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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主標／吳弭當選波士頓市長的里程碑意義!  

文／孫瑞穗 

 

壹 摘要 

一、里程碑意義  

1.1 臺裔美人吳弭女士當選波士頓市長，打破了兩百年來城市治理權由白種男性 

      壟斷的傳統。 

      要領導「適合所有人的波士頓」，當選後發表「我們準備好成為所有人的波 

      士頓，不會排擠任何人，歡迎所有把這個城市當作家的人」。 

二、吳弭背景 

 

2.1 家庭背景 

吳弭的父母是典型的臺灣移民，她是典型的第二代亞裔美國人，而且在良好的

高等教育環境中成為亞裔模範少數（Asian model minority）。吳弭在家中排行老

大，在父母離異和母親身體不適之後毅然扛起家庭重責大任，扮演亦母亦姐的

角色。母親的思覺失調症使得她奔波在社福機構和市政府之間，徹底明白了市

政官僚體制的弊病，也使她意外的踏上了從政之路。她毫不避諱地將移民家庭

的困境和處境說出來，跨族裔地獲取了大多數弱勢和移民家庭的信任。 

移民家庭的掙扎，讓她和需要幫助的人們連結在一起(陳宜萍，2021) 

 

2.2 經歷 

典型的亞裔模範少數。以優異的成績拿到總統獎學金進入哈佛經濟系，是哈佛

法學院的高材生，研究所階段碰到美國聯邦參議員華倫（Elizabeth Warren）啟

蒙政治之路，參與了華倫的競選獲勝，自此進入被白人壟斷的政治菁英圈。 

她先順利成為 1 波士頓的市議員，2.連任後晉升為市議會議長（2016—2018）。

3.獲得華倫支持，以新生代資格代表民主黨參選成為波士頓市長。（圖一） 

 

三、成功關鍵要素 

 

3.1 吳弭當選原因 

 

1.她的身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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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波士頓近年來的城市危機。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波士頓近年深受暴風雪和

水災的侵襲。 

3. 1990 年代以來，全球經濟發展的資金進入房地產市場大肆炒作，使得房租和

房價飆高，波士頓的生活費和再生產支出，使得多數市民入不敷出。只有三分

之一的市民擁有自己的房屋，大多數的市民其實是租屋族。 

4.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弱勢者被迫停止社會和空間階級的流動。 

5.吳弭以進步精神來提出從政白皮書：《波士頓綠色新政與公正復甦規劃》

（Planning for a Boston Green New Deal and Just Recovery） 

（https://reurl.cc/mvNg2Y）獲得高評價和支持。 

以「氣候正義政策」（Climate Justice Policy）為主軸，提出一系列因應全球暖化

和氣候變遷而來的市政處方，獲得波士頓年輕進步派的知識分子和社團的支

持，在抖音（TikTok）、推特（Twitter）和 Instagram 等社交媒體平臺上都有極

高的聲勢。 

 

貳 心得: 

 

一、從吳弭當選波士頓市長幾個重要的里程碑意義探究： 

 

1.1 從地理、歷史視野觀之: 顛覆了新英格蘭地區的政治價值觀 

       吳弭在波士頓當選市長，顛覆了該地區的政治價值觀，與在西岸加州或德

州一帶當選，有極大不同的象徵意義。 

         波士頓地區屬早期美國英語殖民地區，即 1620 年第一批清教徒與殖民者

搭五月花號抵達美洲，本欲從維吉妮亞登陸，因遇暴風，改於鱈角灣登陸，並

於麻州普利茅斯建立殖民地，建立了清教徒前輩移民棄英教會儀式而建的新宗

教國度。後來美國三大主要方言分布區-北、中、南三部份，其中北部分布區就

是由東岸的新英格蘭地區逐漸往西推進，越過五大湖，其發展融合影響了美國

北部語言、宗教、文化甚巨。 

        波士頓地區就是北部語言區所在地的重心，這片以東英格蘭人及英格蘭中

部為主要移民來源的新英格蘭地區，保有著最傳統的英國文化色彩，所以這裡

成為最早獨立的十三州之一，在這塊擁有極具英國傳統色彩的地區，超越了統

治管理上，兩百年來白種男性壟斷的波士頓地區，真的是談何容易? 

