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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重塑美国大选
� � � � 3 月 17 日是美国两党总统预选的
第三个“超级星期二”，但多州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推迟预选。 在当日的 3
个州预选过后， 总统特朗普锁定共和
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民主党方面，前副
总统拜登在 3 州全胜， 继续扩大对联
邦参议员桑德斯的领先优势。

截至目前，美国 50 州全部出现疫
情。 分析人士指出，疫情在全美迅速蔓
延，不仅严重冲击选举程序的推进，而
且也在重塑选举本身的面貌。

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对两党预选进程造

成强烈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首先， 传统竞选活动纷纷因疫情

中断，竞选方式被迫调整。 特朗普和民
主党主要竞选人均已取消竞选集会和
现场筹款活动。 此前备受关注的 3 月
15 日民主党总统预选公开辩论———
拜登与桑德斯的首场“单挑”挪至电视
台直播间，没有现场观众。 二人还分别
取消了选举夜集会， 并尝试以电话会
议或“虚拟集会”等方式竞选。

其次， 疫情加剧打乱了两党预选
节奏， 关键摇摆州俄亥俄州等至少 5
个州已宣布推迟预选时间。 由于美国

疫情处于上升期， 预计可能有更多州
推迟预选。 这意味着拜登和桑德斯的
最终对决有可能拖延。 民主党全国代
表大会规定，各州预选不能晚于 6 月 9
日。 这一期限会否因疫情而变尚不可
知。

第三 ， 疫情正在重塑竞选议程 。
当下 ，疫情让其他大选话题几乎 “靠
边站”。 就在不少舆论批评特朗普政
府应对疫情不力的时候，拜登和桑德
斯适时抓住机会宣介各自应对疫情
的主张以及相关竞选政策，以吸引选
民。 预计两党间竞选正式开锣后 ，疫
情相关话题仍会是重中之重。 若疫情
在美国持续到 7 月或 8 月，那么势必
给美国大选进程、方式及结果带来更
多影响。

第四， 疫情改变了今年大选的背
景。 如今，疫情在美国已引发严重的公
共卫生危机和强烈的金融、经济震荡。
美股在 8 天内三度 “熔断 ”，消费服务
业大幅停滞， 特朗普政府预测今年可
能出现经济衰退。 大选之年发生公共
卫生和经济上的双重危机， 考验竞选
人的危机应对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 ，
相对来说对在任政府不利。 而民主党
竞选人能否抓住机会展现应对危机的

领导力，也尤为重要。

前景
美国大选目前面临的最大悬念是：

疫情会否成为特朗普竞选连任的 “致命
因素”？

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不少媒体和民
众批评特朗普政府对疫情准备不足、应
对不力。 不过，至少在现阶段，多家民调
结果显示， 特朗普执政基础依然较为稳
固。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
报》15 日公布的联合民调，特朗普在疫情
处理上的支持率为 45%， 与总体支持率
相当。 其中，81%的共和党选民赞同特朗
普对疫情的处理。

但分析人士指出，疫情给美国经济、
社会带来的影响， 依然不利于特朗普竞
选连任。 一旦疫情继续蔓延，恐怕会加重
对美国民众日常生活的负面影响， 民众
心态可能发生变化， 而在任政府的疫情
处理则会成为大选中的一个“话柄”。 此
外，如果疫情严重拖累美国经济，特朗普
看重的“经济牌”将受到打击。 专家认为，
从历史上看， 美国总统连任的前景往往
取决于选民对经济的看法。

此间分析人士还指出， 疫情恐难帮
助特朗普动员共和党票仓， 但会助推民

主党选民的投票热情。 据美媒报道，17 日
在美国最大摇摆州之一的佛罗里达州，冒
着疫情参与投票的选民数量超过了 2016
年的水平。

对于民主党来说，“团结击败特朗普”
成为大多数民主党选民最强烈的诉求。 拜
登相对于桑德斯的突出优势， 并非他作为
党内温和派、建制派资深元老的身份，而是
他面向独立选民、 多元化民主党选民展现
出的广泛的团结能力。拜登除了在非洲裔、
城郊和中老年选民中享有高人气， 他对拉
美裔选民的吸引力也在上升。 而 4 年前热
诚追随桑德斯的美国“千禧一代”选民也有
不少转向温和立场支持拜登。

