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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大选以来美国共和党发展态势
刁大明

【内容提要】2020 年大选后，特朗普个人及其代表的理念对共和党仍然保持很强的影响力。在政策议题上，特朗

普时期加速保守化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生命权”上作出的判决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共和党的选举空间。在政府运

作上，共和党内极端保守派力量在国会众议院导致议长“难产”的政治危机。在政治生态上，共和党继续呈现加速“特

朗普化”的发展态势。随着特朗普表态竞选下届总统，其对共和党政治生态的影响更为凸显。无论2024年大选结果如何，

2028 年之后的共和党政治态势或将展现出全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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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 7 日，距 2024 年总统大选整整一

年之际，美国肯塔基、密西西比、俄亥俄、宾夕法尼亚

等州以及多个地方层面举行了换届选举或政策公决。在

这场下届大选的“热身赛”中，民主党迎来初步胜利，

部分冲淡了对拜登高龄等因素可能拖累民主党大选的不

安与焦虑。[1]11 月 8 日，共和党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市举办了总统候选人提名初选的第三场电视辩论。前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虽然再度缺席，却仍在各路民调中保

持着领先优势，甚至被认为极有可能三度获得共和党提

名，再战拜登、角逐白宫宝座。[2] 事实上，自特朗普卸

任、拜登上台以来的近 3年时间中，共和党并未摆脱特

朗普所代表政治理念的影响，而且党内政治生态与政策

议程不可避免地被特朗普个人所牵动，呈现出“特朗普

从未离开”的微妙且复杂的政治现象。

走过头的“生命权”议题限制共和党选举空间

2020 年 11 月 3 日举行的总统大选确定了特朗普

败选及其政府落幕，却并未阻碍美国制度框架下所谓“特

朗普遗产”持续爆发难以预测的力量。在选举投票前一

周，具有保守派倾向的艾米·科尼·巴雷特在美国联邦

最高法院宣誓就职，这也是特朗普执政四年中提名并就

任的第三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特朗普任内提名的这

些人选快速推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乃至整个司法体系的

保守化。受法官长期在任的制度安排影响，美国司法体

系的保守化态势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塑造美国政治

与社会的面貌。

近年来，日趋保守化的联邦最高法院大刀阔斧地修

正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所铸造的多项民权成果。

2022 年 6 月 24 日，联邦最高法院在“多布斯诉杰克

逊妇女健康组织”案中以 5∶4 的判决在事实上推翻了

1973 年“罗诉韦德案”的判决，否认了其所确立的全

美范围内堕胎合法化的“选择权”原则，直接将关于合

法与否的决定权退回各州。这一强调州权、彰显保守派

宗教价值观的“生命权”判决，完全迎合共和党人特别

是某些保守派势力长期以来的政治诉求。

不过，联邦最高法院作出的保守化判决很快被证明

已明显超越当前美国社会所能够承受的范围，对共和党

阵营整体而言更像是一项不得不赞成但未必从中受益的

政治议程。在宣布判决 5个月之后的 2022 年中期选举

中，共和党并未迎来外界预测的“红色浪潮”或“红色

海啸”，最多算是激起了以较为微弱优势重返国会众议院

多数的“红色涟漪”。其中的关键原因之一是对“选择权”

的否认在美国选民中引发了极大关注，部分抑制了民众

由于经济低迷而对民主党的不满情绪。[3]相关民调显示，

认为堕胎议题是影响选举投票的关键因素者达到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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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次于认为通胀议题是最为关键因素者的 31%，而且

更为关注堕胎议题的群体中近八成投票给了民主党，更

为关注通胀议题中的七成支持共和党。换言之，“生命

权”的判决在当时不但分散了选民对经济与通胀议题的

关注，而且激发了选民对自身民权被剥夺的焦虑与恐惧，

从而使共和党原本期待炒作经济议题而获得大幅度优势

的愿望落空。由此可见，作为共和党所谓“文化战争”

