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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特朗普似乎锐
不 可 当 ，但 也 只 是“ 似
乎”。八个月后的总统选
举投票日，情势是否依旧
如此？很多迹象表明：未
必。

面对特朗普在初选阶
段的强劲表现，拜登竞选
团队一再声称民调机构和
媒体“高估”特朗普。这种
说法存在一定合理性。

首先，初选阶段民调

数字可能未反映真实情
况。特朗普民调领先优
势动辄比党内对手高出
三四十个百分点，然而媒
体分析初选结果发现，特
朗普真实领先优势往往
低得多。其次，特朗普目
前取得的胜利均与其稳
稳掌控广大农村地区这
一本就优势明显的基本
盘直接相关，大胜实属意
料之中。

每届总统选举各有其
无法复制的情境。未来八
个月，不可避免还会发生
一些影响选情的事件。选
举投票日当天，会有多少
美国选民没有热情投票给
拜登、却因有热情阻止特
朗普重返白宫而前往投票
站，尚未可知。

鉴于美国不断加深的
政治极化程度，几个关键

“摇摆州”的选情仍将左右

本届总统选举结果。民主
党候选人大概率会赢得更
多普选票，但关键“摇摆
州”的选情可能非常接近，
这也是今年总统选举结果
难以预测的主要原因。

虽然目前特朗普和拜
登的竞选资金差距较大，
但对双方都不构成问题，
决战最后阶段的大幅资金
差距才有可能带来实质性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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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
胡 12日重申，以军将继续
推进在加沙地带最南端城
市拉法的军事行动。美国
总统拜登上周曾公开警告
以方，攻入拉法将是踩踏

“红线”，随即遭到内塔尼
亚胡反驳，并表示他和拜
登之间存在“分歧”。

拜登对以设“红线”代
表政策改变吗？这背后美
国到底在算什么账？美以
关系会被撼动吗？

事实上，美国公开施
压并不意味着政策转变，
例如，向以色列施压最有
效的手段——切断或减少
美国对以军援，拜登政府
从未触碰。在提出攻打拉
法是“红线”之后，拜登又
说，不存在“会让美国切断
武器输送、使以色列没有

‘铁穹’（防空系统）可用的
红线”。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
有分析认为，目前拜登政
府出于国内选情的需要，
开始转变态度，表现出公
开施压以色列的一面。

美国“铁锈带”上的密
歇根州是大选“摇摆州”，
其选情向来备受关注。在
2月27日晚结束的密歇根
州初选投票中，拜登虽击
败党内竞争对手，但该州
超过 10 万民主党选民在
选票上勾选“不作承诺”选
项，只表达党派倾向，但不
支持某个具体候选人，被
称为“抗议票”。密歇根州

有大量阿拉伯裔美国人，
他们不满新一轮巴以冲突
爆发以来拜登政府“拉偏
架”。活动人士发起投“抗
议票”活动，以此向拜登抗
议。

很快，拜登政府态度
发生戏剧性改变。副总统
哈里斯 3日罕见呼吁以色
列和哈马斯“立即停火”，拜
登则多次公开施压以色列。

以色列在美国大选年
中一向攥着“施压砝码”。
12 日，内塔尼亚胡在美
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
会会议上表态将继续推进
拉法军事行动。美国-以
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美
国最强大的犹太人利益游
说团体，这一团体在大选
年的巨大影响力，拜登政
府心知肚明。

美以关系一直亲密，
美国在关键时刻从不忘记
帮助以色列，最近的高调
施压，仅仅是“施小压帮大
忙”，不会改变美以坚定的
盟友关系。

本轮冲突爆发 5个月
来，美方毫不掩饰“拉偏
架”，独家滥用否决权，四
次强行阻挠安理会要求停
火的行动；2月13日，美国
参议院通过总额达 953亿
美元的紧急预算法案，其
中约 140亿美元用于援助
以色列。据美国现任和前
任官员披露，冲突爆发后，
美国政府已秘密通过 100
多笔单独军售向以色列输
送大量武器，但迄今对外
公布的只有其中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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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对以“红线”施压
美以关系“松动”

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12日各自锁定2024
年总统选举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
名。如不出意外，两人将再次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对决。

今年初选6月初才结束，现在不过半程，拜登和特朗普
何以提前锁定提名？目前选情如何？二人再次狭路相逢，舆
论和专家为何忧心忡忡？

据美国多家主流媒体
测算和报道，在 12日佐治
亚、密西西比和华盛顿3州
初选中，拜登和特朗普分
别在党内胜出，各自累计
的所属党派全国代表大会
党代表票数已经超过被提
名为总统候选人所需。

