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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評論

拜登執政⼀週年，為何迎來了最低⽀持率？
在阿富汗撤軍亂局後，拜登的⺠調⽀持率下降可以理解，但居然⼀下降就再也升不回來，令⼈頗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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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執政⼀年，⺠望先升後降，到了⼀週年前⼣，其⽀持率（approval rate）下降到40%左右，根據統計網
站FiveThirtyEight，與有⺠調紀錄的歷史上其他總統相⽐，他在上任⼀年後的⽀持率只略微⾼於特朗普，位於倒數
第⼆。
在⼀年前上任之初，⼀般認為拜登在國內事務上⾯臨的挑戰更⼤，其在2021年1⽉6⽇美國國會⼭暴動後上台，他⾯
對的是⼀個危機重重的國家：史無前例的國會⼭暴動是美國第⼀次差點無法和平交接的總統更替；美國的⺠主制度
被廣泛質疑；疫情正處於「第三波」；失業率⾼漲；國內撕裂嚴重，種族不平等、階級不正義等⽭盾重重。拜登在
就職典禮演說中在內政中主打「治癒」，能否成功則令⼈擔憂。相反，在國際關係上，由於特朗普已經「差得不能
再差」，拜登只要主打「美國回來了」就⾜夠。
略有諷刺的是，拜登⺠望的轉折點竟然不是國內事務，⽽是「⿊天鵝」阿富汗⼤潰退。說實在，拜登本⼈在阿富汗
事件中責任不⼤。⾸先，撤軍協議早在特朗普時期就定下，拜登還硬是把撤軍推遲了幾個⽉。其次，⼤潰退之前幾

https://projects.fivethirtyeight.com/biden-approval-rating/


乎全⺠⽀持徹底結束阿富汗戰爭，只有有限幾個國安屆⼈⼠提出異議，但都沒有什麼反響。再次，撤軍如此災難性
的主要原因之⼀是阿富汗政府軍不堪⼀擊、甚⾄主動棄械投降，⽽美國的情報機構⼜屢屢做出「政府軍可以堅持⼀
段時間」的錯判，無論撤退的混亂不堪，還是很多軍械落⼊塔利班⼿上，都和這個錯判有關。拜登在阿富汗撤軍亂
局後，⺠調下降可以理解，但居然⼀下降就再也升不回來，令⼈頗為意外。

2021年8⽉31⽇，阿富汗⾸都喀布爾，⾝穿美軍撤離時遺下的裝備的塔利班武裝組織戰⼠闖進喀布爾國際機場。攝：Marcus Yam/Los
Angeles Times via Getty Images

這只能有三種解釋。第⼀，其他有關內政的不利因素，也剛好幾乎同時出現，於是阿富汗危機就成為「完美⾵
暴」；第⼆，拜登的國內政策本來就有危機，早就處於下滑邊緣，只要有類似阿富汗危機⼀個缺⼝，頓時就⻑堤崩
潰了。第三，政敵藉助這個事件極⼒貶損拜登政府的聲望。觀察拜登內政三個重點：疫情、經濟、政治（⺠主），
剛好和這三種情況對應。

疫情多次反彈，希望何時到來？
疫情屬於第⼀種情況，阿富汗事件不巧與疫情重新嚴重同時發⽣。控制疫情是拜登施政的重中之重。在拜登上台之
初，美國疫情處於第三波⾼潮，⽇感染案例曾達三⼗萬。但拜登⽐特朗普有了好牌，就是全球最先進最有效的mRNA
疫苗（莫德納和輝瑞）。如果疫苗能順利儘快施打，加上⼝罩、檢測、隔離等措施，那麼確實有可能戰勝疫情。然
⽽，拜登政府⾯臨三⼤難題。
第⼀，在美國有根深蒂固的「個⼈主義」（individualism）傳統。這種「個⼈主義」和中國宣傳的那種「個⼈利益
⾄上」不完全⼀樣，簡單地說，在強調個⼈利益同時，還強調「每個⼈都對⾃⼰負責」，⾃⼰管⾃⼰的事，不能被
政府⼲預。因此，戴不戴⼝罩、是否檢測、是否遵守隔離令，這些在中國⼈看來幾乎毫無異義的事項，不少美國⼈



