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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哪

个国家的专利。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

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

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每个国家

的政治制度应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主决定。

美国民主制度是美国一国实践的结果，具有独特性，不具

普遍性，更远非尽善尽美。但长期以来，美国无视自身民主制

度的结构性缺陷与国内民主实践的不足，自诩为“民主样板”，

频频打着民主的旗号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发动对外战争，引发

地区动荡和人道主义灾难。

本报告旨在通过列举事实和专家观点，梳理美国民主制

度的弊端，分析美国国内民主实践的乱象和对外输出民主的

危害，希望美国完善自身民主制度和实践，对外改弦易辙。这

既有利于美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人民。如果没有哪个国家

试图垄断民主标准，没有哪个国家试图把本国政治制度强加

于人，没有哪个国家试图把民主当作工具打压别国，各国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这个世界会更美好。

一、何为民主

民主一词源自古希腊语，本意是“人民统治”、“主权在

民”。作为一种政体形式，民主迄今已有 2500 多年历史，涵盖

了从古代雅典公民直接民主政府到现代代议制政府等多种形

式，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果。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宣传品，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

解决的问题的。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

做到了人民当家做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

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

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

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

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

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

一个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不仅要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

且要有完整的参与实践，能够做到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

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

的相统一。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

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

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绝不是真

正的民主。

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

不是由外部少数人来指手画脚。

世界上没有哪一套民主制度是完美的，不存在适用于一

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各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民主进程的

发展都有其历史性和民族性，都有自身独特价值。国际社会

应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基础上就民主问题进行交流对话，共

同为全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二、美国民主的异化及三重弊害

历史上，美国民主的发展有其进步性，政党制、代议制、一

人一票、三权分立等是对欧洲封建专制的否定和革新。法国

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也对此予以

积极评价。《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废奴运动、民权运动、平

权运动等成为了美国民主进程中的亮点。林肯的“民有、民

治、民享”三原则更是脍炙人口。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民主制度逐渐异化和蜕

变，已经越来越背离民主制度的内核和制度设计的初衷。金

钱政治、身份政治、政党对立、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种族矛盾、

贫富分化等问题愈演愈烈，民主制度的功能出现衰退。

美国还以民主为名频频干涉他国内政，引发地区国家政

局动荡和民不聊生，破坏世界和平稳定和各国社会安定。美

国和世界上的许多人都在问，美国还是一个“民主国家”吗？

世界需要对美国的民主情况作深入检视，美国自己也需要好

好反躬自省。

（一）制度痼疾积重难返

美国一贯以“山巅之城”、“民主灯塔”自称，标榜其自诞生

之初就设计了一套为保障民主自由而生的政治体制。然而，

民主这一理念同今天的美国已经貌合神离。从金钱政治到精

英统治，从政治极化到制度失灵，美式民主已身染沉疴。

1.美式民主沦为“金钱政治”

