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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ing us what’s the agenda of 
this Election ?

選什麼？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news 
media, what aspects of the 
Election are you looking at ? 

看什麼？

●As a HK prominent news media, 
what will be the key issues 
that MingPao will be reporting 
on ?

做什麼？



  

前言

傳媒的角色和局限
大眾傳媒（ massmedia ）——面對大眾，務求傳遞最

全面、客觀、準確資訊

局限﹕「半日專家」，面對複雜議題，在時間和篇幅所
限下，有時未能說清，但可用專題形式呈現



  

（熱身）關鍵字
選舉日期
選舉人票制度
美國總統參選資格、投票資格
游離州
國會選舉
鐵鏽帶與太陽帶
十月驚奇

第一任美國總統
喬治 · 華盛頓
（ George Washington ）

任期﹕
1789.04.30—1797.03.04

第 44 任美國總統
奧巴馬
（ Barack Obama ）
* 首名有黑人血統的美國總統

任期﹕
2009.01.20—2017.01.20

第 46 任美國總統
拜登
（ Joe Biden ）
* 上任時 78 歲，最年長

任期﹕
2021.01.20—2025.01.20



  

● 總統選舉日期如何定？
美國總統選舉舉行日期最初並非全國統一，而是由各州自行在 12 月首個

星期三前的 34 天內先選出選舉人，再由各地選舉人集結選出總統及副
總統。

選擇此時段主要是由於美國當時以農業為主， 11 月左右農作物收割結
束，且未到嚴冬，少受天氣妨礙。

到 1844 年電報發明，令人憂慮率先舉行選舉的州份的投票結果會影響其
他州份，且希望縮減選舉時間，因此國會於 1845 年 1 月 23 日通過
《總統選舉日法案》，規定全國選舉日劃一訂於 11 月首個周一之後的
第一個星期二，今年為 11 月 5 日。

選擇周二旨在讓選民可在周日上教堂，用周一前往投票地點，並在周三農
民在市集出售商品前完成投票趕回



  

● 選舉人票（ electoral vote ）制度
美國總統並非由普選直接選出，而是由「選舉人」間接選出，以讓人口較

少的州份在國政上也有發言權。

憲法規定各州按聯邦參議員（每州 2 人）及眾議員（按人口比例分配議
席）的總數，選出相應數目的選舉人。

目前美國共設 538 名選舉人，除緬因州及內布拉斯加州，各州均採用「勝
者全取」制，即普選票勝出者可獲該州所有選舉人票，獲 270 票者為
勝。

美國曾有 5次大選出現獲較多普選票者落敗的情況，包括上兩屆希拉里
（ 227張選舉人票）輸給特朗普（ 304張選舉人票），但前者普選票
多近 300萬票。

有評論質疑此現象反映選舉人制度欠民主，部分源於懷俄明州等人口較少
州份擁有的選舉人票，若計算人口佔全國比例的因素，反較人口大州加
州等「更具分量」。



  

● 十月驚奇（ October Surprise ）
十月驚奇為美國政治術語，指 11 月總統大選舉行前發生足以影響選
情的重大新聞事件。

1980 年的總統大選中，因輿論焦點集中在美國駐伊朗德黑蘭大使館
發生的人質危機上，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列根陷入苦戰。其競選團
隊對外宣稱，競逐連任的時任總統卡特會利用人質危機重大突
破，在競選最後階段吸票，並將情况形容為「十月驚奇」，此用
法沿用至今。

今屆大選中，特朗普 7 月中避過暗殺、民主黨籍紐約市長阿當斯涉
貪上周被起訴，或都可被視為「十月驚奇」重大事件，但影響待
觀望。



  

1 經濟
（游離州）

經濟增長 / 通脹 /失業率

小費通脹（ tipflation ）

「鐵鏽帶」（ Rust Belt ）

電動車 /晶片

……

（分析﹕美國近年因通脹、移民和墮胎等議題而嚴
重分化，兩黨亦選擇把重心放在這些方面）

主要關注議題



  

2 社會（文化戰爭）
自由主義 vs 保守主義                                         政治正確 / 覺醒（ Woke ）文化

世代戰爭？（嬰兒潮 vs Gen Z/Alpha ）               最高法院組成

性別                     墮胎權                   性小眾（ LGBTQ+ ）      同性戀婚姻             種族 

非法移民 / 美墨邊境                        「州鬥聯邦」                               White backlash

「太陽帶」（ Sun Belt ）                   警權爭議

民主                                                   國會山莊騷亂 / 點票爭議

社交平台                                            假資訊                                       外國干預

TikTok爭端                                        氣候變化

Project 2025 （重塑美國聯邦政府，鞏固總統行政權力）

意識形態 / 價值觀，「定義美國」之爭﹕
1991 年，美國學者亨特（ James Davison Hunter ）發表備受注目的 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 （文化戰爭：定義美國）一書，令「文化戰爭」一詞走入美國輿論圈——
該書從家庭價值、教育、傳媒與藝術、法律、選舉政治等方向勾勒「古典主義」和「進步
主義」的分野，以及捍衛前者的宗教保守勢力（基督新教、天主教和猶太教的信徒）如何
跟推動後者的自由派角力



