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據文化是尊重事實、強調精確、推崇理性和邏輯的文

化。數據文化的匱乏，是中國落後的一個重要原因；建設好這種

文化，中華文明的面貌將煥然一新。

—作者題記



《數據之巔》全書共分為兩個部分：小數據之歷史和大數據的崛起。

全書以美國為主體，橫跨東西方兩個文明來闡述數據文化的形成、發展和未

來。作者把美國 200 多年的歷史劃分為 7 個時代，第一個百年的三個時代—初

數時代、內戰時代、鍍金時代—按時間點來劃分，有起點也有終點；進入 20 世

紀之後的四個時代分別為：量化時代、抽樣時代、開放時代、大數據時代。一定

程度上，這四個時代至今仍在延續並產生影響，所以本書只按標誌性的事件標記

起點，而沒有劃分終點。

上部以美國的歷史為主綫，展現了在歷史的長河中數據文化如何形成、數據

技術如何興起、數據治國的理念如何深入人心的宏偉畫卷。這一部分按照時間序

列共分為 5 章，每一章集中闡述了該歷史階段內發生的代表性事件，並對中國的

相關問題進行了分析和思考。

下部共分為 3 章，分別是開放時代、大數據時代和智慧城市。作者詳細地考

證了大數據浪潮的來龍去脈，並結合第三次工業革命分析了大數據對商業運營、

社會治理的深遠影響。作者認為，有數據，還要有計算，更大的數據爆炸正在到

來，計算型社會即將興起，而人類使用數據的巔峰形式，是通過數據賦予機器“智

能”。大數據浪潮最終將引領人類社會邁進一個新的形態：智能型社會，當下智慧

城市的建設正是這一轉型的要求和表現。作者最後立足現實，對當前中美兩國智

慧城市建設中的若干問題和挑戰進行了對比和探討。

結語部分，作者總結了大數據的重要性、展望了數據文化的未來，認為世界範

圍內的一切競爭，歸根結底都是國家之間國民素質和文化的競爭。沒有一個健康、

理性、與時俱進的文化，一個國家就難以變得強大。作者提出，中國社會要將“大

數據”這個科技符號轉變為文化符號，才能改變國民面貌、提高民族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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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進入一個重要的現代文化園地

涂子沛先生所著的這部大作，是大數據時代的應時之作。

他將數據用在管理和研究方面的發展史，以其在美國的發展過程，作為

主要內容。他將美國開國時期的人口普查作為起點，討論民主制度如何經過

數據的調查，才能發展成為“一人一票”的制度。接著，19 世紀中葉，美國

向西開發，美國的工程兵團進行丈量和調查，使美國的地理狀況和疆域都有

明白的依據。20 世紀，“打孔”的計算方法，開創了後世計算器管理大量數

據的技術。到今天，我們日常生活中，因為計算機和網絡的普及，數據無處

不在。以我老病人為例，疾病的性質或藥物的效果，都必須靠大量的數據，

作為診斷和治療的依據。凡此，都是數據的使用。

美國的社會愈來愈複雜，資本主義的國家，證券交易乃是一樁大事。

單單用統計來管理證券，已經不太夠用。大概在最近 30 來年，許多大證券

商，為了要預測經濟的起落和某一種產業的興衰，大量地使用不同產業之間

的關係，也顧及國際貿易的情形。這些私營的企業界幾乎都能相當精準地

判斷市場的情形。於是，管理證券交易的美聯儲，實際上就是美國的中央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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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也必須更細密地運用許多數據，以掌握經濟的全貌，然後再決定對市場

