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時在美國從聯邦層面負責監管選舉的機構，有選舉援助
委員會及聯邦選舉委員會，分別負責向各州提供資金並

作出政策建議，以及監管各競選團隊使用資金，相關權力卻完
全不足以確保整體選舉公平；甚至在選舉援助委員會內，近
年亦不斷面對資金及人手不足、黨派政治等問題。

聯邦無權統籌 選民門檻有別
更重要的是，在聯邦制度下，這些聯邦選
舉機構並沒有權力統籌各州選舉安排，一
切選舉程序都只能交給州政府處理。在選
舉結束後，聯邦機構也沒有權力確認點票
結果，更沒有權力宣布哪名候選人勝出，
令各州在重新點票規定、何時停收及開始
點算郵遞票、何時完成點票及何時公布
選舉結果等方面，存在極大差異，為選
舉增添大量不明確因素。
不同州份的選舉法律不同，亦意
味選民不能公平地參與同一場大
選，例如只有21個州份容許投票

日直接在票站登記選民，只有19個州份自動為選民進行登記，
其他州份則不然。美國民眾在投票前需進行的手續，亦相較其
他西方國家更為繁複，如法國和阿根廷的民眾，基本在滿18歲
時便會自動成為選民，美國卻仍有不少州份需要民眾親身登
記，令美國的投票率相比其他較先進民主國家低得多。

專家倡建聯邦選舉部門
要成立一個聯邦選舉部門並不需修改憲法，國會本身根據

憲法已經擁有「成立或更改」選舉條例的廣泛權力。智庫
「新美國」指出，一個擁有合適權力的聯邦選舉部門，不單
可接手處理如選民登記等事務，來簡化及統一選舉制度，亦
可透過執法來確保選舉公正，並使用新技術來讓選舉變得更
安全及現代化。
部分聲音憂慮類似的部門，會矮化州及地方政府的權力，

但聯邦選舉部門的更重要角色，是為地方政府提供支援，定
位跟負責就環境資源進行研究、監察及執法的國家環境保護
局近似；然而，更大的難題在於讓相關部門在政治氛圍極端
對立的美國，仍可保持中立，或許需經由專家委員會進行研
究、提名，再交由整體國會確認才可成事。 ■綜合報道

美國總統交接工作為何重要？

■美國聯邦政府一年預算5萬億美元(約39
萬億港元)，包括公務員、現役及後備軍
人在內的總僱員人數達400萬人，可謂
全球最複雜的機構，因此新總統團隊需
要大量工作及時間方能了解不同部門的
職能及運作方式。理論上，即使在大選
日便開始交接工作，總統當選人及團隊
都不可能在就職日之前準備好交接。

交接受阻間接導致「911」

■2000年大選因為爆出點票爭議，大選結
果遲了一個月才確定，當時的總統當選
人布什因此未能及時組成國家安全團
隊。「911」調查報告便將這個問題列為
襲擊間接成因之一。

政府缺乏領導

■絕大部分公務員如白宮傳染病專家福奇
等，並不會隨白宮易主換人，但約4,000
名政治委任官員擔當非常重要的領導角
色，他們無法順利上任，對整個政府而
言會構成嚴重影響。

直接影響公眾

■特朗普試圖在離開白宮前將所有政府官員
大洗牌，公共服務合作組織主任施蒂爾形
容，情況對一般民眾而言如同「五級火
警」，因為政府在保障民眾健康及安全
上擔當重要角色，例如身在飛機上的公
眾會期望飛機是由專業知識、而非按政
治立場選出的人士負責檢查，疫苗、稅務
報告等議題亦一樣。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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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州50套規定 終致「死不認輸」亂局

美國自邁入21世紀以來，選舉混亂的問題愈來愈嚴重，有關選

舉規例的爭議經常需交由法庭審理，連帶《經濟學人》發表的民

主指數，近年亦開始將美國的評分降低。美國大選中雖然只會選

出一位總統，50個州份卻各有不同的選舉法例，現有的聯邦選舉

監管機構職權極為有限，更無權就選舉的誰勝誰負一鎚定音，導

致出現今時今日個別候選人「死不認輸」的局面。專家指出，要

鞏固美國的民主制度，便必須成立聯邦選舉部門。

耐心等候結果

■卡特中心民主選舉標準項目的成
員戴維斯－羅伯茨指出，全球大
部分的選舉都需要一定時間點
票，才會有最終結果，美國亦一
樣，只是美國民眾太習慣在大選
當晚便有預測選舉結果，只要點
票其後的法律程序公開、公正並
及時處理，便不需要太質疑選舉
程序及制度。

保持透明

■亞洲自由選舉網絡的國際選舉監
察高級項目主任維耶表示，選舉
結果需要民眾接納才是好的結
果，要讓民眾信納，最好方式便
是增加透明度。例如在密歇根
州，整個點票過程都會被錄影，
每一張選票都會獲民主黨及共和
黨確認真確才點算。