美式民主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富人游戏”，与人民民

主有着本质区别。

100 多年前，美国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克·汉纳

这样形容美国政治：“在政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

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 多年后再看，金钱依旧是美国

政治的“硬通货”，而且作用更无可替代。以 2020 年美国总统

和国会选举为例，此次选举总支出高达 140 亿美元，是 2016 年

的 2 倍和 2008 年的 3 倍，被称为“史上最烧钱的大选”。其中，

总统选举花费再创历史纪录，达到 66 亿美元；国会选举花销超

过 70 亿美元。

美国民众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金钱政治贯穿美国选举、

立法、施政的所有环节，实际上限制了民众的参政权利，经济

地位的不平等已经转变为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只有口袋里有

足够多资本的人才能享受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金钱政治越

来越成为美国社会难以根除的一颗“毒瘤”，成为美国民主的

莫大讽刺。

一位美国联邦参议员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人认为美国

国会控制着华尔街，然而真相是华尔街控制着美国国会”。据

统计，91%的美国国会选举都是由获得最多资金支持的候选人

赢得，而大企业、少数富人以及利益集团出手更加阔绰，成为

选举资金的主要来源。这些所谓“民意代表”成功当选后，往

往为其背后的金主服务，化身既得利益的代言人，而不是为普

通民众发声。

2020 年 3 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美国前

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克出版《系统：谁操纵它，我们如何修复

它》一书。该书认为，过去 40 多年，美国的政治系统被极少一

部分人操控。政治献金几乎被视为“合法的贿赂”，让富人拥

有了更强大的政治影响力。2018 年中期选举中，巨额政治献

金占到了竞选资金的 40%以上，这些巨额资金主要来自占美

国总人口 0.01%的富豪。金钱政治和游说团体正在扭曲美国

普通民众发声的渠道，绝大多数人表达真实意愿的声音都被

少数利益集团盖过了。这些寡头又用手中的权力来充实自己

的财富，而普通民众的利益则被抛诸脑后。

2020 年 9 月 23 日，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马修·史蒂芬森在

接受“今日哈佛法律”采访时表示，美国在廉政方面绝不是世

界领袖，游说、政治献金等做法在其他国家被认为是腐败，但

在美国不仅被允许，还受宪法法律保护。

2.名为“一人一票”，实为“少数精英统治”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由精英阶层主导的国家，“多元政治”

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精英们把持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统

治地位，操控国家机器，制定规章制度，把握舆论风向，主导商

业公司，行使各种特权，等等。特别是自 19 世纪 60 年代以来，

民主、共和两党轮流“坐庄”分享国家权力，多党制名存实亡。

普通选民把选票投给第三党或独立候选人等于浪费投票机

会，只能在两党推出的候选人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在“驴象之争”背景下，两党始终将大众政治参与限定在

狭小范围。对于普通选民而言，选举时召之即来，选举后挥之

即去，大多数人都只是选举游戏的“群众演员”，“民治”在美国

政治实践中很难有所体现。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家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

斯基指出，美国是“真实存在的资本主义民主”，美国人对政策

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 70%的

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

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教授贾拉拉贾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

章表示，美国目前的民主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不是实质民主。

总统选举的全国范围初选完全受富人、名人、媒体和利益集团的

操纵，民众投票支持的总统参选人往往不真正代表民意。

3.权力制衡变成“否决政治”

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专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