供應的貨幣是從寬還是從緊。這才是“大數據”的第一次使用。

中國古代兵書《孫子兵法》就說過：“算則勝，不算則不勝；多算勝，

少算則不勝。”此處的“算”字，就是如何利用數字，來估計各種因素。一

個能幹的將領，打一次戰役，要考慮到天時、地利、人和，這都是可以用數

字表現的。但是，一個治國的領袖，在上述因素以外，還得考慮許多其他的

條件。1941 年，日本偷襲珍珠港，以為可以一棒打死美國。他們沒算到，

美國工業的實力，有充分的再生力量，三個月之內，美國立刻就能恢復足夠

的海空實力。這就是日本軍人，只知道計算戰役，不會計算戰爭。到今天，

安倍野心勃勃，處處挑釁，他志在日本復興。他的計算，大概又是計算自己

現在的兵力和科技能力；他沒有算到，自己的原料供應不夠、能源不能自

主、人口結構老化：這就是“算”得不夠。

“大數據”之“大”，就在於將各種分散的數據，彼此聯繫，由點而綫，

由綫而面，由面而層次，以瞻見更完整的覆蓋面，也更清楚地理解事物的本

質和未來的取向。人腦的結構，足夠發揮聯想力和推論。我們每天的日常生

活，時時刻刻在不知不覺中，做“大數據”的工作，將許多因素綜合在一

起，作為行動和決定的依據。只是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的發展，不能全靠眼

睛看得見的一些訊息，有許多事物，必須依靠全面和長期的發展情況，才能

真實地反映當時一切決定的背景和條件。

今天信息科學的發展，已經能夠產生、存儲並實時地分析處理大量的信

息，整合多個源頭的數據，形成全面的多項關係，指出綫性的發展方向，引

導我們有廣闊的視野。計算機今天處理數據的能力和速度，已經超過最聰明

的個人。可是，用計算機的還是“人”，如何駕馭這些數字，還是“人”在

設計。只是，我們必須要有此認識：今天的世界已經千絲萬縷，將各地、各

種行業、各種條件，糾纏成一個複雜的全球網絡。管理大企業和管理國家，

必須要有足夠的信息，了解多種多樣的情況，以全面地理解各種問題及其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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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的關聯。即使是對個人而言，因為越來越多的行為已經轉變為電子化的記

錄，其生活也和大數據息息相關。“大數據”這個課題十分重要，我盼望有

更多的學者，在這方面提出更多的作品。

涂子沛先生的大作，是討論大數據較早的中文作品；在此以前，還罕

見討論數據為管理方式的書籍。這本書，主要是以美國社會中數據的使用為

例。我知道他一心想用這些例子，提醒中國的讀者：在信息科學高度發展的

今天，我們不能再忽略數據的使用。涂子沛先生開啟了一道大門，我相信，

後面會有更多的開展，讓大家進入這一個重要的現代文化園地。

著名歷史學家、美國匹兹堡大學歷史系榮譽講座教授

2014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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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精彩紛呈的時代傑作

好看的作品，出色的作家

認識涂子沛先生，源於他的第一本著作《大數據》。2012 年，我在機

場書店無意間看到這本書，一讀起來就不忍釋卷。我當時很驚訝，沒想到

作為 IT 產業內的大數據技術，竟然可以這樣寫，如此自然流暢地與美國的

社會發展、民主進程融合在一起，有觀點、有故事，讀來引人入勝，掩卷

引人深思。

之後，我主動聯絡了涂子沛先生，邀請他來神州數碼參觀考察。涂先生

欣然接受，他不僅給神州數碼的員工做了非常好的演講，而且還與我們圍繞

中國智慧城市建設的話題進行了深度碰撞，對我啟發很大。

正是那個時候，他告訴我，他已經在構思下一本書，還是以大數據為主

題，但會和中國有更多的結合。我非常興奮，馬上向他表示，神州數碼非常

願意向他敞開大門，我們在大數據和智慧城市建設方面的所有思考、探索和

實踐，毫無保留地向他公開，歡迎他來了解、見證我們的發展。在這之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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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多的時間裡，涂先生果然多次來訪神州數碼，親自走訪了佛山、蘇州、張