议程的重大突破，“生命权”的判决却强化了民主党围绕

“身份政治”展开的议题设置。

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背景下，14

个保守州确定了禁止“选择权”的州法，7 个州通过了

不同程度上限制“选择权”的州规定，5 个州的禁止法

律被阻止或存在争议，更多的 24 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在

不同程度上支持了“选择权”。[4]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

两党争夺日益激烈的关键州，佐治亚、亚利桑那乃至北

卡罗来纳等州倾向于部分限制，威斯康星州则仍为争议

状态。这说明“生命权”与“选择权”极可能再次构成

两党持续斗争的关键议题。比较而言，俄亥俄、艾奥瓦

乃至蒙大拿等相对保守州目前都阻止了禁止立法，甚至

堪萨斯、阿拉斯加等传统保守州还支持“选择权”，这些

都充分展现出“生命权”与“选择权”仍存在极大分歧，

特别是在中间选民当中的争议更大，共和党选民也未必

彻底推崇毫无选择余地的“生命权”。

面对 2024 年大选周期的到来，经济议题极可能成

为共和党针对民主党的主要攻击点，民主党阵营试图继

续将“生命权”与“选择权”

之争推高到选举中更为显著

的主议题位置，以期调动女

性、青年及少数族裔群体的

投票参与，试图回应并动员

64% 对“生命权”判决表示

失望的群体，特别是温和的

中间选民。为了避免重蹈覆

辙，共和党阵营开始尝试作

出某些所谓软化甚至是技术

性的模糊化处理。这种看似

务实的模糊调整，事实上暴

露出共和党人以“白人至上”为底色的“文化战争”在

历史发展潮流中无法回避的局限性。

议长“难产”危机的深层原因

随着 2023 年 1 月第 118 届国会开幕，共和党时

隔 4年重返国会众议院多数，但受“生命权”判决拖累

等因素影响，共和党的多数优势已被缩小至 10席以内。

如此微弱的优势，直接放大了共和党内部各派系尤其是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更为得势的极端保守派与主流建制派

之间的分歧。在碎片化的党内生态之下，美国国会众议

院在 2023 年内先后上演了两波议长“难产”危机。

2023 年 1 月 3—7 日，长期担任国会众议院共和

党领袖的凯文·麦卡锡经过 15 轮投票的煎熬最终获得

国会众议院议长的职位。其代价就是与“自由连线”等

党内极端保守派妥协，包括规则委员会的关键人事安排

以及所谓恪守国会众议院规则第九条关于罢免门槛等相

关内容。政治妥协所引发的不稳定性显而易见，不但增

加了舆论关于第118届国会能否解决债务上限等重大问

题的忧虑，而且最终导致麦卡锡上任不到 9个月便成为

美国历史上首位被罢免的国会众议院议长。极化背景下

民主共和两党在院会中的微弱差距进一步强化双方的对

峙，也促使两党各自内部极端派更加肆无忌惮。如果说，

特朗普崛起及其当选所带来的政治影响更多体现在政党

生态意义上的话，那么此次议长被罢免意味着这种影响

2023年7月4日，
堕胎权支持者在
美国纽约举行示
威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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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延到了美国政治制度与政府过程等层面。

为了选举新议长而持续 22 天的闹剧将特朗普对共

和党的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也暴露出政党碎片化特征

以及共和党极端化在美国政治框架内的有限性。直到

2023 年 11月 24日，即在议长缺位三周、临时拨款到

期迫在眉睫的危机之下，越来越多的民众对共和党阵营

表达不满，并将可能出现的政府关门危机责任归咎于共

和党，共和党才加速整合，提名因为资历有限而被各方

认为未来都可以施加影响的妥协人选。

由此可见，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力量的确可以长期塑

造共和党，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还可能在共和党内部与主流

建制派分庭抗礼甚至阻碍主流建制派的议程，尽管这种破

坏性影响仍未主宰共和党，也未冲破既有的制度框架。然

而，贯穿2023年的两波议长“难产”危机足以让美国民

众看到一个分裂、极端的共和党，某种意义上也增加了对

共和党内部关于特朗普及其所代表力量的进一步反思。[5]

共和党仍在“特朗普化”

自 2023 年 3 月底 4 月初开始面对首个刑事起诉

以来，特朗普在共和党内部初选的民调一路飙高，至今

仍保持遥遥领先的“独大”地位。未来一段时间，除非

因宣布参与共和党初选的各参选人快速退出而仅保留一

位挑战者，否则，特朗普将维持目前的绝对优势，并在

这是2023年10月3日拍摄的美国华盛顿国会众议院投票
罢免共和党籍众议长麦卡锡的直播画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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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3月5日即11州同步初选的首个“超级星期二”

