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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華爾街日
報》、BBC、美聯社報道：美國現
任總統特朗普至今不承認大選落敗
，他的團隊在多個關鍵州提起法律
訴訟，企圖證明選舉存在欺詐行為
。但由於拿不出實質性證據，特朗
普的法律團隊又將目光投向了那些
由共和黨控制州議會的州份，希望
推翻普選票結果，由州議會指定支
持特朗普的選舉人，在12月14日的
選舉人團投票中逆轉戰局。但美媒
指出，在美國近代歷史上，很少有
選舉人會違背普選時的民意，投票
給對手候選人。

美國務院阻拜登與外國領導人聯繫

根據美媒預測，特朗普目前獲得217張選
舉人票，對手拜登贏得290張選舉人票。目前
尚餘佐治亞州的16張和北卡羅來納州的15張選
舉人票未有結果。特朗普希望通過挑起法律戰
奪回勝利，由於舞弊缺乏具體實證眼看行不通
，特朗普的團隊又在各州選舉人團的組成上動
起了腦筋。

根據美國憲法，各州立法機構自行決定如
何挑選選舉人團。特朗普競選團隊已經在賓夕
法尼亞、密歇根和亞利桑那州提出訴訟，要求
法官阻止州官員認證選舉結果，從而為該
州州議會推選支持特朗普的選舉人留
下空間。

阻拜登拿47張選舉人票
通過阻止官方認證普選結果

，拜登無法順利獲得這三個州47
張選舉人票，難以跨越270張選
舉人票的當選門檻。密歇根州、
賓夕法尼亞州、佐治亞州在內，
州議會均由共和黨控制，但密歇
根和賓夕法尼亞州的州長為民主
黨人。

密歇根州與賓夕法尼亞州的認證
期限是11月23日，亞利桑那州則是
11月30日。拜登在賓夕法尼亞州比
特朗普多5.2萬票（0.75%），在
密歇根州多14.6萬票（2.6%），在亞利桑那州
領先1.3萬票（0.4%）。

鑒於法庭極少處理相關的請求，幾乎無先
例可循。不過，法律專家表示，除非證據確鑿
，否則法官不會阻止各州最後確認普選票
結果。

密歇根州州檢察總長內塞爾稱，特朗普希
望共和黨控制的州議會可派出支持特朗普的選
舉人，但該州會阻止此種情況發生。在賓夕法
尼亞州，當地政府官員表示，該州法律不允許
州議會推選一批支持特朗普的選舉人。亞利桑
那州州務卿霍布斯的發言人表示，州選舉局官
員有信心根據普選票的結果，任命恰當的選舉
人。

着眼參議院 共和黨撐特
至於特朗普是否繼續打法律戰，據稱第一

家庭內部也出現分歧。特朗普的兒子贊成繼續
打法律戰，但女婿庫什納周一致電共和黨全國
委員會主席麥克丹尼爾，暗示共和黨黨組織應
該加入。共和黨的國會領導層在拒絕認輸一事
上，也與特朗普同一陣線。部分顧問認為，穩
住特朗普的票倉有助於明年1月份佐治亞州聯邦
參議員競選，也可以讓任何選舉不規範情況獲
得更大的曝光率，有助共和黨選情。

美國歷史上共有五位在普選中落敗的候選
人，最終因為選舉人團制度入主白宮，包括
2000年的小布什和2016年的特朗普。2006年
，美國15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聯合簽署了一項
名為《全國普選票州際協定》》（National
Popular Vote Interstate Compact），承諾
將把自己所有的選舉人票投給在普選中獲勝的
那位總統候選人。到目前為止，簽
署了該協定的15個州只擁有196張
選舉人票，遠低於決定性的270張
。本次有爭議的搖擺州，都沒有簽
署該協議。

Politico評論稱，雖然更改選
舉人的做法看似瘋狂
，但在當前對立膠着
的情況下，這些關鍵
州的共和黨人正面臨
越來越大的壓力。

法律戰難贏 特朗普打選舉人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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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利桑那州（11張）

■未開票完成

搖擺州州長及州議會
黨派情況

州 長：共和黨
州議會：共和黨

特朗普暫領先

賓夕法尼亞州（20張）
州 長：民主黨
州議會：共和黨

拜登勝

威斯康星州（10張）
州 長：民主黨
州議會：共和黨 拜登勝

密歇根州（16張）
州 長：民主黨
州議會：共和黨 拜登勝

北卡羅來納州（15張）
州 長：民主黨
州議會：共和黨

佐治亞州（16張）
州 長：共和黨 州議會：共和黨

拜登勝（重新計票中）

拜登勝

策反選舉人失信希拉里徒勞
【大公報訊】綜合《今日美國報》、

路透社報道：原則上選舉人應根據所在州
份普選結果投票，但歷史上不乏轉投對手
的 「失信選舉人」 。從1976年起，出現 「

失信選舉人」 的大選共發生了四次，以2016年情
況最嚴重，當時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一方
出現五名 「失信選舉人」 ，特朗普一方則出現了
兩人。