退》中指出，美国存在根深蒂固的政治瘫痪现象，美国的政治体制

中有太多的制衡，以致集体行动的成本大大增加，有时甚至寸步

难行。这是一种可被称为“否决制”的体制。20世纪 80年代以

来，美国的“否决制”变成了通往政治僵局的“灵丹妙药”。

美国民主程序分散、冗长，存在大量否决点，个别否决行为

即可影响体系行动，所谓“相互制衡蕴涵纠偏能力”的预设在实

际操作中日益走样。美国政治极化加剧，两党诉求大相径庭，

共识不断压缩，甚至出现“最自由的共和党人也比最保守的民

主党人大大右倾”的极端状况，对立制约已成家常便饭，“否决

政治”成为政治生态，“我办不成事也不能让你办成”蔚然成风。

华盛顿的政客关注的是保住党派利益，国家发展的宏图

伟略早已抛诸脑后。否决对手会加强自身阵营身份认同，身

份认同的加强又迅速巩固自身阵营支持力量，美国两党痴迷

于“否决”，陷入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其结果必然是政府效能

被弱化、公正法治被践踏、发展进步被迟滞、社会分裂被放

大。当今美国，“我是美国人”正渐次被“我是共和党人”“我是

民主党人”所替代，“身份政治”“部落政治”向美社会各层面恶

性传导加剧“否决政治”。

2021 年 10 月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对美国、德国、韩国

等 17 个发达经济体所做调查结果显示，美国被视为政治极化

最严重国家，9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不同党派的支持者之间存

在严重分歧，近六成美国受访者认为民众不仅在政策领域意

见相左，在基本事实方面也难以达成共识。

韩国庆熙大学政治学教授徐正健指出，美国政治两极化

愈演愈烈，依靠选举推进改革的民主主义自净程序无法正常

运行。美国国会参议院陷入“冗长辩论”议事程序陷阱，不能

发挥立法应对社会变化的代议机构作用。

4.选举规则缺陷损害公平正义

美国总统选举遵循古老的选举人团制度，总统和副总统

并非由选民直接选出，而是由选举人团投票决定。美国现有

选举人票 538 张，赢得超过一半选举人票（270 张）的候选人即

当选总统。这种选举制度弊端十分明显：一是当选总统可能

无法赢得多数普选票，代表性不足；二是具体选举规则由各州

自行决定，易发生乱象；三是“赢者通吃”制度加剧各州地位不

平等、各党地位不平等，造成巨大选票浪费并抑制投票率，深

蓝州、深红州选民往往遭忽视，摇摆州获得相对非对称重要

性，成为两党竞相拉拢的对象。

美国历史上出现过 5次赢得了全国普选票却输掉总统选举

的情况。最近的一次是，2016 年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

德·特朗普获得 6298万多张普选票，得票率 45.9%。民主党总统

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获得 6585 万多张普选票，得票率 48%。

特朗普虽然输掉普选票，但赢得 304张选举人票，希拉里仅获得

227张选举人票，特朗普以选举人票数优势当选总统。

美国民众公认的选举制度另一大弊病是“杰利蝾螈”。

1812 年，马萨诸塞州州长杰利为谋求本党利益，签署法案将州

内一个选区划成类似蝾螈的极不规则形状。这种做法后被称

为“杰利蝾螈”，即指通过不公平的选区划分，帮助本党赢得尽

可能多的议席，巩固优势地位。美国每 10 年进行一次人口普

查，然后按“各选区人口大致相等”原则并结合人口变化情况

重新划分选区。美国宪法将划分选区的权力赋予各州立法机

构，为州议会多数党“杰利蝾螈”提供操作空间。“杰利蝾螈”主

要靠两种操作，一是“集中”，即尽可能将反对党选民集中划入

少数特定选区，牺牲这些选区以换取其他选区绝对安全；二是

“打散”，即将反对党选民相对集中的地区拆分划入周边不同

选区，从而稀释反对党选票。

民主党主政的俄勒冈州于 2021 年 9 月 27 日在全美率先完

成选区重新划分，民主党牢牢控制的选区由原来的 2 个增至 4
个，“摇摆选区”由 2 个减至 1 个，这意味着该党可凭借 57%的

实际选民占比，控制该州 83%的国会选区。反之，共和党控制

的得克萨斯州于今年 10 月 25 日确定新的选区划分，牢牢控制

的选区由原来的 22 个增至 24 个，“摇摆选区”由原来的 6 个减

为 1 个，共和党可凭借 52.1%的实际选民占比，占据该州 65%的

国会众议院席位。

2021 年 8 月 YouGov 舆观调查网民调显示，仅 16%选民认

为本州能够公平划分选区，44%认为不能，其余 40%表示不确

定。随着美政治极化加剧，两党均竭力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杰利蝾螈”成为不二选择。

民主党的“超级代表”制度也阻碍选举公平。“超级代表”

由民主党主要领袖、全国委员会成员、参议院和众议院所有民

主党议员、民主党现任州长组成，提前“内定”产生，其投票意

向完全根据个人喜好和党内高层意志，无法反映民意。《国会

山报》政治专家马克·普洛特金撰文表示，美国总统选举民主

党党内初选中的“超级代表”制度既不公正也非民主。这样的

“精英做法”应该立即被废除。

5.民主制度失灵引发信任危机

美式民主如同好莱坞刻意布置的场景，展现的都是精心

打造的人设，台前大喊人民、背后大搞交易，党同伐异、金钱政

治、否决政治根本不能带来民众所希望的高质量治理。美国

民众对美国政治愈发反感，对美式民主愈发消极。

2020 年 10 月，美国盖洛普民调公司调查显示，对总统选

举非常有信心的美国受访者比例仅有 19%，创下自 2004 年以

来该调查的最低纪录。11 月，《华尔街日报》网站指出，在 2020
年大选中，人们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信心下降到 20 年来最低点。