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
初选今年年初开始以来，
特朗普和拜登各自在党内
轻松连胜，初选很快就失

去悬念。美国媒体此前预
计，特朗普最早于 12日锁
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
名；拜登最早于 19日锁定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由于佛罗里达州和特拉华
州取消了民主党初选并将
全部党代表票给予拜登，
他锁定党内提名的时间也
提前至12日。

初选是美国总统选举
的第一阶段，将持续至 6

月。两党将于今年夏天各
自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
式提名本党总统候选人和
副总统候选人。

拜登当天发表声明，
感谢选民再次让他代表民
主党出战，同时炮轰特朗
普，称特朗普的“怨念”和

“报复”活动威胁“美国理
念”。特朗普在一段录制视
频中说，这是胜利的一天，
而拜登是“美国历史上最差

的总统”，他必须被击败。
两人近期各自在“摇摆州”
佐治亚拉票造势，相互大肆
攻击，拉开对决序幕。

美国上一次总统选举
相同候选人“重赛”发生在
1956年。那年的总统选举
中，时任美国总统、共和党
人艾森豪威尔击败民主党
人史蒂文森实现连任。
1952年，艾森豪威尔首次击
败史蒂文森当选美国总统。

美国近期一些全国性
民调中，特朗普对拜登胜
多负少，并在大多数“摇
摆州”的民调中处于领先
位置。美国选举专家指
出，距离大选还有 7 个多
月，目前判断输赢为时尚
早。

在美国，竞选就是一
场“烧钱大战”。有美国
研究机构预测，2024 年将
是美国史上最昂贵选举

周期，各竞选人在政治广
告上的花销合计将超过
100 亿美元。筹款方面，
特朗普目前落后拜登。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领导
层近期“大换血”，新任主
席惠特利说，该委员会将
全力帮助特朗普筹款和
竞选。

特朗普支付“封口费”
案将于本月 25日开庭，特
朗普被要求每周出庭 4

天，这将对他的竞选活动
造成干扰。而随着其他刑
事案件的推进，他可能需
要在法庭花更多时间。更
让特朗普团队担心的是，
如果特朗普被定罪，他将
失去部分潜在选票，不利
于其竞选。

拜登面临支持率低
迷、政策受质疑等问题，
其年龄和健康也受到多方
关注。国情咨文讲话后，

拜登前往多个州举行集
会，宣传其政绩以及“特
朗普威胁论”。拜登近期
在移民问题上相关表态以
及对巴以冲突的应对也引
发民主党内一些人士的不
满。在 2月底密歇根州的
民主党初选中，10万人把
票投给“不作承诺”选项，
以抗议新一轮巴以冲突爆
发以来拜登政府“拉偏
架”的做法。

此前多项民调显示，
多数美国人不希望看到
拜登和特朗普“重赛”，
并对他们的执政能力表
示 担 忧 。 美 联 社 文 章
说，拜登和特朗普都有
缺点且都不受欢迎，他
们的再次交锋势必加剧
美国尖锐的政治和文化
分歧。南卡罗来纳州选
民、退伍军人丹·霍尔泰
尔对记者说，拜登和特
朗普“只会斗来斗去”，

估计美国未来几年会比
现在更糟糕。

拜登上周发表的国
情咨文被美国媒体形容
为“火药味十足”“竞选风
格明显”，他十余次不点
名批评“我的前任”，指责
特朗普破坏美国民主、威
胁堕胎权、在枪支暴力问
题上不作为等等。特朗普
则反复炮轰拜登政府在移
民和边境安全问题上的失
败，称拜登是美国民主的

威胁，还模仿拜登的言谈
举止以示嘲弄。

拜登和特朗普不仅政
治恩怨深重，而且政策主
张差异巨大。《纽约时报》
文章称，二人对决“是对美
国权力、政策和民主治理的
两种迥异愿景的一次重
大却又熟悉的碰撞……
他们都决心将这变成一场
针对对手的选举”。美国
历史学者马克·阿普德格
罗夫预测，拜登和特朗普

之间的选战将变得更加
“丑陋”。

在英国皇家国际事
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斯托
克斯看来，美国现在的社
会分裂已经达到一个高
点。美国在移民、种族、
平权等问题上的分歧可
能愈发严重，今年总统选
举的结果无法解决这些
问题，还可能让撕裂更加
深刻，失利一方也不太可
能坦然接受失败。

二人相互大肆攻击

特朗普筹款暂落后

美国为何忧心忡忡

拜登特朗普重赛
人心惶惶

□观察 特朗普到底能否重返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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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拜登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向支持者挥手致意
3月9日，特朗普在美国佐治

亚州罗马参加竞选集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