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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美国建国以来，种族与阶级始终是其社会中

强大的政治因素。在有关美国政府和政治的一系列

研究中，如美国公民身份的意义、美国政治制度的发

展、政府政策的设计和执行以及公民生活的本质等，

总能看到种族因素与阶级因素的身影。但是，种族

与阶级却往往被孤立地运用于相关研究，很少有学

者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几个世纪以来，种族

问题早已成为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恒定要素，而非一

个影响力时隐时现的历史概念。近年来，由种族、民

族和性别等因素引发的政治运动在美国不断兴起，

甚至开始主导美国的政治进程，其中尤以“黑命贵”

(Black Lives Matter)为代表。在这个经济不平等不断

加剧的时代，在美国似乎销声匿迹了几十年的阶级

政治重新浮现，这一点从遍布美国政治光谱的左、右

翼民粹主义浪潮中不难看出。

在美国民众的生活中，种族话语与阶级话语紧

密交织，共同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难以拆分。然

而，关于社会认同和美国政治行为的研究却往往孤

立地分析种族因素或阶级因素的影响；即使能将二

者结合起来，通常也认定一个居于主导地位，另一个

处于从属地位。对种族与阶级整体动态的分析通常

也是将两者的影响拆解开来，分析一方的影响可以

在多大程度上由另一方加以解释。就社会阶级的政

治影响而言，无论是在大众话语还是在美国政治行

为的研究文献中，对工人阶级政治行为的分析往往

只聚焦于白人工人阶级，而忽视了有色人种内部阶

级分化日益加剧的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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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阐释美国政治中长期存在的种族分析与阶级

分析困境而言，也许再没有比 2016年总统大选更好

的例子了。对于唐纳德·特朗普的意外当选，美国政

治学界的专家学者作出的两种不同解释都强调了种

族因素与阶级因素对推动白人选民支持特朗普所起

的决定性作用。“失利者论”(the left-behind thesis)对
2016年大选结果作出了以阶级为中心的解释，认为

白人工人阶级的收入缩水和经济困境是促使他们支

持特朗普的主要原因。然而，2016年大选所处的经

济复苏背景以及大量穷人(包括白人和非白人)选民

对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有力反驳了这一观点。“身

份威胁论”(the status threat thesis)则作出了以种族为

中心的解释，认为不安全感是白人支持特朗普的主

要原因：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逐渐增多，社会地位不

断提高，同时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强国的地位动摇，都

激起了白人内心强烈的不安和焦虑。

从现有研究来看，美国白人对种族和移民的政

治考量要比他们在经济方面的失意感更能有效地解

释其投票行为。正如佐尔坦·哈伊纳尔 (Zoltan L.
Hajnal)指出的，作为预判投票行为的依据，个体的种

族归属比其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因素更加有

效。①阿什利·贾迪娜(Ashley E. Jardina)也认为，拥有

强烈种族认同感的白人比缺乏强烈的种族认同感的

白人更加坚定地支持 2012年的威拉德·罗姆尼和

2016年的特朗普。②围绕 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学

者们运用不同来源的数据对种族与阶级的不同评估

标准和统计方法展开了详尽分析，其结果有力证明

了种族因素比阶级因素更能有效地解释美国选民的

总统选举偏好。

目前看来，尽管以种族为核心的解释与以阶级

为核心的解释难分高下，但无论是有关有色人种认

同的研究还是有关白人政治行为的研究，都鲜有学

者将种族认同与阶级认同结合起来展开实证分析。

正如乔·索斯(Joe Soss)和维斯拉·韦弗(Vesla Weaver)
所言：“种族与阶级通常被建构为两种可以相互替代

的解释路径，它们往往作为彼此独立的变量出现在

实证分析中。”③美国民众的政治行为研究已经详尽

讨论了种族和民族因素的影响，但关注社会阶级归

属的研究少之又少。就像我们在本文中所强调的，

很少有学者研究美国政治中的阶级政治和阶级意

识，即使最近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研究种族

和民族认同，但却几乎未关注少数族裔内部的社会

阶级认同。这种研究的缺失将使我们无法全面认识

美国民众政治行为的动态变化及其影响，特别是可

能干扰我们对少数族群政治的理解。

本文将盘点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将

社会阶级作为主观认同的各种分析路径，同时探究

美国政治行为研究者们尝试将种族分析与阶级分析

结合起来的种种努力。本文认为，如果能在研究美

国民众的政治行为时将种族和民族分析与阶级认同

和阶级意识分析更巧妙、更彻底地结合起来，就能更

深刻地理解种族因素与阶级因素给美国民众政治生

活带来的复杂影响。

二、美国政治发展与“美国例外论”