家港、武漢等地，認真訪談了我們的業務負責人、技術帶頭人，也多次登門

拜訪各地的政府用戶、企業和市民。他體現出的敬業精神和專業能力，讓我

非常感動，也令我相信他一定能夠再次完成一本具有社會影響力的作品。

但親眼看到《數據之巔》這部書稿時，我承認，我再次被震驚了。這

本書再一次超出了我的預期，除了承襲《大數據》一書中科學歷史觀的敘事

方式，這一次，涂先生跳到了哲學思考的層面，以統計學的社會應用為切入

點，解構數據文化在美國政治、經濟乃至軍事發展領域起到的關鍵作用，一

環扣一環，構思精巧，故事生動，邏輯清晰，讀起來實在“解渴”。而且，

正如他曾經和我說的，“要和中國有更多的結合”，在每一章的最後，他都

講述了中國歷史上相對應的數據事件。最後一章的視綫更是完全轉向中國，

用獨具中國特色的智慧城市建設案例，理性昭示著中華民族自己的未來。其

間，亦莊亦諧的“子沛曰”，也體現了涂先生的幽默和智慧。

說涂先生是中國當代文壇最出色的科學作家之一，這毫不為過，在信息

技術領域，他也是前沿的思想者。

捅破東西方哲學的窗戶紙

眾所周知，理性化、體系化，強調批判精神和實證精神，是西方哲學的

特徵；感性、體驗、直覺，則是東方人的思維方式。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

喜歡用道、術、器對事物的本質進行模糊的歸納總結，而西方，則在數據文

化的基礎上，形成了嚴謹、理性、體系化的實證科學，如統計學、心理學、

社會學等。

站在歷史長河上來看，東西方哲學都曾經和正在創造輝煌。在各自哲學

思想的引領下，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都是獨一無二的。正如中央電視台

的紀錄片《大國崛起》的開放式結尾，對於未來的發展，每一個國家、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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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民族都在思考。

也許涂子沛先生並非刻意，但他在《數據之巔》一書裡“中美對比”的

結構設計中、在對“數據文化”的倡導中，包括他寫作此書的目的—“這

本書，我試圖在歷史的縱軸上，寫出數據時代的全景；在和美國的橫向對比

中，思考我們的現狀和未來”，都讓他在不經意間，捅破了隔在東西方哲學

中間的那層雖薄卻韌的窗戶紙。

中國社會的持續發展，必然是在中國哲學思想的引導下，同時對“數據

文化”這一典型西方哲學特徵加以融合，譬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談到的道、

術、器各層面裡，融入“數據文化”的基因。正在到來的大數據時代，為這

種融合提供了切實的可能性。

中國道路與數據治國

歷史的發展，總是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契機。如果說，美國現代社會治理

體系肇始於人口普查，那麼，大數據的到來已經顯示出強烈的徵兆，它將成

為中國全面現代化的契機。

涂子沛先生在書中，對大數據有通俗易懂的圖解。簡單說，大數據的特

徵，首先是海量，而且是多種格式並存的海量，如文字、圖片、音頻、視頻

等；其次是多源，大數據的來源，一是來自於商業企業，如電信、金融、電

商平台、社交網站等；二是來源於政府，如人口普查、戶籍登記、社保、醫

保等。伴隨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雲計算的快速發展，全球數據總量每年

以超過 40%的速度成長，幾乎每兩年就翻一番。

2013 年，中國產生的數據總量超過 0.8ZB，是 2012 年的兩倍，相當

於 2009 年全球數據總量。預計到 2020 年，中國產生的數據總量將超過

8.5ZB，相當於 2013 年的 10 倍。另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 2013 年數據，中國

已擁有 6.18 億互聯網用戶，幾乎是美國的 2倍；擁有超過 12.29 億部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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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國的 3倍，但每年新增的數據量卻不及美國的 1/10。所以，與發達國家