密切監察

■不少國家都會透過民間的選舉監
察機構，來建立選舉制度的公信

力，例如菲律賓在1986年的
提早總統大選中，民間

動員數以千計義工
監選，證實在野

的 阿 基 諾 夫 人 勝
出，鋪路推倒強人總

統馬科斯。美國自2004
年起亦有歐洲安全與合作組

織派員監選，組織上周便發表
報告，批評總統特朗普無證據地
指控選舉有漏洞，對民主制度的
公信力造成損害。

獨立監選機構

■美國與許多國家不一樣，缺乏獨
立的選舉監察部門，亦沒有跨黨
派的機制處理選舉爭議，類似投
訴大多會交由法庭處理，原因可
能源於民眾太習慣選舉公平進
行，忘記民主需要透過努力維
持。選舉監察組織「民主國際」
主席比約恩隆德認為，美國的選
舉事務分散各州政府管理，意味
選舉事務亦會由具黨派背景的官
員處理，若可成立一個獨立的全
國選舉機構，對美國好處甚多。

■綜合報道

美國總統特朗普拒絕承認在大選中落敗，更用盡一切
手段阻撓總統當選人拜登進行政權交接工作，分析認為，
1963年訂立的《總統過渡法》雖然對權力過渡安排作出
詳細規定，但當中仍然留有不少漏洞，是今次交接亂局出
現的主因。
美國立國初期奉行小政府主義，總統交接程序亦相對
簡單，不過二戰前後美國國力急速膨脹，連帶聯邦政府權
力也不斷擴大，導致權力過渡安排愈來愈複雜，總統肯尼
迪遂與兩黨合作，於1963年通過《總統過渡法》，將交
接程序規範化，並為總統當選人過渡團隊提供運作資金，
確保政權過渡不會因為總統當選人的財力受影響。

政治任命官員握大權
然而《總統過渡法》其實存在不少漏洞，除了無權強

制現屆政府與繼任者合作，條例亦沒有訂明何謂總統當選
人，以及總統當選人什麼時候可以根據《總統過渡法》開
展過渡安排。《總統過渡法》將兩個問題的決定權，交到
屬於政治任命的聯邦總務署署長手上，今次交接亂局中，
正正就是特朗普任命的署長墨菲，拒絕向拜登過渡團隊批
出交接文件。
當年訂立《總統過渡法》時，有份起草法案的眾議員

曾經說過的話，在今天的情況下可說是擲地有聲：「將交
接安排的決定權交給現任總統和總統當選人，將可能產生
不幸結果，尤其是當現任總統在一場艱辛選戰中被總統當
選人擊敗，我們有必要盡可能防止這種不合作的情況出
現。」 ■綜合報道

不強制現屆政府合作《總統過渡法》漏洞多
今屆美國大選有一個現象令全球都非常好

奇，就是宣布候選人當選的消息竟然不是由官
方公布，而是由傳媒按選舉人票得票推算來決
定。事實上，由於美國沒有統籌記錄全國選舉
結果的機構，加上選舉人團這種獨一無二的制
度，自1848年起，美國傳媒便肩負起公布選
舉結果的工作，雖過往曾有過2000年佛州點
票爭議等預測錯誤事件，媒體的角色仍然未能
被取代。
美國大選實際是一個漫長過程，一般選民投

票只是個開始，之後還要經歷點票、選舉人團
投票及國會確認等程序，到12月才可正式選
出新總統。這種做法在消息較不流通的立國初
期或者無問題，但隨着新聞及通訊方法普及，
一般美國人已經不願意等待個多月時間才有選
舉結果。
不過由於美國沒有聯邦選舉機構統籌點票工

作，因此要將各州點票情況匯集成全國選舉結
果的工作，便落在媒體身上。
美聯社在南北戰爭之前已開始收集和分析投

票數據，他們在各州都會有特約通訊員負責收
集每個縣的點票結果，再由分析員及「決策
桌」的編輯，考慮人口數據、投票歷史等不同
因素後，決定預測誰人為當選人；從1960年
起，各大電視台亦會收集點票數據，預測各州
勝出的候選人。 ■綜合報道

靠傳媒預測172年
12月始有正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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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拒絕讓總統當選人拜登展開過渡工作，被指可能構成國家

及公眾安全危機。事實上，2001年「911」恐襲的調查報告便指出，2000年大

選爭議導致該屆總統交接工作較遲開始，便是「911」的間接成因之一。

「911」間接成因 交接受阻危害國安

■■選舉職員點算選舉職員點算
郵遞票郵遞票。。 法新社法新社

■■美國大選日當美國大選日當
天天，，波特蘭一位波特蘭一位
長者戴上面罩參長者戴上面罩參
與與「「拯救民主拯救民主」」
集會集會。。 法新社法新社

■■拜登支持者上周六上街慶祝拜登支持者上周六上街慶祝。。 法新社法新社

■■特朗普支持者上周六示威特朗普支持者上周六示威，，指控大選出現舞弊指控大選出現舞弊。。 美聯社美聯社

■■美國大選消息一直倚賴媒體預測美國大選消息一直倚賴媒體預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