提前锁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一般认为，相比 2016 年，特朗普在这次选举中将

更为强调与共和党主流建制派的协调与整合。这也意味

着，即便特朗普最终再次当选总统，共和党主流建制派

也将更有可能参与到新的政府架构和政策决策当中。一

方面，共和党主流建制派同样受到特朗普的牵动，因而

相比于七八年前，他们与特朗普的配合度必然更高；另

一方面，特朗普毕竟已非“政治素人”，与共和党主流

建制派合作进而充分利用其力量与资源，显然是特朗普

的优先选项。

无论特朗普是否会在 2024 年当选，按照美国宪法，

此次选举是特朗普的最后一次参选，2028 年之后的共

和党将在一定意义上告别特朗普。但是，特朗普所代表

的理念，以及因这些理念而产生的共和党内部政治力量

与选民结构变化趋势将得以延续。随着诸如罗恩·德桑

蒂斯这样的新一代政治人物站上政治舞台，一种淡化特

朗普个人色彩的共和党“特朗普化”的过程将持续。从

这个角度看，2024 年大选的结果决定着共和党这一趋

势的速度：如果 2024 年特朗普再次失败，该趋势将提

速推进；如果特朗普在 2024 年胜出的话，该趋势将相

应地更晚一些出现。

共和党仍在进行的“特朗普化”不仅将塑造其价值

观与政策立场，还比较明显地表现为党内精英的代际更

新。例如，目前在任的第 118届国会众议院议员中，“80

后”共和党人为 33位，已经超过了“80后”民主党人

的规模（31人）。以往给人印象议员相对“年长”的共

和党正在加快吸纳更多年轻者，这显然值得关注。如果

说所谓的“奥巴马拖累”导致民主党精英在代际上陷入

“停滞”的话，“特朗普提速”则直接刺激了共和党党内

精英的加速更新。其内在逻辑是，特朗普作为“反建制派”

闯入共和党政治，强推一系列极端主张，形成强劲势头。

这种趋势对于已在任一定时间且年龄较大的传统共和党

人而言不易快速调整跟进，反而是刚刚步入政坛的共和

党人更易接纳特朗普的政治套路，其中不乏很多年轻世

代的共和党人。[6] 这些共和党新世代在追随特朗普的同

时，也进一步明确且强化了自身“反建制派”的政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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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与理念认同，进而实现在党内甚至在华府立足的目标。

新政治周期仍未到来

无论是政治议题上的过头与极端，还是政治运行中的失序与撕

裂，都反映出当今美国政治已进入一种政治周期的转换过渡阶段。从

历史上看，任何一次周期转换，都会经历以选民群体结构变化、政党

地区势力范围交换、政党精英构成调整为主要表征的一系列剧烈变

化。此次偏保守倾向政治周期的转换过程，更多地由共和党内部激烈

且极端的政治生态变革来决定其底色。

特朗普自身的反建制属性及其在选举人团制度扭曲下的当选，

令很多人拒绝将 2016 年接受为一个新政治周期的起点。而终结特

朗普执政的强烈共识与百年不遇疫情因素的叠加，导致 2020 年选

举展现出政治意涵的极大模糊性乃至争议性。受各种因素影响，新

的政治周期已错过两个关键检验点，而且 2024 年大选也难以给出

清晰信号。拜登再次对决特朗普这一目前看来最为可能出现的局面，

不免会唤起人们对前两次选举的各种记忆，加之一系列可能出现的新

情况都会降低 2024 年作为观察抑或确立新政治周期的可信性。

如果连续三次选举都因为不同程度的特殊性而未表明新政治周

期到来，其覆盖的 12年时间在美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定位就将更具

模糊性。2016—2028 年的 12 年，是一个旧有政治周期依依不舍

地告别，也是一个新近政治周期不慌不忙的问候。由此，这个有些

漫长的过渡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周期，

而是一个两党都需要快速整合内部力量的

所谓政治“次周期”。在这个“次周期”中，

共和党内部调整所面对的压力与困难更为

明显，而共和党自身在政策议题、政府运作、

政治生态等方面的整合与调整恰恰是这个

“次周期”中最为关键的内生动力。

无论 2024 大选结果如何，两党甚至

整个美国的政党政治可能都将在 2028 年

之后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而 2028 年之

前共和党发展态势与内部生态也将在极大

程度上影响未来美国政治新周期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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