相比，中國是數據大國，但還不是數據強國。中國缺乏的不是可供收集的數

據，而是對於大數據收集、分析、應用及有效管理的手段和意識。

前不久，神州數碼提出了“虛擬映像”理論，嘗試從技術角度闡釋大數

據革命的本質。在我們看來，隨著網絡泛在化，各種社會關係和生產關係逐

步映射到其中，形成了與現實社會平行的網絡空間。由於網絡的拓撲性，各

種關係通過數據的方式多維度地體現出來，給社會發展、社會治理、經濟活

動帶來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直接體現在大數據對各個行業的顛覆式創新

上，而且已經在政府、金融、貿易等領域初現端倪。涂子沛先生在本書的第

八章，對城市公共信息服務平台在改善民生、繁榮經濟和優化社會治理結構

方面的成效有生動的描述，也有對下一步政府運營外包的創新思考。“單獨

二孩”政策的出台，就是通過對巨大的人口普查數據，進行複雜建模、可視

化分析、沙盤演練後做出的科學決策。互聯網金融的出現，委實給全社會帶

來了一場“地震”。製造業乃至各行各業，在可預見的未來，也將受到大數

據顛覆式的影響。眾創、眾智、眾籌等商業創新模式，也在大數據時代呼嘯

而來。

大數據時代，信息安全是頭等大事。沒有數據的開放，就難以形成大

數據應用和大數據革命，與此同時，網絡和數據安全就顯得尤為重要。沒有

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沒有數據安全，就沒有社會穩定。必須把網絡安

全納入到法制的軌道上來。因此，首先要建立個人信息安全保護、信息主權

的法律，用法律來界定信息主體、信息主權的邊界；其次，作為有影響力的

大國，中國應該積極推動全球信息安全公約的建立，使得網絡安全能夠像核

安全一樣，在聯合國的協調下，各國在法律體系下相互制約、共謀發展；最

後，中國要做強，在大數據應用、大數據安全和信息安全上，一定要增強自

主創新的能力。

大數據正在從道德、文化、制度、產業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重構現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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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我們欣喜地看到，中國正在抓住這一契機，

倡導數據文化，做好制度建設，全面推進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我相信，涂先

生這本書，一定會推動中國向數據強國不斷邁進。

感謝涂子沛先生的智慧，為時代貢獻了一部傑作。在倡導數據文化和數

據治國上，我們永遠是同行人！

神州數碼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2014 年 4 月 2日



D
ATA

1951

1890

1706—1790

日
光
之
下
，
並
無
新
事
。

—
︽
聖
經
．
傳
道
書
︾

世
上
唯
一
的
新
事
，
就
是
你
所
不
知
道
的
歷
史
。
＊

—

杜
魯
門
︵1

8
8
4
—
1
9
7
2

︶
，
第3

3

任
美
國
總
統

＊ 英語原文為：The only new thing in the world is the history you don’t know. —Harry S. Truman

(上部)



D
ATA

1951

1890

1706—1790

日
光
之
下
，
並
無
新
事
。

—

︽
聖
經
．
傳
道
書
︾

世
上
唯
一
的
新
事
，
就
是
你
所
不
知
道
的
歷
史
。
＊

—

杜
魯
門
︵1

8
8
4
—
1
9
7
2

︶
，
第3

3

任
美
國
總
統

＊ 英語原文為：The only new thing in the world is the history you don’t know. —Harry S. Truman

(上部)



