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举以便控制州议会
,

然后指定本党的人为选举人
。

随后
,
民主共和党人就创立了由该党的州议会议 员 举

行核心会议 ( 1 80。年
,

弗吉尼亚州 )和召开州的党代表大会 ( 18 08年
,

罗得艾兰州 ) 来提出总统选举人名单的

方式②
。

这样一来
,

选举人就不再是独立判断的
,

而是逐步成为
“

始终忠 于政党的代表
”

和由州政党推举的
“

荣

誉性角色
”

③
。

总统候选人的产生是美国总统选举制度的又一个重要环节
。

对此宪法未做规定
,

制宪会议似乎也未 注

意
。

17 96年
,

华盛顿宜布不再充当总统候选人
,

于是发生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竞选
,

但还
“

没有正式的

提名程序
”

④
。

到 18 0 0年
,

共和党人首创了国会提名总统候选人核心会议的方式
,

会议由该党的国会两院议员

参加
,

起初是秘密召集的
,

后逐步走向公开化
。

这种方式一直沿用到 1 8 28年
。

到19 世纪三十年代
,

美国各政

党相继采用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方式提名本党总统候选人
,

并逐步成为美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惯例
。

那么
,

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又如何产生呢 ? 在本世纪以前
,

一直是由两党的基层核心会议到州 代

表大会层层选派的
,

在这种情况下容易被各州党魁操纵
。

同时
,

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也实行
“

单位 原 则
”

即各

州代表团统一投票挑选总统候选人
,

这就更便于党魁伙同资产阶级中的某些集团控制总统候选人的 挑选过

程
,

因而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
。

到本世纪初的进步运动时
,

政治改革成为一项重要内容
,

在这种形势下
,

直

接预选侧度作为一种新的挑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方式出现了
。

所谓直接预选
,

就是由两党的选民直接

投票推选出席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

并且同时投票表示同意谁做本党总统候选人
,

当选的代表则要受后一项投

票结果的约束 (约束的形式和程度各州各党均不相同 )
。

直接预选于 1 90 3年首先在威斯康星州开始实行
,

并迅

速推广到其他的州
。

后虽一度有所收缩
,

但到 7 0年代又迅速发展起来
,

1 9 80
、
1 9 8 4年两次总统选举中全国都

有约三分之二的州实行直接预选
。

同时
,

自19 68年以后
,

两党全国代表大会还取消了
“

单位原则
”