美国政治行为研究几乎不关注社会阶级的原

因之一，可能就在于美国通常被视作“例外”——不

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拥有漫长的阶级斗争史。这

一观点认为，美国工会的软弱、工人政党的缺位、工

人阶级意识的薄弱，导致美国缺乏全民共享的公

共品，比如真正普遍的选举权、全面的医疗保健体

系、价格亲民的高等教育、持续且高效的公共安全

监管等。

“美国例外论”的主要观点认为：第一，资本主义

持续满足了美国工人的物质需求，因而工人对这一

经济制度持友好态度；第二，工人对美国政治制度抱

有积极态度，所以他们自建国起就在一定程度上融

入了主流社会并成为“公民”，这在其他工业化国家

的工人阶级中相当罕见；第三，两党制中的一党博得

工人支持和关注，另一党则站在前者的对立面，由此

弱化了工人阶级对政策的影响；第四，美国资本主义

内部所谓的物质回报抑制了建立工会的诉求，催生

了“美国具有大量社会流动机会”的信念，从而削弱

了工人阶级的团结。

“美国例外论”本身并未认真分析过奴隶制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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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认同的影响。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指
出，美国的移民群体并非一些学者设想的那般异质

化，“移民的异质性阻碍了美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这

个论调是站不住脚的。④在分析了生于美国本土之

外的初代移民中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欧陆其他族裔

人口的比例后，桑巴特表示，美国拥有极其同质化的

人口发展特征，因此移民因素不会构成工人支持社

会主义的障碍。

然而，在桑巴特的解释中，美国工人不包括奴隶

的后代以及美国西部地区的墨西哥和中国裔移民，

因此他对20世纪初美国工人同质性的看法是不准确

的。更重要的是，桑巴特不承认奴隶制及其遗产对

白人工人阶级认同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奴隶制对美

国缺少持续的工人运动、缺乏社会主义理论的影

响。事实上，“美国例外论”的支持者所主张的许多

因素都与奴隶制的影响直接相关，比如工人融入主

流社会的程度、对资本主义物质回报的感知等。

理查德·伊顿(Richard Iton)批判了传统的“美国

例外论”，认为种族观念已渗透到美国的各种制度

中。“尽管我们都想把黑人在美国的存在当作微不足

道的问题，但种族问题却是美国人生活中永不缺席

的‘座上宾’，甚至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⑤事

实上，奴隶制影响了美国“公民身份”的意义，这一身

份是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在追求政治和经济利益时十

分珍视的。正如朱迪丝·沙克拉尔(Judith N. Shklar)
所指出的，美国公民身份的最初含义是奴隶制的对

照物。只有被认可为美国公民，才能获得选举权，拥

有以自由工人身份赚钱谋生的权利，进而融入美国

社会。奴隶则没有这些权利，他们的子孙后代在奴

隶解放后仍在不断争取上述权利。

“美国例外论”的支持者强调工人融入社会的程

度在抑制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意识方面的重要性，

却忽略了白人工人融入社会的前提在于将奴隶及其

后代排除在“公民”之外。沙克拉尔认为：“沦为一个

不完整的公民只是奴隶悲惨命运的开始。”⑥即使是

桑巴特也曾无意间提到种族因素对美国政治制度的

重大影响：在这个制度中，黑人被两党视为炮灰，从

而淡化了阶级政治，加剧了南北地区差异。桑巴特

表示：“黑人问题已经让美国两党不再具有任何阶级

色彩，同时使人们更多地依据地理位置而非阶级归

属来集结力量。”⑦失去谋生机会或沦为苦苦挣扎的

失业者，就如同被剥夺投票权一样处于被奴役状

态。正如沙克拉尔所言：“工作时，你或许会认为老

板如同奴隶主般残酷，但失去工作时，你会觉得自己

此时才更像一个奴隶。”她还阐释了公民身份与白人

工人阶级的关系：“(失去工作机会后)你将被逐出文

明社会，沦为二等公民，这对白人工人来说难以接

受，因为这种情形通常是黑人的常态。”⑧

“美国例外论”不仅没有关注公民身份与奴隶制

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忽略了种族等级问题。种族等

级制通过那些针对黑人和其他受歧视的少数族裔

群体的种族主义政策逐渐赋予了白人工人诸多非

物质福利，比如公民身份。W. E. 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其名著《黑人的重建》中指出，白人工

人与黑人工人无法维持一个共同反对地主和工厂

主的联盟的原因，绝不只是因为资本家们采取了分

而治之、分化瓦解的策略。尽管白人工人的薪资十

分微薄，或只是略高于黑人，但白人身份已经补偿

给他们一笔额外的“公共和心理报酬”(public and
psychological wage)。⑨戴维·罗迪格(David Roediger)
解释道，白人工人认为自己不仅是“工人”，同时还是