第一章 

初數時代：奠基共和

讓我們建立一個標準，讓智慧的人、誠實的人都可以信賴它；其餘的事，盡付

上帝的手中。

—喬治．華盛頓（1732—1799），美國第 1 任總統，

在制憲會議上的演講，1787 年 5 月 14 日

美國是個年輕的國家，其開國至今不過 200 多年，但數據在其國家生活中

的歷史，卻幾乎和它的建國史相生相伴，準確地說，是和它憲法的制定同步。立

憲，解決的是政治體制和權力配置的問題，這聽起來和數據風馬牛不相及，但美

國的建國者在兩者之間找到了關係，這就是人口普查。

美國的建國者把人口普查寫進了憲法。他們認為，國家的權力應該在人口之

02 04
05

03

0 1



2 6 2 7

間平均分配，這個平均，必須用數據來說話。因此，分權之前，需要通過普查把

國民的多少點算清楚，也就是逐一清點人頭。

無論古今中外，一個國家最基本的要素，都是其國民和土地，因此點人頭一

直是一個國家最基本、最原始、規模最大的社會活動，即使在高度電子化、專業

化的今天，要想確切地掌握人口的數目，除了逐一清點，也沒有更好的辦法。而

逐一清點所產生的數據量，對任何一個國家而言，即使按照今天的標準，都是龐

大的數據。

200 多年前的北美大陸，地廣人稀、交通不便，點人頭的工作必須通過靠挨

家入戶的問詢登記這種原始的辦法來完成，其浩大、繁瑣和複雜可想而知。

伴隨著建國者唇槍舌劍的辯論，普查人員走街串巷、敲門入戶的奔波，統計

人員對上百萬張表格的手工加總，這個新生的國家拉開了初數時代的序幕。

克服民主的劣勢：用數據分權 

1787 年 7 月 4 日，美國費城。

這是美國的獨立紀念日，在盛夏酷暑中，美國的制憲會議陷入了僵局。

這時候，距離美國建國已經整整 11 年了，獨立戰爭的勝利也是 4 年前的事

了。英國早退出了北美的統治，但所謂的美國，卻還沒有一個中央政府。國防外

交、貿易稅收以及 13 個州之間的州際紛爭，都由國會來協調處理。

國會由各州派出的代表組成，其議事原則是一人一票、平等協商，這造成了

很多事久拖不決，即使決定了的事，也缺乏強有力的執行力。需要建立一個能夠

號令四方、令行禁止的中央政府，已經成為了各個州的共識。但中央政府如何組

建？國家權力如何分配？各項職務又由誰來擔任？這些問題，制憲會議的 55 名代

表已經爭論了快兩個月，還是無法達成共識。13 個州大小不一，有的坐擁繁榮的

經濟中心，有的地處偏遠，實力強大的州當仁不讓，認為理應自己執掌天下之牛

耳，而小州也針鋒相對，表示不可能成為大州的附庸。

作為大會的主席和主持人，華盛頓充分體會到了這次會議的冗長和艱難。他

曾經擔任大陸軍的總司令，領導美國取得了獨立戰爭的勝利。但這一次，他面臨

的不是千軍萬馬和刀光劍影，而是觀點和利益的思想言辭交鋒。55 名會議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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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一半以上做過律師，口才雄辯滔滔，還有 25 名擁有大批的黑奴。因為奴隸