都從內⼼抗拒。基於美國現實，⼝罩算是最具有強制可執⾏性的措施（戴不戴⼝罩能⼀⽬瞭然），尚且不能很好執
⾏，就更不⽤提檢測和隔離令了，即便在最嚴格的州也基本只能靠⾃覺。⾄於需要注射⼊⾝體、有健康⾵險的疫
苗，更有⼤批的反疫苗運動者，不但⾃⼰不打疫苗（個⼈選擇），還反對促進打疫苗的措施（⽐如「疫苗通⾏
證」），更四處⿎動其他⼈不打疫苗。
第⼆，美國憲法限定了聯邦政府是⼀個有限權⼒政府，即便⺠主黨⽐共和黨更偏好⼤政府，但歸根到底聯邦政府⼿
中權⼒有限，既沒有權⼒強⾏全⺠打疫苗，也沒有權⼒要求全⺠戴⼝罩。⽐如，拜登⼀上任就推⾏「⼝罩令」，但
他只能要求進⼊聯邦政府所屬的建築物必須戴⼝罩。到了「疫苗令」，阻⼒就更⼤了。⽐如拜登要求所有聯邦政府
⼯作⼈員都要打疫苗才能上班，就被德州法官宣布違憲。政府另⼀種應對⽅法，就是要求⼤公司配合政府措施，要
求員⼯或者打疫苗或每天測試。這可以繞過「政府⼲預公⺠⾃由」的禁區（因為是私⼈公司要求的），⼜給予不願
打疫苗的⼈⼀種選擇。但是就算這個命令，也在最近被最⾼法院裁決違憲。
第三，在聯邦體制下，雖然CDC會發出指引，但防疫措施主要靠各州⾃⾏制定。以⼝罩令為例，若在重視疫情的⺠主
黨州，州政府乃⾄地⽅政府也會推⾏⼝罩令。但若在不那麼重視疫情的州（如共和黨州），州政府不但不會制訂⼝
罩令，還會阻礙私⼈企業或學校等機構⾃⾏規定的防疫措施。⽐如，佛羅⾥達州⻑Ron DeSantis在11⽉簽署「反疫
苗令」。維珍尼亞州共和黨新州⻑Glenn Youngkin今年⼀⽉剛上台就廢除公⽴學校的⼝罩令。
因此，無論拜登政府如何購買疫苗，如何出盡辦法⿎勵打疫苗，如何以緊急狀態允許疫苗公司的疫苗適⽤於兒童，
疫苗施打率⼀直沒法達到拜登政府的期望。事實上，⾃從六⽉份之後，施打⼈數就只能緩慢上升（這還拜兒童開始
可以注射疫苗所賜）。⾄今，接種完全的⼈群只有63%（⾄少兩針），打了⾄少⼀針的⼈也不過76%，⾄今尚未達
到原先「七成接種率」（這視乎如何定義接種率，是⼀針也算還是完全保護才算）的諾⾔。

https://www.cnbc.com/2022/01/21/biden-covid-vaccine-rules-judge-blocks-mandate-for-federal-workers.html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money/2022/01/21/scotus-vaccine-mandate-pandemic-business/6593137001/?gnt-cfr=1