2016 年大选以来 ， 美国政治更加分
裂，党争不断极化，种族歧视抬头，社会纷
争不断。 凡此种种，给美国社会带来深刻
伤痕，也令很多美国人感到疲惫。 民主党
选民的团结诉求，在日益严峻的疫情中有
增而无减，对特朗普继续依靠基本盘竞选
连任的前景，构成和
疫情同样重大的挑
战。

新华社记者 徐
剑梅 孙丁 邓仙来

（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17 日电）

� � � � 3 月 17 日，在英国伦敦，
往日热闹的考文特花园顾客
稀少。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 16 日
举行的发布会上宣布了多项
公众防疫举措，包括人们应尽
量避免不必要的社交接触以
及不必要的出行， 避免去酒
吧、餐厅等人多场所 ；如果居
民本人或家中任何人出现发
烧或持续咳嗽等症状，应在家
隔离 14 天； 人们应尽可能在
家工作等。政府更新后的防疫
指南也明确说，目前不应该举
行大规模聚会活动。

新华社传真

美打压中国媒体
是自取其辱

� � � �美国国务院日前以所谓“对等原则”为借口，限制五
家中国驻美媒体的中国籍员工数量，变相驱逐中国媒体
记者 。 此举创下了世界新闻史上罕见的一国政府大规
模变相驱逐别国记者的 “纪录”， 给长期自我标榜为新
闻自由“楷模 ”及 “捍卫者 ”的美国留下一个难以洗刷的
污点。

美国政府相关决策者并非完全意识不到这一点。 因
此，在回应媒体的质疑时，他们一边宣称“这只是限制人
数，不是驱逐”，一边倒打一耙，反复攻击“中国限制驻华
外国记者的新闻自由”，为自己对中国记者横蛮无理的打
压限制寻找子虚乌有的借口。

然而，恶人先告状并不能抹杀事实真相，嗓门大也不
代表占据了道义制高点。 美国国务院此次对中国媒体“出
手”蓄谋已久。 一段时间以来，美驻华使领馆对中国媒体
赴美签证申请屡屡实行冗长的“行政审查”，包括申请探
亲或随任的记者家属也不放过。

待到此次正式发起“突然袭击”，美国国务院更是将
法理依据、 程序正义等统统抛到一边， 做出种种荒谬之
举。 比如，既然已将中国媒体归类为“外国使团”和“政府
代表”，却又宣称绝不会给中国驻美记者任何“相应外交
待遇”，且还要继续以“媒体类签证”管理这些记者；再比
如，明知中美两国航班往来大幅减少，仍以极短期限逼数
十名中国记者尽快离美。 凡此种种，有良知的美国人士纷
纷表示“匪夷所思”！

有目共睹， 中国媒体的驻美记者数十年如一日做的
只有一件事： 严格遵守美国法律法规， 恪守新闻职业操
守，秉持客观、公正、真实、准确的原则开展新闻报道；中
国记者在美国既没有搞意识形态输出，也没有热衷于“挖
掘黑幕”“爆料炒作”，他们的报道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
验。

遗憾的是，美方罔顾事实，我行我素，蛮不讲理。 当媒
体发问，你们有没有抓到中国媒体报道有问题的证据？ 回
答是“不需要”；当被问及“很多国家也有国有媒体，为什
么单挑中国媒体打压”？ 回答更为赤裸裸：“这次就是要针
对中国。 ”

透过美方一意孤行的强硬态度、 咄咄逼人的施压招
数，明眼人看得到其深层的虚弱和不自信。 曾几何时，包
括新闻自由在内的所谓“普世价值”还是美国向全球进行
意识形态输出和展现“软实力”的一张王牌。 如今，美国却
因为丧失了实力自信、体制自信，逐步发展到患上“意识
形态入侵”妄想症的地步，甚至试图通过大量驱逐别国记
者来制造寒蝉效应， 为外部世界报道和认知美国建起一
道“隔离墙”。

实际上， 美国政府打压中国媒体不仅丝毫无助于解
决自身问题， 还向包括美国同行在内的全球媒体发出信
义尽失之信号， 是自取其辱。 眼下美方最应该做的是立
即采取措施纠正对中国媒体贴歧视性标签、 限制中国记
者数量、 对中国驻美记者设置签
证障碍等错误做法， 保障中国媒
体驻美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益 ，
不要执迷不悟， 在错误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3 月 18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