特朗普在四年前的大選投票日出乎意料擊敗
被看好的希拉里，引發諸多爭議。反對特朗普的
各方勢力試圖利用選舉人投票做最後的努力，希

望可以扭轉大選結果。要推
希拉里上台，就必須讓共和
黨人背叛本州民眾和自己的
政黨去支持希拉里。

根據當年的大選結果，特朗普獲得306張選舉
人票，而希拉里獲得232張。換言之，必須要有37
位共和黨選舉人轉投希拉里，才能形成269對269
的平局，從而交由國會選出總統。同時出現37名
「失信選舉人」 的機會微乎其微。雖然美國憲法
及聯邦法律沒有明文禁止選舉人倒戈，但33個州
立法約束 「失信選舉人」 。一旦違背民意投票，
這些 「失信選舉人」 除了會被罰款，還可能被剝
奪選舉人身份。

美媒報道稱，選舉人受到來自希拉里支持者
的強勢施壓，每天都會收到數千封電郵、普通信
件甚至電話，請他們在投票時支持希拉里。代表
亞利桑那州的共和黨選舉人喬伊斯就表示，雖然
不斷有人游說她投票給希拉里，但是她已經宣誓
效忠共和黨，因此必須按照黨的意向投票。

【大公報訊】據CNN報道：美國國務院知情
官員透露，特朗普政府近日擋下多名外國領導人
發給候任總統拜登的賀電等相關數十條信息，拜
登陣營只好靠自身渠道與外國領導人聯繫。

按照以往傳統，美國國務院應該支持候任總
統的所有對外通訊，但由於現任總統特朗普拒絕
承認敗選，拜登被禁止獲取國務院資源，導致他
尚未收到數十條相關信息。

雖然沒有國務院協助，但由許多經驗豐富的
前政府官員所組成的拜登團隊，還是能聯繫上外
國領導人。知情人士透露，拜登團隊 「當然希望
能得到國務院的資源協助」 。

拜登12日與日本首相菅義偉通電話時提到釣
魚島是《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的適用對象，中
國外交部當天回應，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
固有領土。《美日安保條約》是冷戰產物，不應
損及第三方利益，更不應危害地區和平穩定。拜
登當天還與韓國總統文在寅及澳洲總理莫里森通
電話，媒體分析指，美國政府依然十分重視與印
太盟友關係。

英國工黨議員伊格爾11日在下議院的一次會
議上將特朗普稱為英國首相約翰遜的 「昔日好友
」 ，並問約翰遜對特朗普未接受大選結果有何建
議。約翰遜表示： 「我和前總統關係不錯，這是
不會改變的事實」 ，並補充 「和白宮保持良好關
係，是每位英國首相的職責」 。

佐治亞手動重點500萬選票
【大公報訊】據CNN報道：美

國佐治亞州11日宣布將對該州近
500萬張總統選票手工進行重新計
票。該州共和黨籍州務卿拉芬斯佩

格表示，因為票數差距太接近了，所以才決定全
面手工重新計票。不過根據美聯社的預測，即使
沒有佐治亞州，拜登也已經贏得了超過270張選舉
人票，重新點票改變不了大選結果。

佐治亞州有近500萬張選票，截至11日下午，
拜登在該州領先特朗普大約1.4萬張選票，得票率
差距僅為0.28個百分點。根據當地法律，如果特
朗普和拜登之間的差距最終小於0.5個百分點，就
可以要求重新計票。拉芬斯珀格否認重新點票是
遵循特朗普競選團隊的要求而為之。

拉芬斯佩格稱，會在11月20日前完成重新計
票工作，以確認該州的選舉結果。兩黨監票員將
對重新計票過程進行監督。

特朗普及其盟友正等待關鍵州的所有選票被
清點和認證，才會接受選舉結果。他們可能會通

過法律挑戰來延緩這一進程。對於佐治亞州重新
計票的舉動，拜登的發言人希爾表示，在人工重
新計票結束後，他們依然有信心拜登能夠獲勝。

佐治亞大學政治學教授胡德說，人工點票不
太可能改變結果。 「我們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該州
在第一次計票時存在阻礙，兩次計票可能會存在
一些差異，但應該不會有很大變化」 。

大選後關鍵時間點
2020年

•12月8日：各州任命選舉人團
有消息指，特朗普團隊計劃在共和黨

把持州議會的搖擺州，無視普選結果，以
「選舉舞弊」 為藉口，強行任命忠於共和
黨的選舉人，選舉人可能鬧雙胞。

•12月14日：選舉人團投票
若出現 「雙胞胎選舉人團」 ，雙方可

能會分別舉行投票，將同一州的選舉人票
投給不同候選人，引發憲政危機。

•12月23日：遞交選票

2021年
•1月3日：新一屆國會議員宣誓就職

•1月6日：點算選舉人票
對於可能出現的 「雙胞胎選舉人團」

爭議，美國憲法暫未有解釋。

•1月20日：新一屆總統和副總統宣誓就
職

來源：大公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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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相約翰遜11日稱特朗普為 「
前總統」 美聯社

▲一名特朗普的支持者11日在佐治亞州議會外抗
議選舉結果 路透社

共和黨把持關鍵州議會 民主黨人備戰

▲▲美國總統特朗普美國總統特朗普1111
日在阿靈頓國家公墓日在阿靈頓國家公墓
，，出席紀念退伍軍人出席紀念退伍軍人
節的活動節的活動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