(出席共和

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加利福尼亚代表团除外 )
,

由代表独自判断或根据预选结果的约束投票推选总统候选人
。

由于这些改革
,

两党选民和代表在挑选总统候选人的过程中有了较大的发言权
。

此外
,

美国建国两百年来
,

包括总统在内的国家公职的任用和选举制度发生了一系列改革
,

选举权的范

围逐步扩大
,

尤其是经过五
、

六十年代的改革
,

对选举权的种种不合理限制 (如财产
、

教育程度
、

种族
、

性别

等 )浑渐消除
,

现在的普通公民一般都享有选举权
。

因此
,

美国 总统选举制度作为资产阶级民主 的 一 个 环 ,

节
,

其民主范围是比较广泛的
。

当然
,

庞大的竞选费用
,

使一般公民被排斥在竞选之外
,

任何一个竞选者都

必须获得垄断资本集团的财政支持
,

以若干特别利益集团的政治活动机构为后盾
,

因此对被选举权有实际上

的诸多限制
。

同时
,

总统候选人是由两大资产阶级政党提名的
,

虽然直接预选扩大了两党内的民主
,

但两党

内争取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人也不外是党内各派的代表人物
,

以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派别
、

不同集团 为 背

景
,

并没有越出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轨道
。

但是
,

我们也不能不承认
,

美国总统选举制度经过历史上的不断

改革
,

日趋规范化和民主化
。

由于广大民群众不断进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
,

迫使统治阶级沐时进行政 治 上

的改革
,

结果是 资产阶级维护了 自己的统治
, `

保持并发展了资本主义的 民主制度
,

同时人民则争得 了较多的

政治权利
,

更多地参与了国家政治生活
,

这毕竟是历史的进步
。

任何一个阶级
,

为了实现自己的统治
,

都必须推选本阶级中最杰出的政治代表
,

充当本阶级的领袖
,

资

产阶级也必然如此
。

美国总统是美国国家权力的中心和象征
,

理所当然应是美国资产阶级中最杰出的 政 治

家
。

这里所谓
“
杰出

’
就是忠实地并且善于维护整个美国资产阶级 (不是某个部分

、

某个集团 ) 的根本利益
,

即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

维持资本主义的秩序
,

保证在资本主义的前提下发展经济
,

使资产阶级能够安全
、

稳

定地获取并瓜 分剩余价值
,

同时在与他国关系中保护和扩张美国的国家利益
。

美国总统选举制度
,

就是美国

资产阶级创造并完善的一整套物色和培养
、

淘汰和挑选本阶级杰出领袖的制度
。

美国总统是通过竞选产生的
。

竞选者
,

夺取政治权力之竞争也
,

是资产阶级政治的重要形式
。

资本主义

的原则就是 商品生产中通行的竞争原则
,

竞选正是这一原则在政治生 活中的体现
,

多个竞选者带着 自 己 的

竟选纲领登
_

L政治舞台
,

正如不同的商品生产者在市场上竞相推销 自己的商品一样
。

到了垄断资本主 义 阶

段
,

垄断代替 了自由竞争
,

却并没有消除竞争
,

而是与竞争并存
。

在政治上
,

各个垄断资本集团也就要激烈





成诈之事
,

但毕竞表明资产阶级对挑选本阶级的领袖是严格
、

苛刻的
。

这些竞选人在进入政界之前都受过

系统的教育
,

后又往往傲过律师
、

或者当过教授
、

军人
,

因此熟谙国家法律
,

理解政治关节
。

踏入政界后
,

又多当过州长
、

部长或国会议员
,
混迹政坛多年

,

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
,

形成了系统的政策理论
,

并往往

在群众中有较大的影响
,

因而得到统治阶级的垂青
。

总统竞选对他们更是一场激烈搏斗
。

所以他们都是在残

徽的竞争中受到锻炼
,

爬上高位
,

成为领袖人物的
。

虽然历史上也偶尔出现过
“

黑马
”

总统
,

但一般说来
,

资

产阶级用不着担心会把一个鑫才和庸人推进白宫
。

尤其是经过近几十年的种种选举改革
,

由各派妥协而产生

一位
“

黑马
”

