗普发言内容逐字推敲，确定真伪，列表显示，公之
于众。特朗普发言内容有任何水分和虚假，都要一一揪
出，毫不留情。按照特朗普日常公开发言的一贯作风，
势必漏洞百出，难以掩饰。而拜登发言的内容着重在未

来计划，稳重道来，引人入胜，少有破绽可寻，立于不
败之地。所以我的意见是，辩论会的结果可能有利于拜
登竞选获胜。

以上五方面综合来看，拜登是领先特朗普的。以下
四方面是相对持平，不能优劣立见。

六、秋季开学
如今特朗普极力主张，今秋各校要恢复上课，学

生到校，授课照常。此办法争议未决。拥有170万会员
的《美国教师联盟》的主席温加特7月28日公开说，该
联盟首先要为学生和教师的安全着想，当前特朗普处理
疫情杂乱无章，酿成大祸，若是教师在校区不安全的情
况下被迫返校授课，他们可能以罢教行动为最后抗争手
段。据统计，美国现有多数家长虽然希望子女返校就
读，而对校区疫情难控十分担心。所以，一旦学生今秋
返校就读，让疫情感染更严重，特朗普的失责就难以推
卸。但如今学生返校尚未定案，返校后疫情如何发展也
是未知数，倘疫情不发作，学生顺利复学，特朗普可以
加分。至今这一秋季开学因素对美国总统大选的影响如
何难以预测。

七、造势大会
本来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都准备在今年七八两月

先后举行全党总统竞选人宣布和造势大会。因疫情影
响，共和党已一再改变大会地点和举行方式。会议预定
于8月24日至27日召开，开会地点由北卡州迁到佛罗里
达州，再回到北卡州，原来计划的数万人参会已完全改
样。民主党大会定于8月17日到20日在威斯康星州密尔
沃基城举办，宣传的主题是“我们设定美国前进的蓝
图”。两党在造势大会里都要明确立场，正式提出该党
竞选政见。可以预见的是，两党总统候选人都要提高声
调，自捧自扬，吸引注意，促进声望。而一般美国选
民，早已各有定见，以党派、候选人或特殊议题为依
归，拥有心目中的投选对象，对两党造势大会的过程看
看热闹而已，难以改变初衷，不受太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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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距今年11月3日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日已不足百天。大选的结果将确定谁将
入主白宫执政四年，是特朗普连任得手，还是拜登翻盘得胜。这一结果将重大影响其
后美国内部的走势，能否使美国疫情缠身和经济下滑产生转机，能否对美国当前参与
国际事务的独善其身和退群连绵有所改变。再有，对当前硬抗、围堵和打压中国的行
为能否缓和及转向。如今美国人和全球人士都十分关心美国应届总统大选的结果便也
是理当如此，顺理成章。

那么，有哪些重要的因素会在今后三个月里对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产生影响呢？
一般观察有以下各点，我也要就事论事，表达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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