2021年10⽉25⽇，⼈們遊⾏穿過紐約布魯克林⼤橋，抗議政府強制市政⼯作⼈員接種疫苗。攝：David Dee Delgado/Getty Images

儘管接種率不如預期，但疫苗效果還是⾮常明顯，每天新病例和死亡數在去年⼀⽉份後都開始快速下降，在六⽉底
甚⾄每天新案例⼀萬宗，死亡數三百宗上下。然⽽對拜登政府打擊更⼤的是，⾃從五⽉份出現德爾塔變種，疫苗就
沒有這麼有效了。⽽德爾塔變種的致死率⼜⽐「原種」⾼，到了七⽉中德爾塔在美國開始流⾏，到⼋九⽉美國⼜出
現「第四波」⾼峰（這個時間點和阿富汗潰敗幾乎同時）。就在案例再次重新下降時，⼜遇上冬天和年終假期等傳
統流⾏病季，這時⼜恰好出現了奧⽶克戎這個傳播⼒超強能⼤概率突破疫苗的變種，以致迅猛無⽐的「第五波」
（新案例七天平均值停留在70多萬宗，最⾼⼀天報告超過150萬）。
當然，好消息是奧⽶克戎變種的死亡率低很多，疫苗儘管不能防⽌感染但對防⽌重症很有效，於是死亡⼈數與第四
波相⽐基本不變或者只有⼩幅上升。⽽且，隨著⼈們認識到奧⽶克戎的症狀不嚴重，很多死亡案例到底是「死於病
毒」（die of）還是「帶著病毒⽽死」（die with）成為⼀個科學上的爭議（⽽不是政治上的推卸責任）。現任總統
⾸席醫療顧問的福奇（Anthony Fauci）也表⽰，每個⼈或先或後都會感染上。也有⼈提出 「超級免疫」的概念

（super immunity） ，形容接種過疫苗的⼈被感染⼜恢復後，就有對病毒的「超級免疫⼒」，即分別超越單獨使⽤
疫苗及未接種疫苗被感染後獲得的免疫⼒（也稱「混合免疫⼒ hybrid immunity」）。
基於這些認識，聯邦防疫政策正⼤幅度轉向。⽐如免費派發家⽤測試劑和KN95⼝罩，縮短隔離期等。以中國⼈的⻆
度看或許認為美國在豪賭甚⾄「躺平」。然⽽這是最適合美國的做法，⽽且很有可能豪賭成功，甚⾄是幾個⽉到幾
個星期內的事。

經濟問題：嚴重的通貨膨脹
經過2020年的美國經濟負增⻑，經濟是拜登的最⼤挑戰。它⼜和疫情⾼度相關：如果美國不⾛出疫情，經濟就無法
「正常化」。然⽽，就算美國戰勝疫情，經濟問題依然嚴重。過去⼀年，經濟最嚴重的問題就是通貨膨脹。
⽬前美國正經歷幾⼗年不遇的⾼通貨膨脹。以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衡量，⾃從5⽉開始衝上「五字頭」
（5%+），就幾乎⼀路攀升，12⽉的通脹率達到7%。上⼀次出現這樣⾼的通脹率還要追溯到1990年。根據10⽉的數
據，能源通脹⾼達驚⼈的30%，「⼀⼰之⼒」拉⾼了整個通脹率；其中⼜以汽油價格上升50%最觸⽬驚⼼。汽⾞成
為第⼆⼤通脹來源，⼆⼿⾞升價26%。⻝物也⾼達5.3%。有趣的是，通貨膨脹雖然⽐阿富汗事件稍早出現，但對通
脹的不滿是逐漸積累的。在⼀開始，通貨膨脹並未造成太⼤的影響，或許尚未意識到，或許認為只是暫時的。但⼀
旦它持續不停，就嚴重衝擊了美國⼈的⽣活，成為對拜登政府不滿的主要來源。阿富汗事件彷彿⼀個⽕花，正好點
燃了這種不滿。
需要指出，由於2020年美國消費不振，通貨膨脹率很低，之後的通貨膨脹⾼⼀定的有「報復性反彈」因素，但也有
其他更重要原因。

https://www.nytimes.com/2022/01/19/well/live/breakthrough-covid-immunity.html


2021年11⽉29⽇，由於擔⼼新的病毒株Omicron，全球股市急劇下跌，⼀名交易員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内⼯作。 攝：Spencer Platt/Getty
Images