“白人”，在这里，白人身份就是“一份专属于白人的

‘报酬’”。⑩

美国的政治行为研究者们即使曾关注过社会阶

级议题，也不过是从美国工人缺乏阶级斗争和强烈

的阶级意识这一假设出发的。因此，他们有可能忽

略了分析美国政治行为的一个重要维度，尤其是当

他们只从社会经济地位的角度考察阶级问题，而非

将阶级视为社会认同的时候。美国政治研究的一些

早期文献分析了工人阶级态度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

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文献不断减少。尽管部

分研究对工人阶级政治行为和工会进行了考察，但

关于社会认同的政治影响的分析却几乎只关注了少

数族裔群体认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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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阶级问题在美国政治行为研究中的兴衰

(一)政治行为研究经典文献中主观与客观意义

上的阶级

尽管当下的美国政治行为研究几乎见不到社会

阶级的踪影，但早期研究却明显包含社会阶级分析，

认为社会阶级是具有政治影响的社会认同形式。彼

时，行为主义政治学尚处于发展初期，而美国工人运

动则处于顶峰，当时的投票行为研究论证了社会阶

级与投票之间的关系。除了受“美国例外论”影响，

美国政治行为研究中社会阶级分析的另一个特征是

偏重客观衡量方法(借助社会经济地位模型)，而非主

观衡量方法(通过表达身份认同)。
美国政治行为研究中的一个例外是安格斯·坎

贝尔(Angus Campbell)等学者关于美国选民的开创性

研究，这一研究详尽周密地讨论了社会阶级在美国

政治中的作用。坎贝尔等学者认为，社会阶级可能

在许多人心中具有“心理现实性”(psychological reali⁃
ty)，尽管这种情感依附并无对应的组织载体，也缺乏

现实的领导者和政策纲领。为了使社会阶级超越

单纯的人数累积，就需要一种“同类感”(we feeling)，
或者如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阶级意

识”，即同一社会阶层的成员所拥有的认同感和荣

辱感。

通过援引“美国例外论”，坎贝尔等学者指出，因

为“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坚决反对承认阶级差异”，因

此要判断个体的社会阶级归属十分困难。有鉴于

此，他们选择综合主观和客观的标准来衡量个体的

社会阶级属性。客观衡量标准主要包括个体的收入

水平、职业类别和受教育程度，他们认为客观指标更

适于评估个体的社会阶层(social strata)归属而非社会

阶级(social classes)归属。相反，主观衡量标准则是

一种认同表达，可以作为个体对特定社会阶级心理

归属的判断依据。然而，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问

题是，作为阶级的客观衡量标准之一的职业类别与

主观阶级认同的相关性通常不是很强。比如，蓝领

工人常常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而白领工人有时则

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坎贝尔等学者指出，对阶级

与政治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应以这些存在“阶级地

位模糊性”的群体为重点，因为这种模糊性很可能蕴

藏着美国阶级认同的本质。

《美国选民》一书基于1956年的一项社会调查进

行了实证分析。在该项调查中，坎贝尔等学者提出

了一个可以作为社会阶级主观衡量标准的问题：“大

多数人都表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那么

你是否曾想过/意识到自己已是这些阶级中的一

员？”学者们发现：“那些承认意识到自己阶级属性的

人，在政治问题上的想法和行动不同于那些表示没

有意识到的人。”调查结果显示，大约有 1/3的美国

人并未意识到自己的社会阶级地位。同时，该调查

提出了一系列社会阶级的客观指标，坎贝尔等学者

由此发现，职业类别是政治态度和投票行为最有力

的预判依据——底层民众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在

政策上也更倾向于自由主义。尽管不同社会阶级群

体的投票行为和党派归属确实存在显著差异，但阶

级与政治行为之间的联系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

变。总的来看，就美国全体国民而言，阶级与政治

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十分微弱。只有那些最成熟老

练的选民才能将他们的阶级利益转化为相应的政

治主张，坎贝尔等学者将这些群体称为意识形态拥

护者或准意识形态拥护者。换言之，只有那些更热

衷于参与政治的人才更有可能根据其阶级地位进

行投票。

坎贝尔等学者对美国不存在严重的阶级或社会

地位分化的解释，事实上附和了“美国例外论”。在

讨论社会流动的相对便利性时，他们指出：“在一个

开放的阶级社会中，阶级之间跨越文化界限的流动

十分频繁，与这种流动渠道受阻的社会相比，出现社

会地位两极分化的可能性更小。”尽管他们对阶级

因素在美国民众政治行为中的作用给予了相当多的

关注，但他们对美国选民中黑人选民的政治地位却

几乎视而不见。在他们开展研究的那段时期，大多

数美国成年黑人被剥夺了公民权，这些黑人并不是

所谓的开放社会的一员。《美国选民》一书主要从人

口流动的角度研究美国黑人，它分析了从南方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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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的黑人的特征，比较了不同地区黑人选民的政

党偏好。诺曼·尼(Norman H. Nie)等学者接续这一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指出，只有在严重的经济萧条