 

1.2 成為美國菁英地區領導者 

 母音後 R 消失的波士頓特殊腔調和當地傳統建築、狹窄巷道，複製了很大的英

國東英格蘭與英格蘭中部的傳統特色。引領世界學風的兩大世界級學術殿堂哈

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 MIT 均位於波士頓。 

從哈佛大學的背景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哈佛大學受到英國傳統的影響，哈佛坐

落於麻塞諸塞州劍橋，創建於 1636 年，始稱劍橋學院。後因在校工作的清教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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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約翰·哈佛將其全部藏書和一半資產捐贈給這所學院，因此改名為哈佛學院。

此地孕育了美國八位總統校友，佔 45 位總統中的 17%。此外，自清末以來，亦

有很多中國學人於哈佛就讀，王安、貝聿銘是其中的佼佼者。故從歷史觀之，

哈佛歷經百年而不墜，掌握此地的治理權，等於掌握了美國大半菁英。 

 

1.3 打破有色人種、性別在美國政治圈立足的迷思 

吳弭當選市長是打破了兩百年來白種男性壟斷的波士頓市長治理權，讓亞裔女

性主流化為政治領袖。根據亞太美國國會研究機構（Asian Pacific American 

Institute for Congressional Studies）的調查，全美由亞裔出任市長的城市六個，

大多數的亞裔首長多集中在加州和德州。吳弭以六成四的選票當選市長，打破

了以白種男性為主的東岸城市首長的紀錄。 

 

二、群眾形式取代色人種男性白高層內部封閉的權力交換 

 

2.1 相較於白種男性在高層內部封閉的權力交換論，吳弭的選舉運動：「是以群

眾的形式來取得治理權的嘗試！」 

民主黨新生代的世代政治議程主要的理念就是綠色新政（reen New Deal），這是

美國用來處理氣候變遷、全球暖化和貧富差距的一系列立法方案。吳弭不僅以

群眾議題中綠色新政的環境議題，更以自身第二代移民在生活環境中遭受的困

境，真實地貼近人民的生活，故而擄獲當地居民及青年人的青睞，進而支持，

吳弭才能開出 64%的得票率，這項候選人極難達成的歷史任務。 

 

2.2 突破亞裔少數民族困境，社會風向轉變 

        亞裔要在波士頓突破以白色人種為主的環境，更要與擁有廣大族群選民的

其他非裔候選人競爭，十分艱困。甚至出現美國全國公共電台（NPR）2021 年

11 月 16 日於吳弭就職同日刊文指出，吳弭打敗 3 名非裔候選人讓部分選民感到

「失望」，的報導。不過這則報導被美國網友罵爆，認為媒體刻意操作種族議

題，在有色人種間挑起對立。逼得 NPR 電視台緊急出面道歉滅火，由此觀之麻

州以種族議題為導向的特殊社會氛圍正逐漸改變中。 

 

2.3 彰顯亞裔、華裔社經地位的提升 

早期華人移民多屬勞力階級，如華工、開餐館、洗衣店等，社經地位都是

中下階層，在美國電影中主角也常被塑造成聰明但詭計多端、不誠信或生活習

性低俗、語言言能力不佳的形象，而華人社區則是販賣低廉貨品、環境髒汙的

地區。但從這次的選舉，我們發現近年華裔社經地位的明顯提升，從幾個跡象

可以發現 

1. 新生兒數字由 ABC 轉為混血兒比率大幅提升 

意義指向華裔與美國白人通婚大幅增加。在美國種族問題一直是在檯面下暗



潮洶湧，社會問題及衝突的癥結，由前次紐選舉出現華人候選人的跡象，再

加上此番波士頓市長的勝選我們已經發現華人社經地位改變的事實。究其原

因華人在美就讀名校比例非常高，亞洲父母重視教育，如今開發花結果。以

筆者曾任教的 UC Berkeley2007 年已有 30%~40%華裔學生。移民第二代知

識水平提升，如吳弭世代的青年人口，勤奮向學，因知識而為自己贏得了好

的工作與經濟收入，如醫師、律師、高科技工程師、科學家等，間接提升了

社會地位，所以我們看到通婚現象的增加。 

 

2. 脫離貧群社區 

有土斯有財是華人的傳統思想，所以當移民第二代逐漸獲得較高的社經地

位，紛紛置產購屋，搬離華人髒亂擁擠的舊社區，進入高價位房價的新社

區，形成一片榮景。 

 

結論: 

以上條件均有助於華人整體形象的提升，故此次吳弭當選碩頓市長，固然與其

個人學經歷成長背景及人格特質、與波士頓近年經濟與環境困境有密不可分的

關係，但與華人社會的改變，中國勢力地崛起，尤其移民第二代的語言能力提

升，更是息息相關，它讓華裔族群走出了苦力的陰影，踏出了唐人街的鬱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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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表 

圖一：吳弭當選波士頓市長（圖片來源：取自 facebook.com/michelleforbo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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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卷調查資料及分析 

 

圖二：吳弭與群眾互動（圖片來源：取自 facebook.com/michelleforbost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