根据美联社—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一项民意调

查，只有 16%的美国人表示民主运作良好或非常好，45%的美

国人认为民主运作不正常，而另外 38%的美国人认为民主运

作得不太良好。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仅有 20%的美

国人一直或多数时候都信任联邦政府。

2021 年 5 月，布鲁金斯学会网站撰文指出，在 2020 年大选

结束后，美国全部 50 个州认证选举结果，但仍有 77%的共和党

选民以选票欺诈为由质疑拜登当选总统的合法性。这是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第一次。9 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民调显示，56%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民主“正在遭受攻击”，

52%认为选举没有或很少反映民意，51%认为未来几年美国官

员可能因本党败选而推翻选举结果。

2021 年，皮尤对 16 个发达经济体的 1.6 万人和 2500 名美

国人的调查结果显示，57%的国际受访者和 72%的美国人认为

美国已经不是可供他国效仿的“民主典范”。

（二）民主实践乱象丛生

美国民主的异化不仅表现在制度设计等结构性层面，更

体现在其实践中。美国不是民主的优等生，更遑论“民主典

范”。国会山的枪声与闹剧彻底揭开美式民主的华丽外衣。

黑人弗洛伊德之死揭露了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系统性种族歧

视，激起全美乃至全世界此起彼伏的抗议浪潮。新冠疫情持

续失控，是否戴口罩、打疫苗成为社会分裂和对立的新导火

索。经济发展红利分配不均，普通民众收入长期停滞。美式

民主难以有效维护公序良俗，无法充分提供公共福祉。

1.国会暴乱震惊全球

2021 年 1 月 6 日下午，数千名美国民众聚集在华盛顿国会

山并强行闯入国会大厦，以阻止美国国会联席会议确认美国

新当选总统。事件导致美总统权力过渡进程中断并造成 5 人

死亡，140 多人受伤。此次事件是自 1814 年白宫遭英军纵火

焚烧以来华盛顿最严重的暴力事件，200 余年来国会大厦首次

被占领。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将这一事件称为“失败

的叛乱”。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学者惊呼，美国不像许多美国

人想的那样与众不同，国会暴乱事件应给“美国例外论”和“山

巅之城”的说法画上句号。

冲闯国会事件动摇了美式民主制度三大基石。一是所谓

“民主”并不民主。美国一些政客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其支持

者暴力冲闯国会大厦，重挫美国民主“公信力”。二是所谓“自

由”并不自由。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冻结美国一些政客的个

人账号，宣布其“社交性死亡”，戳破美“言论自由”的假象。三

是所谓“法治”并不法治。美执法部门对待“黑人的命也是命”

示威抗议和冲闯国会事件态度一严一宽，不同执法尺度再次

暴露美“法治”的双标本性。

冲闯国会事件震惊了国际社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英国首相约翰逊发推特表示，美国国会发生的事件非常可