总统候选人的情况也基本不存在了
。

公开竞选
,

是资产阶级对封建的世袭制
、

禅让制和血统原则
、

论资排辈等的否定
,

确立了最能代表统洽

阶级治理国家的唯一标准
。

罗斯福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

虽然他竞选时已经下胶有残
,

却击败了比他年长八岁

的在职总统胡佛
,

并在任内做了推行新政和领导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两件大事
,

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影

响的总统之一
。

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
,

无论其原始出身是富翁还是平民
,

唯有经过竞选才能燕得职位
。

反过

来
,

无论其原始出身是什么
,

只要他具备了资产阶级关于领袖的条件
,

都可能当上总统
。

美国的两党及形形

色色的政治活动团体
,

也为吸收和培养众多的政治人才提供了场所和条件
。

现任总统里根也是一个很好 的

例子
。

里根出生在中西部的一个小镇
,

其父好不容易才实现了自己开一家店铺的理想
,

却又在经济大萧条时

店铺倒闭
,

靠借债度 日
。

里根本人却雄心勃勃
,

由电台播音员而从影
,

由工会活动家而从政
,

由州长而问鼎

白宫
,

最后登上国家权力的顶峰
。

里根的政绩当留待未来去评说
,

但他确实为扭转美国经济和世界战略地位

的颓势场诚尽力
。

应该说
,

无论什么人当上总统
,

都不会背离和破坏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
,

不能不说这是资

产阶级在造就本阶级领袖方面的成功
。

政治家总是一定阶级的政治家
,

总要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
。

但这并不等于说政治家的政治言行就是某个

阶级的利益的直接投影和攀写
,

他对一定阶级的利益的反映往往是曲折
、

迁回的
,

表现形式也是丰 富
、

生

动
、

复杂的
。

一定的阶级会有众多的政治家
,

虽然他们都为这一阶级服务
,

共同的社会背景影响和制约着他

们的根本政治态度
,

但是
,

个别政治家的政治行为还会受到其他若干因素的影响
,

例如出身
、

教育
、

经历
、

性格
、

气质
、

爱好
、

能力等等
。

尽管这些因素并不决定政治家的根本政治态度
,

却会影响和造成政治家的个

人政治见解和政治风格
。

美国的总统也应是如此
。

美国总统作为资产阶级的领袖
,

不能不推行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路线和政策
,

但在具体问题上
,

在

各项政策的轻重级急上
,

又总会有差别甚至很大的差别
。

就本质上说
,

这种差别反映着不同时期的国 内外

经济
、

政治形势
,

也反映着阶级力 t 对比和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集团和派别的力里对比变化
。

但在形式上
,

体

现出的却是各个总统的个人政见和风格
。

一个总统之能够成为总统
,

可以说正是由于他的政见和风格基本上

应对和适合了他那个时期形势的要求
。

然而
,

社会生活永远是活跃的
、

运动的
。

历史上却往往有这种情形
:

某

一位政治家的个人政治主张和思维模式在其政治生涯中常常会呈现某种惯性
。

经验证明
,

一个人常常难以修

正和放弃既 已形成的某种见解和主 张
,

尤其是在某一较长时间的实践中曾经是成功的主张
,

政治家也 是 如

此
。

但是
,

某种主张在此时可能是成功的
,

在彼时却可能是不适合形势
、

不成功的
。

这样
,

一位在职的总统

初上台时可能是顺应时势的
,

但经过一段时间后是否继续顺应时势
,

就成为一个现实的间题
。

美国统 治 阶

级通过定期选举的制度
,

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间题
。

在制宪会议上
,

关于总统选举的难题主要集中在是否应由国会选举
,

而对于任期届数则未给予 限 制
。

提出的方案主要是两类
:
一是由国会选出

,

任期较长 ( 7 年或 6 年)
,

但不得连选连任 , 二是由选举人 团选

出
,

任期减为 4 年
,

`

可以连选连任⑧
。

当时
,

人们普遍担心的是出现终身制和君主制
。

因此
,

当有人提议 7

年一任改为
“

在表现杰出期间
,

的模糊措词时
,
立即有人起来强烈反对

,

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过是
“

终身全国

行政官的动听一点的别名而 己
” ,

并普告说这样稍稍再迈半步就是世袭君主制⑨
。

不过
,

另一种考虑同样为

制宪者们所接受
,

即如果不准总统连选连任
,

就可能使他
“
不求有功

,

但求无过
” ,

失去追求
“
事业的 创 建

”

和
“

良好的声誉
”
的动力

,
甚至产生有权不用

,

过期作废的邪念
,

因而
“

不择手段
”

地
“

尽可能在有限任期内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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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反映出来的社会情况
,

逐步形成一套比较合乎实际
、

比较兼顺各方的政策
,

进免获胜者过多地偏祖某一

派的极端主张
。

因此
,

在美国政治生活中
,

两党为了争取选票
,

都从两个相反的方向
“
尽可能地 朝 中间书

拢
” ,

而不会走向极端⑧
。

在 1 , 8。年竞选中
,

里根就曾多次对自己的纲领进行修改和补充
,

作为一位保守派

的旗手
,

他一再力图改变过去留给人们的
“

鲁莽
”

形象
,

尤其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后
,

他与福特
、

基辛格

等人达成重大妥协
,

并取得温和派洛克菲勒的认可
。

正如 当时美国报刊指出
, “

里根越接近白宫
,

他的言论

越温和
”

L
。

综上所述
,

美国总统选举制度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重要环节
,

是资产阶级得以顺利地实现自己统治

的手段之一
。

它是完备的
、

成功的
,

但其所以成功
,

就是因为适合美国 的国情
。

各国有各国的国情
。

当前
,

我国

正在兴起一场深刻的政治体制的改革
,

在改革中我们要认清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
,

同

时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政治制度包括国家领导人产生和更替制度中好的经验
。

我们相信
,

社会主义政治在文

明程度上将远远超过资本主 义政治
,

达到现代文明的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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