时期，美国才会出现阶级冲突。“这是因为经济问题

虽然重要，但从根本上说，这些问题总归有回旋余

地，可以得到解决。”他们认为，经济问题固然导致了

阶级分化，但“美国的各社会阶级并不认为他们彼此

之间是根本对立的”。这种看法严重弱化了阶级意

识和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

在一项聚焦经济地位和社会阶级的研究中，凯·

施洛茨曼(Kay Schlozman)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
ba)运用主观衡量方法评估社会阶级，同时分析了失

业者的政治参与情况。美国政治学界鲜有分析阶级

对民众政治行为的影响的重要研究，这些早期发现

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美国政治中隐约出现的阶

级和种族政治的复兴。施洛茨曼和维巴致力于以失

业者为切入点分析阶级政治，认为失业者不太可能

拥有共同的阶级意识，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失业状

态是暂时的。施洛茨曼和维巴还发现，美国社会文

化鼓励下层阶级通过努力和积极进取走出困境，摆

脱被剥夺感。然而，这一表述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美国例外论”。

施洛茨曼和维巴的核心观点是：对于因长期处

于工人阶级地位或暂时失业而深陷经济困境的人们

来说，如果他们内心拥护“美国梦”中的个人主义信

念，就不太可能因其阶级地位而参与政治。对于那

些相信他们的问题(比如失业)可以通过自助而非政

府干预得到解决的人而言，阶级因素不太可能成为

政治动员的基础。利用关于美国劳动力的一项调查

数据，施洛茨曼和维巴向被调查者提出了一系列关

于“美国梦”和工人阶级意识的问题。他们承认社会

科学家对如何判断个体的阶级归属往往存在分歧，

但同时也认为工人阶级的阶级认同不会影响个体的

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在他们看来，阶级认同必须

与经济不公正感相结合，这种情感的核心是弱势群

体与非弱势群体之间的冲突。他们用来衡量社会阶

级的标准包括阶级的自我认同，以及受访者对美国

经济报酬体系的公平性、阶级冲突、工人团结的态

度。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受访者自视为中产阶级，

同时蓝领工人几乎不存在阶级意识，但他们本应是

受经济不公正感影响最大的群体。

除了分析受访者的自我认同及其对阶级的看法

外，施洛茨曼和维巴还分析了阶级对政治参与的影

响。他们将失业状况和职业类别(而非阶级认同或

阶级意识)作为预判指标，同时控制人口变量，结果

发现：“失业者显然是一个不如就业者活跃的群体，

他们不太可能参加投票，不太可能参加其他政治活

动，不太可能对政治感兴趣，也不太可能积极参与志

愿组织的活动。”

为了考察这种关系是否扩展到具有一定阶级意

识的个体，施洛茨曼和维巴考察了自我认同为工人

阶级或中产阶级的受访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

自我认同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在考察了具有阶级

意识和缺乏阶级意识的蓝领工人的政治参与程度

后，他们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在阶级意识与政治参

与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结合他们向受访

者提出的关于阶级自我认同的问题以及工人是否

应当团结起来的问题，施洛茨曼和维巴认为，阶级

意识与政治参与之间事实上呈负相关关系。换言

之，具有阶级意识的人并不比缺乏阶级意识的人更

热衷于参与政治。

施洛茨曼和维巴在研究中同时关注阶级意识和

种族意识，这在美国政治行为研究史上是极为稀见

的。他们发现，受到种族冲突影响的黑人的政治参

与程度要低于没有受到种族冲突影响的黑人。然

而，当使用不同的调查报告和不同的种族意识作为

衡量标准(即通过黑人受访者是否认为他们与其他

黑人更亲近来评估种族意识)时，两位学者发现具有

种族意识的黑人显然更热衷于参与政治，当前的黑

人政治行为中依然存在这一现象。他们还指出，种

族因素对政治参与的推动作用要大于阶级因素：种

族弱势群体比经济弱势群体更能有效地利用组织机

构和团体认同资源来动员政治活动。尽管施洛茨曼

和维巴表示，一般来说，“阶级意识似乎并不促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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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参与”，而且“拥有阶级意识的蓝领工人极少，即