耻。法国总统马克龙讲话称，在世界最古老民主国家之一的

美国，“一人一票”的普世价值正遭受重创。南非总统拉马福

萨表示，这动摇了美国民主的基础。印尼前总统苏西洛发推

特表示，美国政治闹剧值得深思，没有完美的民主制度，民主

实践更不完美。

2.种族歧视根深蒂固

种族主义问题是美国民主无法磨灭的耻辱烙印。美国的

开国元勋一边说着“人人生而平等”，一边却在 1789 年施行的

宪法中保留了蓄奴制度。时至今日，美国虽然表面上废除了

种族隔离制度，但白人至上主义甚嚣尘上，对黑人等少数族裔

的歧视依然系统性存在。

美国的种族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复发”。2020 年 5 月

25 日，明尼苏达州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黑人弗洛伊德不治身

亡。弗洛伊德死前“我无法呼吸”的绝望哀求点燃了汹涌民

愤，全美 50 个州上百个城市随后爆发游行示威，为弗洛伊德伸

张正义，抗议种族歧视问题。直到事件发生百余天后，有关游

行仍在持续。

弗洛伊德的遭遇只是美国黑人百年来悲惨境遇的缩影。

正如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舒尔曼所说，美国始终处于一场种族

主义的大流行病中，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梦想至今

并未实现。印度主流媒体《印度快报》发表社论称，美国的种

族主义颠覆了美民主制度。

2021年 2月，斯坦福大学新闻网发表文章检视美各领域系统

性种族歧视：在教育领域，有色人种儿童在学校受到更为密切的

监视；在司法领域，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更容易成为被针对的目

标；在经济和就业领域，从应聘职位到获取贷款，黑人等其他少数

族裔群体在职场和整体经济环境中受到歧视。美国华盛顿大学

研究报告显示，1980年至 2018年间，美国约有 30800人因警察暴

力死亡，这一数字比官方公布的人数多出约 17100人，其中非洲

裔因警察暴力死亡的可能性是白人的 3.5倍。

美各地爆发的愤怒不只来自黑人，已跨越种族界限。以

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网站刊文指出，美国犹太人对白人至上

主义团体驱动的右翼反犹主义和暴力行为感到担忧。美国犹

太人委员会年度民调显示，2020 年 43%的在美犹太人认为其

安全感比上一年更低，2017 年有 41%的人认为反犹主义在美

国是一个严重问题，该比率远高于 2016 年的 21%、2015 年的

21%和 2013 年的 14%。

美国国内对亚裔群体的欺凌也在不断加剧。新冠疫情暴

发以来，亚裔美国人在公共场合遭受羞辱甚至攻击的事件此

起彼伏。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全美针对

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数量上升 76%。从 2020 年 3 月到 2021 年

6 月，“停止仇恨亚裔美国人”组织接到了 9000 多起投诉报

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网站一项针对美国亚裔年轻人的调查

显示，在过去 1 年中，四分之一的美国亚裔年轻人成为种族欺

凌目标，近一半受访者对自身所处境遇表示悲观，四分之一的

受访者对自己及家人所处的境遇表示恐惧。

3.疫情失控酿成惨剧

美国号称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医疗资源，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却一片混乱，成为世界上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截至 2021 年 11 月底，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

据，美国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 4800 万例，累计死亡

逾 77 万例，两项数据均名列世界第一。今年 1 月 8 日，美国单

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300777例，达到疫情在美暴发以来最

高；1月 13日，4170名美国人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远超“9·11”
恐怖袭击事件丧生人数。11月末，美国日均新增确诊病例数量

超过 7 万例，新增死亡病例逾 700 例，美国平均每 500 人就有 1
人死于新冠肺炎。截至目前，美国新冠病亡人数已超越 1919
年大流感病亡人数，也超过美在一战、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

