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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众议长选举闹剧台前幕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肖河

新年伊始，美国新一届国会“开张”
便经历“疯狂一周”。原本没有悬念、程
序性的议长选举演变为一场百年未见的
尴尬闹剧。
经过5天15轮表决，经过党内激烈

争论达成利益交换，共和党领袖凯文 ·麦
卡锡最终当选众议院议长。
麦卡锡为何迟迟无法得到足够的党内支持？这场

议长“难产”风波将对美国未来政治生态产生哪些影
响？我们请专家为您分析。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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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枪手”遭极端保守派狙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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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架式”缠斗未来还将继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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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政利好全球经济
中国在新冠疫情防控方面的政

策优化标志着“后疫情时代”的正式

开启。中国宣布取消入境航班熔断

机制、取消全员入境检测等政策举

措，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恢

复带来暖意，为国际人员交往带来

了便利，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

稳定带来了动力。

然而，在中国宣布对于全球经

济重大利好的这一政策之后，中国

调整入境政策的消息也引发所谓

“担忧”。甚至个别国家还以所谓中

国“在分享疫情信息方面缺乏透明

度”为借口，对来自中国的游客单方

面采取入境限制措施。

抗疫合作坚持三大原则
有效的全球抗疫合作需要坚持

以下原则：

第一，非政治化原则。全球抗

疫合作需要各国积极的政治承诺，

而非将疫情防控作为一种工具来追

求政治目的。疫情防控事关生命保

护、生命伦理和经济发展。疫情防

控的政治化操作是短视的。任何将

疫情防控的政治化操作必将危及全

球抗疫合作所必需的国家间信任和

国际政治基础。

第二，科学原则。人类的发展

史也是同疾病的斗争史。在人类与

疾病斗争的历史中，科学是最关键

的变量。任何疫情防控政策措施的

制定应该基于科学而非其他，要坚

持向科学要答案、要办法。

奥密克戎变异株跟既往的原始

株和其他的变异株相比，毒性降低，

传播速度较快，拥有较强的免疫逃

逸能力，中国抗疫政策的重大调整

也是基于这一科学证据之上。

第三，非歧视性原则。各国疫

情防控措施要符合国际卫生法。作

为最重要的国际卫生法，《国际卫生

条例》（2005）规定各国不得实施有

损于贸易和旅行的过度限制措施。

各国负有“采取卫生行动时避免对

世界交通不必要的干扰”的义务。

《国际卫生条例》（2005）第四十二条

规定，“所有的卫生措施都应当以透

明和无歧视的方式实施”。《国际卫

生条例》（2005）四十三条要求成员

国明确公共卫生风险以证明强加于

个人的公共卫生措施为正当。

个别国家做法站不住脚
显而易见，个别国家以中国“疫

情信息不透明”为借口而采取的措

施是站不住脚的。针对中国旅客入

境限制措施不但过度，而且具有歧

视性。这些做法没有任何科学依

据，是对国际卫生法的公然无视。

各国的相关防疫措施应当科学

适度，如果借机搞政治操弄和采取

歧视性措施，不但不利于全球团结

抗疫，而且对国际人员的正常流动