使是这些极少的蓝领工人也没有表现得更热衷于

参与政治”；但他们在结论中指出，经济问题绝非无

关紧要，因为阶级问题和经济问题也存在于美国政

治的其他方面，尤其存在于选举政治和利益集团政

治之中。

坎贝尔等学者的研究，以及施洛茨曼和维巴的

研究，都详细探讨了社会阶级的作用，这与美国政治

行为研究中将社会经济地位作为社会阶级衡量指标

的其他经典文献形成了鲜明对比。运用社会经济地

位分析社会阶级概念，早已成为美国政治行为研究

中的标准方法。例如，在一项关于选民投票率的重

要研究中，雷蒙德·沃尔芬格(Raymond E. Wolfnger)和
史蒂文·罗森斯通(Steven J. Rosenstone)将收入、教育

和职业的影响分开研究后发现，受教育程度是选民

投票率的有效预判指标，而收入水平的影响有限(仅
限于贫困会限制投票率)，中上层阶级的职业与投票

率关系不大。这些学者的研究要么不涉及社会阶

级概念，要么并未将阶级作为社会认同。

同样，维巴和尼也未使用阶级概念，而是完全依

靠社会经济地位模型的解释力。他们没有分别探

究收入、教育和职业的作用，而是将这三种常用的客

观指标结合起来，作为累加指数。他们发现，社会

经济地位与政治活动、公民态度呈强相关关系，公

民态度包括政治效能感、政治参与感、政治责任感

等。在一项关于政治参与的跟进研究中，维巴等学

者认为应超越社会经济地位去考虑时间、收入和公

民技能等资源，这些因素本身可能受到阶级地位的

影响。虽然这些学者的确考虑了工会对培养公民

技能的作用，但依然没有分析阶级作为一种主观认

同的功能，也没有考虑到这种认同对公民政治参与

的影响。

(二)阶级的主观衡量标准对美国政治行为的有

限影响

一些关于美国政治的实证研究尝试通过自我认

同来衡量社会阶级(将其概念化为个体所归属的社

会共同体之一)，并考察其对政治行为的影响。玛

丽·杰克曼(Mary R. Jackman)和罗伯特·杰克曼(Rob⁃
ert W. Jackman)发现，那些自认为属于某一阶级的美

国人强烈支持社会阶级概念，并更喜欢与拥有类似

认同的人交往。但是，他们认为社会阶级对政治行

为的影响十分有限。似乎只有当人们与所属阶级之

间拥有更牢固的“情感纽带”时，阶级才会影响个体

的政治偏好。这种“情感纽带”是“一个人的阶级地

位体验转化为明确的政治观点的必要条件”。总

之，主观意义上的阶级更适于预判个体的社会取向，

而非其政治偏好。主观或客观意义上的阶级与政治

态度的关联性都很弱。

凯瑟琳·沃尔什(Katherine C. Walsh)等学者也将

社会阶级视为一种心理归属，认为这种心理归属由

阶级的客观衡量标准以及将个人与其阶级利益联

系在一起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网络共同塑造。他们

指出：“人们在社会阶级中的自我定位对其政治参

与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对于那些随着时间推移

而改变其阶级认同 (比如从中产阶级变为工人阶

级，或者相反)的受访者，他们的阶级认同对其政治

效能感、关于政府的评价抑或是直接的政治参与

都无重大影响。而对于那些拥有固定的阶级认

同，尤其是始终自视为中产阶级的群体而言，则更

有可能持积极的政治态度并热衷于参与政治。这

些结论强调了个体阶级认同的稳定性对于政治态度

和行为的重要性。

同样，本杰明·索斯诺(Benjamin Sosnaud)等学者

也考察了阶级的主观衡量标准与客观衡量标准之间

的关系，进而解释了这一关系如何制约我们对阶级

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的理解。对美国阶级政治淡薄

的一种解释是，大多数美国人都倾向于在主观上认

同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而不管其客观阶级地位如

何。索斯诺等学者因而探究了为什么一些人的主观

阶级认同与其客观阶级地位一致，而另一些人——

即坎贝尔等人所说的社会阶级“认同偏差者”(mis⁃
identifiers)——却不一致。即使个体认同了错误的

阶级或缺乏阶级意识，阶级也有可能影响他们的生

活和政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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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斯诺等学者分析了最近八次美国总统选举的

调查数据，构建起一个社会阶级分析评价框架，其中

包含“自我认同准确”“自我认同过低”“自我认同过

高”三类。“自我认同准确”即主观阶级认同与客观阶

级地位一致。如果个体的主观阶级认同高于或优于

其客观阶级地位，就是“自我认同过高”。相反，如果

个体的主观阶级认同低于其客观阶级地位，则是“自

我认同过低”。为了判断受访者的自我认同程度，索

斯诺等学者同时使用了主观和客观的阶级衡量标

准。研究结果表明：“超过 2/3的中上层阶级低估了

自己的阶级地位，只有一半中产阶级自我认同准确，

超过 1/3的工人阶级高估了自己的阶级地位。”此

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更了解自己的客观阶级

地位。与其他族裔群体相比，非洲裔美国人不太可

能高估自己的阶级地位。

索斯诺等学者还探究了形成与个体的客观经历

不同的阶级认同的政治后果。他们将阶级认同的主

客观衡量标准对选民投票率和党派投票的影响作

为因变量进行评估后发现，如果控制收入水平和种

族背景等变量，则在过高的阶级认同与投票选择之

间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关系。虽然最初在过高的

阶级认同与投票给共和党的可能性增加之间似乎

存在某种关联，但这实际上可以用收入和种族差异

来解释。正如索斯诺等学者所强调的：“美国人的主

观阶级认同应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社会事实，它有可

能与客观的阶级地位一样，以不同的方式塑造社会

行为。”

