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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報》專欄 

特老入宮 選民要「change」？ 

「侵」入白宮已成事實。特朗普今次之勝，不少人都希望能為他們帶來「change」。

還記得八年前奧巴馬入主白宮時都是主打這議題，但人們今次期望的「change」能與奧

巴馬主打的「change」相提並論嗎？ 

 

2009 年奧巴馬上任時美國經濟正值谷底，其大打的是經濟牌。人人生活受困下，

當然不少人都想有個改變。不過，有別於 2009 年，現時美國經濟已全面復蘇，何解他

們又想特朗普為他們帶來改變呢？ 

 

坊間常言特朗普都是靠鄉郊及低學歷的選民支持，因為這批人感受不到近年經濟復

蘇的好處，但筆者並不完全同意。圖一顯示了希拉里與特朗普在全美不同州份的得票分

佈並以州份的失業率（最新 10 月數據）及人均收入（2015 年）作分析。圖中見到，希

拉里所得的選票一如所料大多來自較高人均收入的州份，相反特朗普選民的人均收入卻

偏低。留意一點，圖中並未見到明顯的人均收入與失業率之反向關係。亦即是，坊間所

言特朗普的支持者是低收入人士應是正確，但他們所處的州份失業率未見明顯高企，即

這批人是否未能受惠於近年美國的經濟復蘇呢？筆者不敢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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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美國各大州人均收入與失業率

 

 

要更準確判斷這批低收入人士有否受惠於近年經濟復蘇，筆者以各州份自 2009 年

10 月份全美失業率見頂至今的變動來與人均收入來量度。計算過後，在兩黨贏取的州

份上，其平均失業率的跌幅（由 2009 年 10 月失業率見頂至今年 10 月）同樣約為 5.1%。

不過，筆者再仔細觀察下，卻發現一點蛛絲馬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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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圖二，在全美州份的失業率下跌幅度與人均收入之關係上，細分兩黨贏取的州

份後，發現在特朗普贏取的州份上，兩因素呈現顯著的反向關係，即人均收入愈低的州

份，自金融海嘯後的失業率下跌程度就愈大，但在希拉里贏取的州份上則相反。另外，

常言一眾美國工人因不少本土巨企把工廠移至新興地區而失業，當中以製造業的情況最

嚴重，令一眾製造業重鎮的就業情況極不理想並成為特朗普的支持者。不過，在全美十

大製造業重要州份上（製造業產出佔該州產出），圖二見到確實有七個州是特朗普勝出

的州份，但 2009 年後至今的失業率跌幅卻冠絕全美（黑色圓圈），那他們真的未能受惠

於近年經濟復蘇嗎？想清楚，未必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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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美國各大州人均收入與失業率下跌程度

 

其實現時全美十大製造業重鎮的平均失業率（4.6%）都低於全美國的 4.9%，故結

論有點與坊間所想有別。等等，這是否否決了坊間的全部分析呢？未必。筆者認為這類

低收入人士所希望的「change」，有別於 2009 年奧巴馬上任時純粹擺脫復蘇的改變，而

是一種深層次的結構性改革。經濟就是復蘇了，亦有工開，但仍不滿現況，是否因為對

未來前景感到失望？即現時行業的未來沒有希望？而這就牽涉了產業再升級問題，如農

業上，第一產業永遠只能賺取較低工資呢？如果把第一產業活化至能提供如第三產業的

服務業，那又如何？傳統農業可變作觀光農業，德國也已開始進行工業 4.0 的智能化製

造業。由是觀之，全球產業再升級已是大趨勢，低收入人士或許想倚靠這樣的改變來提

升收入，這可能就是現時共和黨支持者對特朗普的期望。 

 

刺激就業甚至把經濟增長推高至 4%是特朗普的主要政策，但這是他的支持者所想

嗎？如果大家不同意筆者以上的推論，那又怎解釋失業率跌至 4.9%下仍然出現想

「change」的選民？真的是簡單地靠起基建或起多幾條路就可解決？奧巴馬主打的

「change」，跟現時美國人民希望特朗普帶來的「change」，其意義可能大有不同。今次

民心思變就靠一個信口開河的特朗普可解決？但願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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