制，南方州和北方州之間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分岐。

華盛頓深知其中的困難，他的態度是務實、誠懇、平和，會議第一天，他就

在致詞中說道：

“我們提出的建議和計劃，很可能都通不過，也可能激烈的衝突還將存在。但

是，如果僅僅為了取悅於人民，就提出我們自己都不相信的意見，那我們以後如

何捍衛自己的工作？讓我們建立一個標準，讓智慧的人、誠實的人都可以信賴它；

其餘的事，盡付上帝的手中”。01

經過兩個多月的爭論，意見和分岐也越來越清楚，就是國家權力如何分配。

重中之重，是立法權的分配，也就是國會如何構成。

參與會議的 13 個州中出現了兩種大相徑庭的意見，一種是弗吉尼亞、賓夕

凡尼亞等大州主張的兩院制，國會由兩院組成，一院是上層精英，一院是大眾代

表，席位都按各州的人口多少來分配。他們振振有詞地說：更多的人口理應享

有更大的權力。

而另一種是小州主張的一院制，他們認為，各州不論大小，主體平等，國

會的席位應該在各州之間平均分配。特拉華州就公開聲明，自己的人口雖然不

及弗吉尼亞的 1/10，但既然以平等之身份結成聯邦，在國會就必須擁有相同的

席位。

大州的代表則認為，國家的權力來自於公民的授權和委託，國會的議員，就

是人民權利的受託者，人口多的州，當然議員代表就要多，這是民主制度的基本

要求。

但另外一些代表卻認為，民主制度並不是十全十美，甚至是靠不住的，不應

該成為大州冠冕堂皇的理由。雙方進行了激烈的辯論，一些代表歷數了民主的種

種劣勢，認為多數人的意見雖然代表了多數人的利益，但“多數”恰恰可能就是

平庸的多數，人類的精英永遠是少數，大眾民主並不能保證人類社會向正確的方

向發展。麻省的代表格里（Elbridge Gerry）回顧了美洲大陸的歷史，甚至做出結

論說：

“我們所經歷過的種種邪惡，就是因為民主過於氾濫。人民並不具備高尚的品

德，他們總是被偽裝成愛國的人所愚弄、蠱惑。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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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的意思是，別有用心的政客往往以“愛國主義”為幌子鼓動大眾，挾持

國家走上岐途，他的這個看法得到了一些重量級人物的肯定，其中一位，就是聯

邦黨的核心人物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漢密爾頓說，他

對各個州的議會作過長期觀察，他發現，議員們做得最多的，正是華盛頓所指出

的—“為了取悅人民，提出自己都不相信的意見”，而人民，又常常被政客的承

諾所蒙蔽，被非理性的熱情所煽動。

個人權利如何轉化為國家權力

“權力”一詞多用於國家和組織的層面，是指依法律、依約定享有的支配、

指揮他人的力量；“權利”多用於個人的層面，指一個人依法享有的利益。

國家的權力是用來治理公共事務的，既然是公共事務，每一個人都有權

利來參與，但公共事務必須集中治理，也不需要每一個社會成員都來參與。因

此，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可以把這個治理公共事務的權利“轉讓”出去，“委託”

一個自己信任的人來代行這份權利。這個委託的過程，最常用的方式就是選

舉，選出一個大部分社會成員都認可的人，來代行大家的權利。而社會的其他

成員可以去從事其他的工作、承擔別的社會分工。也就是說，國家的權力來自

於個人權利的讓渡，通過這個讓渡的過程，分散的個人權利轉化為集中的國家

權力。

另外一位代表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甚至擔心：如果普通大眾擁有更

多的立法權，也就是在立法機構中佔據支配性的優勢地位，他們就會通過投票剝

奪富人的財產。

亞當斯後來成為美國第 2 任總統，他的擔憂被政治學者概括為“多數人暴

政”：一個社會有錢人永遠是少數，沒錢人總是多數，如果絕對按“少數服從多數”

的規則行事，那少數有錢人的錢，最終會被沒錢的人經投票的民主程序而分光。

也就是說，民主程序極有可能成為多數窮人欺負少數富人的工具，如果是這樣，

有錢人剛冒出來，就會被打壓，經濟發展就會停滯。

小州的代表因此認為，如果按人口的多少來投票，他們永遠是少數，利益根本

沒辦法得到保證，正確的意見也無處申張，所以，民主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在民主

的基礎上，對大州的權力加以限制，杜絕“多數人暴政”，實現“共和”。

延
伸
閱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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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 vs. 民主

民主：從嚴格的意義上理解，是指少數服從多數的票決制，通過投票這種

手段，來維護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但一投票，社會就會分裂為“多數”和“少

數”兩個陣營，從這個角度來說，民主導致了分裂。

共和：強調如何杜絕“多數人暴政”，保證因為民主而分裂的“多數人”