(三)收入不平等与政治行为的关系

几十年来，关于美国收入不平等加剧及其对美

国民主的影响的研究激增。与其他发达工业社会相

比，美国的阶级分化不减反增。尽管不断扩大的收

入和财富差距已经导致了阶级政治在美国的复兴，

但关于经济不平等及其对美国民主的影响的新近研

究依然没有关注社会阶级。这些研究多数聚焦于金

钱对政治的影响、政治极化以及人们对解决经济不

平等的社会政策的态度。例如，诺兰·麦卡蒂(Nolan
M. McCarty)等学者分析了经济不平等与政治极化之

间的关系。他们指出，美国富人抵制主张财富再分

配的政党，而穷人则支持再分配政策，这两种观点的

对立将加速政治极化。但是，这种关系也会反过来

加剧经济不平等：两极分化的政党提出的政策将加

剧不平等。在对政党认同与总统选举投票结果的分

析中，他们将收入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发现收入水

平可以有效预测个体的党派倾向：穷人更有可能支

持民主党，富人更有可能认同共和党。他们还发现，

在过去的40多年中，按收入来划分党派的情况不断

增加。

拉里·巴特尔斯(Larry M. Bartels)同样探讨了收

入状况与政党认同的关系。他主要依据家庭收入水

平判定阶级，更具体地说，是依据“人们在当前收入

分配中的相对位置”。他交替使用了“低收入”与“工

人阶级”这两个概念，用来描述从 1952年至 2004年

期间的每个大选年中家庭收入处于收入分配最低1/3
档的群体。“中等收入”或“中产阶级”是指家庭收入

处于收入分配中间1/3档的群体；“高收入”则是指家

庭收入处于最高 1/3档的群体。巴特尔斯的研究表

明，“阶级”可以有效预测政党认同、党派投票和政策

偏好。他发现，“与过去150年间的大部分情况一样，

经济问题在美国政治中依然至关重要，尤其对于中

等收入群体而言更是如此”，因此，“阶级政治在美国

不仅存在，而且发展良好”。

施洛茨曼等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在

关于经济不平等的后果的研究中指出：“经济富裕者

投入了更多的资金，更积极地参加各种形式的政治

活动，包括那些不用投资的活动，所以在政治上更有

发言权。”“通过雇佣专业人士作为游说者的组织机

构来表达政治诉求，富人也能得到更充分的代表和

更积极的回应。”

然而，在这些有关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政治后果

的文献中，没有任何研究将阶级认同作为政治行为

的解释变量。相反，这些研究都强调个体的社会经

济地位的作用，或是评估他们在不同的收入分配等

级中的政治偏好。这些文献忽略了一些极为关键的

问题，例如，国内民众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是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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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个人的阶级认同？这些研究没有考虑、抑或没

有从主观角度衡量阶级意识或阶级认同。除极个别

文献外，这些研究也没有考察种族政治，或者对非白

人群体进行扩展分析，白人在他们的研究样本中占

据绝大多数，但事实上经济不平等对非白人群体的

负面影响显然更大。

四、美国政治研究中的种族认同与民族认同

美国政治行为研究中的一些经典文献和大多数

关于经济不平等的新近研究都没有把阶级作为一种

重要的社会认同，而有关种族和民族认同的研究却

具体探索了政治偏好、政治参与的政治影响。虽然

后一种研究往往局限于分析有色人种，但也有一些

研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探究了白人种族认同的政治

影响。此外，只有少数研究同时分析了种族认同与

阶级认同对政治偏好和政治行为的影响。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将黑人的种族认同和种族