带来不必要的障碍。

团结是抗击新冠疫情最有力的

武器。中国通过开展双边和多边抗

疫合作，凝聚国际抗疫合作共识，破

除疫情防控的“污名化”和“政治化”，

成为全球合作抗疫的重要力量。中国

抗疫政策的优化调整，必将为国际

社会协力抗击疫情提供新的动力，

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的活力。

问：作为共和党的众议院领
袖，麦卡锡为何迟迟无法得到足够
的党内支持？
答：美国新一届国会开幕后，

由众议院共和党右翼强硬派领头

的约20人小团体“自由党团”一直

拒绝给麦卡锡投票，导致议长“难

产”、众议院“瘫痪”。回顾共和党

几位核心人物的政治经历就会发

现，此次麦卡锡参选遭遇“自由党

团”狙击绝非偶然。

2006年，凯文 ·麦卡锡首次进

入联邦众议院担任加利福尼亚州

第22选区众议员，接了退休前辈

比尔 ·托马斯的班。初入政坛时，

麦卡锡就是给托马斯当国会助手，

之后在2002年选上了加利福尼亚

州众议员，2004年成为州少数党领

袖，最终踏上全美的政治舞台。

从任职年限上说，麦卡锡算不

上多么资深，远远比不上担任联邦

众议员长达40多年的南希 ·佩洛

西，但是他在登上全国舞台后仍然

保持着在党内一路蹿升的势头，很

快就位高权重。

2009年，凯文 ·麦卡锡接替埃

里克 ·坎特担任共和党众议院副党

鞭，2011年担任党鞭，2014年又接

替坎特成为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在

众议院共和党人中的地位仅次于

当时担任议长的约翰 ·博纳。在这

段春风得意的日子里，麦卡锡和同

样年轻气盛的坎特、保罗 ·瑞安组

成了一个自称“青年枪手”的小团

体，他们三人也被视为未来共和党

在众议院的领袖。

然而，在从“茶党”兴起到“特

朗普主义”的大潮之中，三位“青春

枪手”都显得有些“跟不上形势”，

简单来说就是不够“右”。坎特是

三人中第一个出局的。2014年，他

在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的位置上输

掉了党内初选，大败于“茶党”候选

人戴夫 ·布拉特。究其原因，部分

在于一贯保守的坎特在担任众议

院领袖后变得更加温和，失去了弗

吉尼亚第7选区的青睐。“草根”掀

翻党内“大佬”是当时轰动一时的

政治事件，也预示着共和党内的建

制派将面临极端保守派越来越大

的政治压力。

紧接着，麦卡锡在 2015年栽

了跟头。在坎特辞职后，麦卡锡接

任多数党领袖。次年，众议院议长

博纳宣布退休，麦卡锡自然想要顺

理成章地由国会共和党二号人物

变为一号人物。然而，由于麦卡锡

之前在媒体上批评国会中的共和

党同僚，称他们大力调查“班加西

事件”，目的是为了搞垮希拉里的

选举，再加上在其他一些议题上不

够保守，“自由党团”在选举前公开

反对麦卡锡成为议长，迫使后者退

出了选举。

最终，当年是瑞安在众议院筹

款委员会主席的要职上被直接选

为议长。然而，瑞安的好日子也不

长。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

统，将共和党内的极端右翼浪潮推

至高峰。瑞安虽然在很多议题上

与特朗普相互配合，被指责“曲意

逢迎”，但最终两人还是在总统是

否应该解除“通俄门”特别检察官

罗伯特 ·穆勒的问题上意见相左，

引发了特朗普支持者的强烈不

满。2018年，瑞安宣布不再寻求连

任，理由是“厌倦了身份政治愈演

愈烈的大环境”。

从坎特落马开始，共和党内的

建制派领袖在过去近十年中一直

在承受着党内极端保守化的强大

压力，只要表现出“斗争不坚决”的

苗头，就可能遭受来自选民和同僚

的严厉政治惩罚。2015年吃过亏

之后，麦卡锡更加注意维护与党内

极右翼的关系，但是仍然不免落下

让人攻击的口实。在2021年初的

冲击国会事件后，麦卡锡一度与特

朗普拉开距离。虽然之后麦卡锡

亲赴海湖庄园与特朗普会面“冰释

前嫌”，但在其反对者口中，这恰好

证明麦卡锡本人“毫无原则”，唯一

兴趣只是“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

在此次议长选举中，“自由党

团”中的强硬保守派展开对麦卡锡

的持续狙击，既是发泄对其个人的