和“少數人”能和諧共處。一個社會要和諧發展，在貫徹多數人意見的同時，

也必須保護少數人的利益，否則“少數人”就會成為“多數人”的羔羊，被“多

數人”宰割，談不上“和”。

油燈越撥越亮，道理越辯越明。在冗長的辯論中，制憲會議逐漸達成了共識：

民主只是基礎，共和才是目標。為了克服民主體制固有的劣勢，達成共和，必須

設計一種規則 03，這個規則一經設計，就必須人人遵守，不能隨意更改，因為如果

可以隨意更改，多數人就會利用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不斷修改規則，讓規則永

遠符合多數人的利益，墮落成“多數人暴政”。

1787 年 7 月 16 日，大州和小州之間終於達成了妥協，之所以稱為妥協，是

因為大州和小州都各讓了一步：美國國會實行參眾兩院制，眾議院的席位按人口

比例在各州之間分配，這體現了民主的原則，照顧了大州的利益；參議院的議席

每州兩名，平均分配，這體現了共和的精神，突出了小州的平等權利。所有議員

都由各州的選舉自行產生，更重要的是，任何一項法案，都必須在參、眾兩院同

時以多數通過才能生效，

這次妥協，打破了制憲會議的僵局，被後世稱為“偉大的妥協”。

其偉大之處在於，這個設計確實可以實現民主和共和的統一，杜絕“多數人

暴政”的可能。不妨假設美國只有兩個州，一個州 8 萬人，一個州 2 萬人，每一

萬人產生一個國會席位，那根據美國憲法，大州在眾議院分得 8 席、在參議院分

得 2 席，共 10 席；小州在眾議院分得 2 席、在參議院分得 2 席，共 4 席，小州的

席位總數雖然沒有和大州一樣多，但兩者的比例為 4：10，遠高於其人口比例 2：

8。更關鍵的是，一個議案必須在兩院同時通過才能生效，設想，大州如果提出

一個不利於小州的議案，那在眾議院，大州的席位多，可以輕易通過，但在參議

院，大州只佔 50% 的表決權，它必須說服至少一名小州的代表，議案才可能以半

延
伸
閱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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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以上的多數通過，成為法律。

表 1-1  參眾兩院的分權機制：以兩個州為例

眾議院 參議院

大州 小州 大州 小州

議席數量 8 2 2 2

最終分享權力的比例 80% 20% 50% 50%

但事實上，美國不止兩個州，而且“小州”的個數更多，這就意味著，小州

的代表佔了美國參議院的絕對多數。到 2005 年，加起來不到美國總人口 20% 的

小州，其參議員卻佔據了參議院 50% 以上的席位。毫不誇張地說，小州主導了參

議院的話語權，任何不利於小州的決議都不可能在參議院通過。

但眾議院的席位是按各州的人口多少進行分配，大州自然佔了主導，其分配

過程也更為複雜。會議最後決定，由中央政府牽頭，在各州開展人口普查，以其

數據作為標準，對各州的議席進行分配。考慮到人口的動態變化，人口普查必須

每十年進行一次，各州的議席多少再根據新的普查結果進行調整。

憑藉這種制度設計，大州和小州之間的矛盾得到了解決，但這之後，南方和

北方的矛盾又成為爭論的焦點。既然人口的多少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權力的大小，

那南方擁有一批龐大的黑奴群體，是否也應該計入人口的總數？一開始，大家都

認為，奴隸本來就不擁有政治權利，因此不應該計入總數。但在後續的討論中，

人口的多少不僅成為分權的依據，還和納稅的義務掛上了鈎，即人口多的州，

國會佔的席位多，也要向中央繳納更多的稅收。南方主張，黑奴既然沒有政治權

利，也不應該有納稅的義務，但北方又認為這樣南方佔了便宜，爭論又起。最後

的結果是每一個黑奴按 3/5 個白人（自由人）的標準計算，納入南方人口的總數，

這個總數是南方權力分配和納稅的依據。

圖 1-1  5 個黑奴= 3 個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