意识视为影响美国黑人团结及其政治偏好和政治行

为的心理要素。迈克尔·道森(Michael Dawson)的“黑

人效用启发理论”(the black utility heuristic)是目前分

析黑人种族认同的政治影响的主流方法。该理论

从两方面解释黑人的政治行为：一是命运与共的观

念；二是个体依据自身的经济状况评估政治环境的

能力。就黑人个体而言，其动机往往是追求经济利

益；但就黑人整体而言，通过黑人媒体、黑人组织和

黑人社交网络获取关于黑人群体的信息会更有

效。这就使他们越来越相信其个人命运与黑人整

体的命运紧密相连。因此，“命运与共感”培育了这

样一种信念：“利于群体就是利于自己。”“黑人效用

启发理论”已被用来解释大多数黑人公共态度的同

质性。

学者们尝试运用道森的“黑人效用启发理论”来

解释拉美裔和亚裔美国人的政治行为和公共舆论。

但是，“命运与共感”在这些群体中远不如在非洲裔

美国人中那么强烈。加布里埃尔·桑切斯(Gabriel
Sanchez)和娜塔莉·马苏卡(Natalie Masuoka)认为，拉

美裔人的“命运与共感”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主要

受经济边缘化和移民身份的制约。亚裔美国人的

泛民族认同(panethnic identity)相对薄弱，他们反而有

着各种不同的次民族认同(subnational identity)，将他

们团结在各种次民族团体中。克劳汀·盖伊(Clau⁃
dine Gay)等学者在对种族、民族、性别和宗教等四类

社会群体的比较分析中发现，“命运与共感”并非非

洲裔美国人所独有，也不像以前所认为的那样强

烈。他们发现，白人与黑人具有相似程度的“命运与

共感”，而且黑人、白人和拉美裔人所具有的阶级意

识都不逊色于、甚至超过了种族意识。

正如对美国政治行为的传统研究忽视了对社会

阶级的主观衡量，对少数群体的政治行为的研究通

常也对阶级因素避而不谈。事实上，命运与共理论

的假设前提是：种族认同比阶级认同更重要。这一

假定忽略了影响非洲裔美国人的其他社会认同的作

用，比如性别和性取向。

此外，并非只有少数群体才拥有“命运与共感”

和群体凝聚力，最近的研究表明，白人也是如此。

贾迪娜就对一些学者的观点——即白人不会考虑

自己的白人身份，至少不会认为白人身份具有政治

意涵——提出了质疑，并认为白人的种族认同是当

代选举政治中的关键因素。在美国，人口结构的变

化(非白人人口不断增长，白人即将丧失其人口多数

的地位)，以及美国有色人种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不

断提升，已经动摇了白人的主导地位。由于感到自

己的地位受到威胁，许多白人萌生出对其种族群体

的归属感。

然而，白人种族认同感的增强并不一定会造成

严重的仇外情绪。许多具有种族意识的白人对有色

人种并无偏见，就像许多敌视有色人种的白人并没

有强烈的白人种族认同感一样。贾迪娜指出，这种

情况不仅涉及白人蓝领工人和白人工人阶级，“更多

的白人认为其种族群体面临美国种族格局变化的威

胁、剥夺和迫害”。“关于白人认同的政治并不完全、

甚至并非主要植根于经济权利的被剥夺，它牵涉甚

广，且更具有普遍性。”具有强烈种族认同和族群意

识(即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生活于乡村且有

威权主义倾向)的白人与具有种族意识的黑人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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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他们都持有一套独特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行

为。例如，具有白人种族意识的人更有可能支持

限制移民政策和特朗普。然而，与传统观点相反

的是，白人的种族认同和意识似乎与是否支持照

顾少数族裔的政策 (如平权法案、社会福利等)无
关。而这些政策几十年来一直是研究白人种族态

度的核心。

五、美国政治行为研究中种族分析与阶级分析

的交汇

一些分析家认为，种族已取代阶级，成为美国政

治中最主要的社会分歧，他们致力于分析社会阶级

的政治影响，聚焦白人工人阶级的政治行为。另一

些人则将研究重点放在社会阶级的政治影响上，他

们分析的核心是白人工人阶级的政治行为，这种关

注往往忽视了种族与阶级对白人以及被污名化的有

色人种的双重影响。例如，杰弗里·斯托内卡什(Jef⁃
frey Stonecash)等学者和莱恩·肯沃西(Lane Kenwor⁃
thy)等学者分别研究了低收入白人的党派归属和忠

诚度。前者发现，自1970年代以来，低收入白人不断

向民主党靠拢。后者则发现，白人工人阶级对民主

党的认同实际上已经有所下降。这与坎贝尔等学

者60多年前关于美国选民的研究结论截然相反。通

过综合运用阶级的主、客观衡量指标，阿伦·阿布拉

莫维茨(Alan Abramowitz)和鲁伊·特谢拉(Ruy Teixei⁃
ra)为白人工人阶级不再支持民主党的论断提供了更

多论据。

既然种族认同与阶级认同的影响力存在消长变

化，那么到底哪种认同更为重要呢？威廉·威尔逊

(William Wilson)指出，阶级已经超越种族而成为影响

黑人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对贫困黑人而言尤其如

此。他认为，就决定非洲裔美国人生活的影响力而

言，这是美国历史上阶级问题首次可以与种族问题

相提并论。珍妮弗·霍克斯柴尔德 (Jennifer Hoch⁃
schild)和韦弗采用阶级的客观衡量标准检验了威尔

逊的结论，为该论断找到了更多论据：“如果考虑到

一些必要的细微差别和关注事项，威尔逊的核心论

点在当下甚至比在当时更贴近现实：黑人人口内部

的阶级差异已经增长了几个数量级，他们的生活经

历也相应地更加不同。”富裕黑人与贫困黑人在

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效能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前