不满，更是为了要在党内扫清建制

派的“妥协主义”，严厉推进极端保

守议程。

问：麦卡锡为破局采取了什
么手段，最终如何通过投票？
答：美国佛罗里达州众议员

马特 ·盖茨和科罗拉多州众议员

劳伦 ·博伯特是此次狙击麦卡锡

的强硬保守派牵头人，他们从中

期选举结束后就丝毫没有掩饰自

己的意图。对此心知肚明的麦卡

锡也早早做了准备，那就是加紧

向特朗普靠拢。无论是盖茨还是

博伯特，都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

者，前总统的表态无疑极具分量。

对麦卡锡有利的是，特朗普

本人的政治声望在中期选举中遭

受了相当大的打击，党内地位有

所动摇，因此很有兴趣和麦卡锡

“结盟”。在议长选举的前一天，

特朗普专门表态，称他相信麦卡

锡能够“在议长的职位上做出成

绩，甚至可能做出伟大的成绩”。

麦卡锡还刻意结交担任过

“自由党团”主席的俄亥俄州众议

员吉姆 ·乔丹，在中期选举后还让

后者当上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

席。吉姆 ·乔丹可谓特朗普在众

议院的头号支持者，不仅在历次

弹劾中都坚决支持特朗普，还是

个“大选结果否定者”。有了特朗

普的喊话和乔丹的居中斡旋，麦

卡锡也就有了以拖待变、打持久

战的底气。

不过，光有特朗普的背书和

乔丹等人士的斡旋还不够。在前

两天11轮投票中，约20名“反麦卡

锡派”始终坚定不移地把票投给了

麦卡锡之外的共和党众议员，导致

麦卡锡的得票一直落后于众议院少

数党领袖哈基姆 ·杰弗里斯。

面对这一局势，麦卡锡加

紧了和反对者的谈判，一口气

做出大量承诺。在规则上，麦

卡锡允诺将支持限制议长权

力，允许单个议员提出投票罢

免议长的动议，同时答应在众

议院规则委员会给强硬派保守

派三个席位；在政策上，麦卡锡

同意推动更加强硬的削减联邦

预算支出议程，包括在提高债

务上限时自动触发减支，将

2023财年的支出控制在2022

财年的水平或以下，以及一旦

国会无法就新一年支出达成一

致时，自动按照现有支出总额

的98%执行等；在人事安排上，

麦卡锡担心激怒其他重量级议

员，没有直接答应强硬保守派

的职务要求，但表示不会因这

场风波惩罚任何反对者。

在敲定了妥协方案后，从

第12轮投票开始，“反麦卡锡

派”中不断有人转而支持麦卡

锡，投给其他人的票数从20锐

减到7。到第14轮时，盖茨和

博伯特由投给其他候选人变为

投“出席”票，使得麦卡锡只差

一票即可当选。

之后，特朗普又专门给盖

茨打了一通电话。在最终的

15轮，包括盖茨和博伯特在内

的6人均投了“出席”票，一面

兑现了“绝不支持麦卡锡”的承诺，

另一面降低了麦卡锡当选的门槛，

使其如愿举起了众议院议长的木

槌，也结束了这场政治“难产”。

问：众议长“难产”风波及其背
后博弈，将对美国未来政治生态产
生哪些影响？
答：对于绝大多数共和党人来

说，这场风波可谓“无妄之灾”。一

些共和党众议员也直言，不知道这

些强硬保守派在反对什么。因为

一些重大的立法问题不可能由共

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单方面说了

算。在民主党仍然掌控着参议院

和白宫的情况下，马特 ·盖茨等人

主张的强硬开支削减方案不过是

空中楼阁。更何况，过去数十年来

美国联邦开支的不断膨胀也不仅

仅是由民主党推动的，共和党同样

也为了各个议员的选区利益而不

断增加“分肥”式的支出。虽然“自

由党团”这样的力量可以惩罚个别

与民主党妥协的政治领袖，但是在

重大问题上与民主党做交易，仍是

共和党唯一可行的政治选择。

因此，此次议长“难产”风波可

能会刺激极端保守派的胃口，在未

来继续提出“绑架式”的要求。如

果这种内部缠斗反复出现，只会为

共和党的地位增加不确定性。

至于麦卡锡个人，虽然登上了

议长宝座，但是共和党的微弱多数

地位决定了在未来两年内，他必须

持续对极端保守派让步才能坐稳

这个位置，这意味着建制派将更难

发挥内外协调作用，国会政治也将

更趋于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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