第⼀，美國從2020年開始就進⾏過好幾波的財政刺激計劃，拜登上台以來依然⼤派錢應對疫情，另外還加上拜登
（和⺠主黨進步派）推動的「重建美好計畫」（Build Back Better Plan）的⼤撥款。
2021年3⽉，國會通過了1.9萬億美元的「美國救援計畫」（American Rescue Plan），包括給每個家庭每⼈送1400
美元⽀票。11⽉15⽇，在拉鋸多時之後，國會通過了第⼆項重要法案「基建投資與⼯作法案」（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開始拜登提出4萬億的規模，但由於反對聲⾳太⼤，法案先縮⽔到2.3萬億，再縮⽔
到1.2萬億後通過。值得說明對是，4萬億本來就是「重建美好計畫」的⾦額，不斷縮⽔是為了尋求共和黨⽀持，故意
「斬件」分開，先通過共和黨⽀持的部分，再把「剩下」部分留在下⼀份法案中。這種做法得到共和黨⽀持（於是
在參議院爽快地以69:30票通過了），但引起⺠主黨進步派的強烈反對，因為「被留到下⼀份法案」的都是進步派⽀
持的議程。因此到了最後不得不依靠共和黨15名眾議員「反⽔」⽀持法案，才在眾議院過關。可想⽽知，到了第三
份法案名正⾔順的「重建美好法案」（Build Back Better Act），涉及1.75萬億美元，留下的都是硬⻣頭。不但共和
黨全部反對，就連⺠主黨西維珍尼亞參議員Joe Manchin也堅決反對。由於⺠主黨在參議院只是50:50，靠副總統哈
⾥斯微弱多數才能贏，Manchin「反⽔」擱淺了整個議案，⾄今還在⻆⼒。
無論如何，連續兩年財政刺激⼤⼤增加的貨幣供應，不但財政⾚字加⼤，國債⾼漲，更是通脹的直接原因。2008年
之後，美國也曾有相應政策，但總量與這次相差甚遠。
第⼆，聯儲繼續寬鬆的利率政策，在疫情中，由於特朗普的壓⼒，利率⻑期處於在0.0-0.25的區間。這種類似量化寬
鬆時代的做法本意是疫情期間刺激經濟，但現在看來已導致市場過熱（股市和房地產都屢創新⾼），更帶來通貨膨
脹問題。2008年之後聯儲也量化寬鬆，但當時熱錢沒有像這次⼀樣⼤量留在美國，所以通脹率低。現在美國注意把



錢留在本⼟，於是就形成⾼通脹。
第三，供求失調。這有正反兩⽅⾯因素。在需求端，經濟重開導致報復性消費，需求⼤增，這是好事。
在供給端，⼯作崗位也增加很快，正如拜登所⾔，美國⼀年內增加六百萬個⼯作崗位，史上第⼀（當然有前年⼯作
崗位流失的補償性因素），這也是好消息。然⽽就業率不⾜，⽣產上不去。但同時，美國失業率跌到只有3.9%，看
起來不是求職者找不到⼯作做。這個看起來的⽭盾，原因有兩個，第⼀很多⼈乾脆退出了就業市場；第⼆就是由於
疫情嚴重，很多⼈雖還有⼯作職位但實際不能⼯作。
供應不⾜的另⼀個重要原因是全球供應鏈危機，零件供應不⾜，也導致最終消費品供應不⾜。汽⾞價格通脹就是⼀
例，因為汽⾞芯⽚嚴重缺貨，所以新⾞產量⼤降，價格上升。新⾞不⾜，於是換⾞意欲降低，舊⾞也更少，⼆⼿⾞
的價格漲幅更驚⼈。

2021年11⽉15⽇，美國總統拜登在華盛頓的⽩宮與國家主席習近平舉⾏網上會議。攝：Alex Wong/Getty Images

第四，美中貿易戰還在繼續，商品加上關税後價格更⾼。
第五，汽油價格⾼漲的問題，和⺠主黨倡導為應對氣候危機⽽限制傳統能源的⽣產⾼度相關。拜登⼀上台就否決了
Keystone XL輸油管⼯程（從加拿⼤輸送原油到美國），⼜停⽌批出新油⽥。隨著美國⼈出⾏的恢復，汽油需求上
升。9⽉美國颱⾵Ida導致墨西哥灣⽯油⼤⾯積停產，更加重原油短缺狀況。美國的⽯油公司「報復性」地不肯增加
產量。其他⽯油⽣產國家則為了維持油價（和報復性地宣⽰⽯油傳統能源的重要性）也堅決不肯增產。拜登不得不
⼤規模釋出儲備原油，5000萬桶戰略儲備⽯油，⼜與其他國家協調釋放⽯油和增加⽣產，但這也只能穩住油價⽽
已。