者不太支持政治自由主义，并表现出更强烈的政

治效能感。拉美裔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过，威尔

逊明确指出，虽然阶级在政治生活中越来越重要，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正在成为一个“后种族主义”

社会。

弗雷德里克·哈里斯(Fredrick Harris)和布莱恩·

麦肯齐(Brian McKenzie)认为，黑人通常持有多种社

会认同，并以此来看待和理解政治世界。他们利用

非洲裔美国人政治研究中心(Center on African Amer⁃
ican Politics)和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黑人政治调查

(ABC News Black Politics Survey)2008年的统计数据，

考察了受访者的阶级认同、国家认同以及他们对种

族团结的信念。两位学者发现，大部分黑人更认同

其所属的社会阶级而非种族群体，尤其是那些自我

认同为工人阶级的黑人“更有可能相信他们与其他

美国工人阶级处境更为相似，无论其种族背景如

何”。另一方面，上层阶级的黑人则表现出持有个

人主义价值观的迹象，这些价值观与美国的主流信

仰以及与他们处于同样经济地位的美国人所持有的

信仰有关。而工人阶级黑人更倾向于认为他们首先

是黑人，而非美国公民。

研究结果表明，有很多因素影响了黑人的信仰，

尤其是种族歧视的经历、对待种族认同的态度、社会

阶级地位、居住社区的种族构成以及对财务安全的

感受等。杰克曼等人发现，在非洲裔美国人中，种族

纽带要比其阶级纽带更为重要，但穷人除外。他们

认为，穷人与黑人这两种处于从属地位的人群都十

分重视政治认同。致力于分析阶级政治和专注于分

析种族认同的两派学者得出了基本相似的结论：种

族划分不会削弱占主导地位的种族群体的阶级认

同，而阶级划分也不会削弱处于从属地位的种族群

体的种族认同。

六、结论

美国社会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急剧扩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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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种族不平等或阶级不平等为中心的政治运动的兴

起，为重新评估种族认同和阶级认同对美国民众政

治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契机。回顾既有研究，我们发

现依然没有多少文献综合分析种族认同与阶级认

同对美国民众政治行为的影响，这说明社会阶级仍

未被明确视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认同。但是，社会阶

级的客观衡量标准还是提醒我们，阶级仍然是影响

美国民众政治偏好和行动的决定性因素。虽然主

观的阶级认同经常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在美国大选

研究中，但主观的阶级认同及其对政治行为的潜在

影响等话题并未得到持续关注。有人或许会把相

关研究的缺失归咎于“美国例外论”：在“美国例外

论”的影响下，阶级认同根本不是美国政治行为研

究的重点。但是，认为社会阶级无关紧要的观点却

与另一事实相矛盾，即社会阶级的客观衡量标准对

政治行为有着持续的影响。除了受普遍存在的“美

国例外论”的影响之外，行为主义学派没有在研究

中坚持采用社会阶级的主观衡量标准的另一个原

因是，在少数探讨社会阶级认同的政治影响的文献

中，阶级认同对美国民众政治行为的影响被证明并

非始终如一。不过，这一结论不具有决定性，它不

妨碍我们进一步研究政治行为中种族因素与阶级

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如果跳出既有研究所使用

的调查方法的窠臼，结合实证方法来梳理种族认同

与阶级认同的影响，可能会得出更有意义的和更一

致的结论。结合近期针对一些美国白人感觉自身地

位下降的研究以及关于白人认同的政治重要性的实

证发现来看，实证研究将有助于揭示种族认同与阶

级认同的因果机制，并澄清两种认同发挥作用的前

提条件。

正如哈伊纳尔所言，有一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

解答：为何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扩大没有在加剧阶级

冲突的同时缓和种族矛盾？换言之，为何美国白人

工人阶级没有与其他弱势群体联合起来？虽然对这

一问题的全面探讨超出了哈伊纳尔的《危险的分裂：

种族与阶级如何决定美国政治的胜负》一书的研究

范围，但他还是将杜波依斯的“心理报酬”概念作为

答案。白人工人阶级享有一种将自己与其他少数族

裔群体区分开来的特权，一旦种族界限模糊不清，他

们也将丧失这种特权。因此，经济差距非但没有加

剧阶级冲突和减少种族矛盾，反而促使白人工人阶

级更渴望守住这种白人所特有的“报酬”。实证研

究方法能够让这类长期存在、但未经实证检验的杜

波依斯式的问题得到解答。同样，正如黑人女性主

义学者长期以来所坚持认为的那样，美国黑人、甚

至大多数有色人种都拥有不止一种有着重要政治

影响的社会认同。在除种族认同之外的其他社会

认同中，阶级认同的作用十分显著。随着阶级分化

在有色人种社群中的不断扩大，政治行为主义学者

们应更加认真地思考阶级认同对这些社群政治行为

的影响。

本文原载《政治科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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