  

3 外交
拜登、賀錦麗 / 特朗普外交理念                   重點幕僚 

中國（中美專家 ）、台海局勢— 2027 年或之前（即下屆總統任期內）開戰？

戰略模糊

關稅戰 / 科技戰                晶片 / 電動車 / 人工智能        中國製造 2025           南海局勢

香港           23條

 

以色列 、以色列 -哈馬斯戰爭

猶太裔 /穆斯林選票

烏克蘭、對烏軍援（對俄立場）

北約前景



  

中美關係預期走向
關鍵字﹕
台灣、貿易戰、人權、香港、全球
秩序……

預期走向﹕
●中美角力與競爭已成定局，分析

普遍認為未來 10 年將是關鍵

● 《 2022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
告》﹕中國是唯一一個既有重
塑國際秩序意圖的競爭者，也
逐漸擁有經濟、外交、軍事和
科技力量來日益推進這一目標…
…未來 10 年是美國與中國競爭
的決定性 10 年

The PRC is the only competitor with both 
the intent to reshap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increasingly, the economic, 
diplomatic, military, and technological 
power to do it. Beijing has ambitions to 
create an enhanced sphere of influence in 
the Indo-Pacific and to become theworld’s 
leading power.

In the competition with the PRC, as in 
other arenas, it is clear that the next ten 
years will be the
decisive decade.



  

對華政策走向預測
共和黨﹕短期性、極端性
民主黨﹕全球性、系統性

2024.09.08 明報 2024.07.13 明報



  

如何看選情？

1 聚焦關鍵游離州（ Swing States ）

亞利桑那  AZ 11 （ 2020 點票爭議）

內華達       NV 6 

喬治亞       GA 16 （ 2020 點票爭議）

威斯康星  WI 10

密歇根        MI 15

賓夕法尼亞  PA 19

北卡羅萊納  NC 16

游離州（ swing state ）指選民未
壓倒性支持單一政黨的州份。全美
50 個州中，有 38 個自 2000 年起
每屆總統選舉都投選同一政黨，其
餘的州份便被視為游離州。

由於美國總統選舉候選人只要在各
州普選中勝出便可獲該州全部選舉
人票，掌握近百張候選人票的游離
州成爭奪 270張選舉人票的關鍵戰
場。



  



  

留意民調

主要參考網站﹕

RealClearPolitics.com

FiveThirtyEight.com

https://www.realclearpolitics.com/epolls/latest_polls/national_president/index.html
https://projects.fivethirtyeight.com/polls/president-general/2024/national/


  

問題﹕民調可靠嗎？
失準例子
2016 年﹕民主黨希拉里（ Hillary Clinton ）選前民調與聲
勢均大幅領先特朗普，開票結果卻在關鍵游離州均落
後，最終敗選

2020 年﹕民主黨拜登（ Joe Biden ）選前民調穩定領先，
最高曾領先特朗普 12 個百分點，不過開票結果顯示兩
人戰況緊湊，最終遲至賓夕法尼亞州選舉人票於投票後
4 天確認後，拜登才算勝選



  

可能原因﹕
許多特朗普支持者可能不理會民調人員，也不想

坦承自己的政治觀點



  

2024 美國大選報道
—《明報》國際組大致部署



  

7 月 -8 月 :
中美角力篇 - 中美關鍵詞

9 月 :
焦點戰場篇 - 關鍵游離州

10 月 :
文化戰爭篇 - 文化戰爭與美國民
主

10 月 : 美國外交篇 

倒數 10 天 :
選前衝刺篇 - 選前最後綜述



  

7 月 -8 月 :中美角力篇 - 中美關鍵詞



  



  

9 月 :焦點戰場篇 - 關鍵游離州



  

請留意《明報》報道

10 月 :文化戰爭、外交篇
11 月 5 日﹕投票日

 意識形態●自由主義 vs 保守主義

 性別●墮胎權 / 性小眾

 種族●非法移民 / 種族歧視

 民主●國會山莊騷亂 / Project 2025 / 假資訊

 其他●擁槍權 /  社會福利 / etc.



  

報道體會 大格局 / 小細節 ；

深 入 / 淺出

遠觀 / 近看



  

難題 /掣肘 /反思

資源 : （人手、現場採
訪）

內容 : 嚴重分歧下如何
保持客觀中立、如何
言之有物？

視點 :

—”西方的香港 vs. 
中國的香港 ”

Some of the disparity between Democrats and Republ
icans may stem from a difference in the media sourc
es consumed. But it may also reflect differences in th
e news stories that resonate more with each group 
— as well the way partisans on each side are likely t
o describe those stories when asked, which often refl
ects their own political sentiments.

What’s the latest news about the 
Trump-Harris race? It depends on who 
you ask

——CNN，September 29, 2024

https://edition.cnn.com/2024/09/29/politics/breakthrough-polling-project-trump-harris-springfield/index.html


  

結論﹕

「做老實人」
依據事實報道
全方位思考
多種準備



  

回顧— 2020 報道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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