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死亡人数之和。如果美国能够科

学应对，很多人不必付出生命代价。美国流行病学家、疾病控

制与预防中心原负责人威廉·福格认为“这是一场屠杀”。

疫情重创美国经济。美国企业倒闭和失业潮发生速度及

规模超乎想象，大量民众长期失业，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加

剧了美国人的焦虑感和无力感。美国预算与政策优先事项中

心 2021 年 7 月 29 日的《新冠困境报告》显示，尽管情况比 2020
年 12 月有所改善，但 2021 年上半年美国人生活困难情况依旧

十分普遍，仍有 2000 万成年人所在家庭没有足够食物，1140
万成年租房者无法按时交纳房租，面临被赶出租屋的风险。

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7 月 5 日，有未成年人

的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失去收入来源的比例仍高达 22%。美民

众消费信心大幅下滑，就业市场复苏放缓。高盛、摩根士丹

利、牛津经济研究院等机构纷纷显著下调美经济增长预期。

同时，疫情、三轮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等因素叠加导致美港口

拥堵和供应短缺，进而推升美通货膨胀率。今年 10 月，美消费

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6.2%，连续 6 个月同比上涨幅度达

到或超过 5%，创 2008 年来最大涨幅。

疫情在美延宕，症结并非在于美国没有科学，而是不信科

学、不用科学。美国一些政客为了选举，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

利益之上，将抗疫问题政治化，一门心思对外“甩锅”推责。美

联邦与各州一盘散沙，不仅形不成合力，反而彼此争斗。在这

个大背景下，抗疫举措已被严重政治化，疫苗打与不打、口罩戴

与不戴都成为了政党、民众争执的焦点，反智主义甚嚣尘上。

法国《世界报》报道指出，新冠疫情危机揭示了美国民主

制度的脆弱性。美国把昂贵的医疗卫生体系留给富人，放任

贫穷者被剥夺社会保障，使美国这一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因社

会不公而变得落伍，这是民主偏差导致无法有效管控疫情的

经典案例。斯坦福大学新闻网指出，在医疗卫生领域，新冠疫

情对有色人种造成了更严重的影响，凸显了白人和有色人种

之间健康水平差距。

4.贫富分化不断加剧

美国是贫富分化最严重的西方国家。2021 年美国基尼系

数升至 0.48，几乎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美国智库政策研

究院报告称，1990 年至 2021 年，美国亿万富翁的总体财富增

长了 19 倍，而同期美国中位数财富只增加了 5.37%。这揭示

了美国“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残酷现实。

美联储 2021 年 10 月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 月，美国收

入在中间 60%的“中产阶级”拥有的财富在国家总财富中占比

已经跌至 26.6%，创过去 30 年来新低，而收入前 1%的富人却拥

有 27%的国家财富，超过了“中产阶级”。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伊曼努尔·萨兹发表的统

计数据显示，美国前 10%富人人均年收入是后 90%人口的 9 倍

多，前 1%富人人均年收入是后 90%人口的 40 倍，而前 0.1%富

人人均年收入是后 90%人口的 196 倍之多。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实施“大水漫灌”政策，在推高股

市的同时也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美国亿万富翁拥有的总

资产增加了 1.763 万亿美元，涨幅高达 59.8%。排名前 10%的

美国富人持有 89%的美国股票，创下历史新高。

美国的贫富分化是由美国政治制度及其政府所代表的资

本利益所决定的。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近期的“大猩猩”

对视华尔街铜牛事件，美国民众对贫富分化的声讨从未停止，

但现状毫无改变。美国治理者放任贫富差距扩大，疫情之下，

资本优先、富人先行的社会规则更加横行。

5.“言论自由”名不副实

在美国，媒体被称为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并立的“第四

权力”，记者更是被誉为“无冕之王”。美国媒体虽然标榜独立

于政治、为自由和真相服务，但早已服务于金钱和党派政治。

少数传媒集团垄断美国新闻业，成为一手遮天的政治力

量。1996年美国颁布了《电信法》，要求联邦政府放松媒体所有

权监管，由此掀起史无前例的兼并狂潮，对美国媒体的多样性

和独立性造成毁灭性打击。随着美国媒体数量锐减，少数几家

公司不断做大，形成垄断巨头。今天的美国，少数几家企业控

制 90%以上的媒体，年收益甚至超过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

量。这些媒体“巨无霸”一边大肆扩张商业版图，一边将触手伸

向美国政坛，通过游说公关和竞选献金左右政治进程。

被垄断的美国媒体成为公民政治权利的“隐形杀手”。美

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教授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在《富媒体穷民主》一书中指出，出于追逐

利润的本性，媒体公司将民众封锁在娱乐节目的世界中，使民

众失去获取多元化信息的渠道、关心公共问题的兴趣以及明

辨是非的能力，在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逐渐失声。民主政治

文化在媒体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变得极度萎缩，“政治疏离”

导致民主成为一种“没有公民”的政治游戏。迈阿密《新先驱

报》报道称，在精英和财团控制的媒体诱导下，民众已无法辨

别哪些是事实真相，哪些是政治宣传。 （下转第十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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