可⾒，這次通貨膨脹是系統性的，從商品供應和需求、到貨幣供應、⽣產就業，通通都出現問題。嚴重的經濟膨脹
令拜登的第⼀年失⾊。然⽽，如果疫情能控制，那麼對經濟無疑相當利好。如前所述，無論需求⼤增還是⼯作崗位
⼤增，雖然「遠⽔不能救近⽕」無法抑制通脹，但對經濟成⻑⻑期⽽⾔都是好事。⽽且，聯儲已確定要減少購買債
務規模，還傳出要加息壓抑通脹。在以往這種做法是有效的。⾄於美國幾個法案的財政刺激，如果真正把錢投⼊實
業和消費，⽽不是⽤於投資，也更有利美國經濟。

政治問題：⺠主的持續倒退？
無論疫情還是經濟都是有望改善，最難辦的還是美國的⺠主退步問題。⺠主退步貫穿從特朗普開始的五年。筆者強
調美國⺠主退步，當然不是為了呼應中國宣傳。其實，就連拜登在12⽉底的⺠主峰會上也說：「所有⺠主體中有⼀
半以上，包括美國在內，在過去⼗年經歷了它們⺠主中⾄少⼀個⽅⾯的退步」，「美國⺠主正在持續艱苦地奮
⾾」，⺠主必須「更新」，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
美國的⺠主出現什麼問題？在筆者看來有幾個：第⼀，沒有找到對抗「⺠粹化」的對策。第⼆，如何更好保障⼈⺠
的⺠主選舉權⼒，讓⺠主表達變得容易⽽不是更難。第三，數位時代如何才能保證⺠主選舉的安全，包括不受外來
敵對勢⼒數字宣傳的⼲預。容易看到，這三個問題三位⼀體：在數位時代的新背景下，即要進⼀步普及⺠主，⼜要
避免⺠粹化和撕裂，並不容易。⺠主之所以需要更新，就是指在數位時代不能⼀直沿⽤⽼經驗。這些問題不只在美
國存在，其他國家也存在，它正是最近⼗年國際「⺠主倒退」危機的主因。

2021年1⽉6⽇，美國國會確認總統⼤選結果期間，⽰威者在國會⼤樓外聚集，其後嘗試闖進國會⼤樓。攝：Victor J. Blue/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拜登強調「癒合」，然⽽，在過去⼀年，⺠粹有增無減，到了事事對⽴，為反⽽反的嚴重程度。美國⺠粹化有⼀定
的經濟原因。⽐如特朗普崛起就得益於失業的⽩⼈⼯⼈，仇恨亞裔和搶掠增多則可歸咎為疫情中的貧困化。但更多
的⺠粹還是和社會議題有關。在經過⽂化戰爭多年拉鋸的美國，社會議題⽐經濟議題更撕裂社會。在過去幾年，美
國的社會議題更進⼀步演變為以「⽩⼈⾄上主義」vs「取消⽂化」的意識形態衝突。這關乎⼈⺠如何認識⾃⼰的國
家，⾃⼰的歷史，以及⾃⼰國家歷史上的偉⼈，甚⾄「何為美國⼈」等重要議題。
⺠主黨要勝選，另外的重點就是保障⼈⺠的選舉權利。在拜登上任之初，就把保障⼈⺠選舉權放在⼝上。眾議院也
早早提出了「為⼈⺠法案」（For the People Act），其中包括擴⼤選舉權、調整競選資⾦有關法律、禁⽌黨派傾向
的選區重新劃分等條例，但直⾄現在，法案還在參議院無法通過。這主要源於共和黨要通過「拉布」（filibuster）
阻⽌法案，⺠主黨要威脅使⽤「核選項」廢除「拉布」，再強⾏表決通過法案。然⽽，兩名⺠主黨員反對，於是⺠
主黨拿不到50票動⽤核選項。
在去年11⽉的選舉中，⺠主黨已感到壓⼒，特別是維吉尼亞州州⻑被共和黨奪得，是個相當緊迫的信息。維吉尼亞
州州⻑選舉是這次選舉涉及職務最⾼的⼀個，但更重要的是維吉尼亞州在近年來從⼀個搖擺州轉為⼀個藍州，成為
藍⾊勢⼒南下的重要州分。在州⻑位置上，從2014年起連續兩任都是⺠主黨⼈。但今年，共和黨⼈揚⾦（Glenn
Youngkin）卻以微弱的優勢壓倒了⺠主黨候選⼈。在⼋年之後重奪州⻑的職務。
州⻑選舉並不能視為以後總統選舉的前哨戰，因為選⺠在州⼀級關注的重點與國家⼀級相差不⼩，乃⾄紅州選出⺠
主黨州⻑，藍州選出共和黨並不鮮⾒。況且，維吉尼亞州⻑不能連任，⺠主黨沒有「連任優勢」，能否推出被選⺠
接受的候選⼈只能靠運氣（有沒有這樣的⼈才）。然⽽，同時選舉的另外兩個重要州官員職務（副州⻑、總檢察
官）也都被共和黨以更微弱的優勢奪得，州議會也被共和黨重奪，維珍尼亞州變成了「共和黨⼀黨專政」。這充分
說明了選⺠確實對⺠主黨有所不滿，對⺠主黨是當頭⼀棒。在⺠主共和兩黨相差無幾的情況下，維吉尼亞州在下次
⼤選是否還會是藍州，不免令⼈⽣疑。



2021年1⽉6⽇，美國參眾兩院確認候任總統拜登勝出上年的總統選舉期間，數千名特朗普⽀持者在國會外聚集。攝：John Minchillo/AP/達
志影像

因此，對⺠主黨⽽⾔，在中期選舉之前能通過「為⼈⺠法案」⾮常重要。否則⼀旦中期選舉不保，那麼再通過就沒
有可能，2024年的選舉就⾮常危險了。拜登作為建制派，⾄少有意願最⼤程度上拖著⺠粹化（即便不能阻⽌），如
果本⾝就是⺠粹的特朗普再次上台，或者和他類似的⼈出現，美國必然會繼續奔向深淵。
疫情、經濟和⺠主，這三個美國優先議題不但密切相關，⽽且放在全球美中對抗的⼤環境，它們都成為兩國直接⽐
拼的戰場。在去年三⽉阿拉斯加會談中，中⽅強烈抨擊美國，更提出「平視美國」的⼝號，要在國際關係和價值觀
上全⾯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這三個⽅⾯都成為中國論證「中國制度」優於美國的論點。拜登在推銷⾃⼰的政策
時，也從來不忘記提及中國。
拜登的第⼀年，無疑令中國⾮常「開⼼」。疫情是中國宣傳中的優勢，因為中國控制了疫情，只有很少⼈感染和死
亡。美國無論感染⼈數還是死亡⼈數都⾼居世界第⼀。美國正被中國抨擊為「低⼈權國家」，因為不保障「免於死
於疫情的⼈權」。經濟則更有底氣⼀些，中國經濟現在雖已經約等於美國四分之三，更由於此前控制住了疫情，經
濟的形勢曾被⼈更看好，但如果美國在疫情後強烈反彈，中國在「清零政策」下經濟活⼒繼續承壓，雙⽅的競爭則
會有新的變化。⾄於⺠主，中國更以美國「⺠主退步」為例，論證中國的「全過程⼈⺠⺠主」才是最優秀的⺠主。
當然，誰笑到最後才笑得最好。在美中「最激烈的競爭關係」中，美國⽬前處於守勢，但中國並⾮沒有隱憂。短期
內，疫情可能還是關鍵，在奧⽶克戎出現後，中國能否從「動態清零」中全⾝⽽退，可能就是最⼤的⾵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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