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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政治认知视角出发，以玛格丽特·赫曼构建的领导风格理论作为分析

框架，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账号所发布的反映个人心理活动与认知动态的

文本信息进行内容分析，探究特朗普的个人特征与领导风格，发现：面对环境限

制，特朗普属于挑战环境型领导人，相信自己可以控制事件发生并需要权力挑

战现存限制，也将尽可能地推翻他所处环境中可能存在的限制；在接受信息的

开放程度方面，特朗普的自我意识非常强，自信程度非常高，而概念复杂性程度

较低，自信特征比概念复杂性特征更突出，对信息接受往往是封闭的；在驱动动

机方面，特朗普的内群体偏见很高，他与美国本土人民的群体同构性极强，同时

他对潜在对立者极度不信任，对别人的批评高度敏感和警觉，不允许他人挑战

自己的权威，他更倾向于相信国际环境中损害自己群体利益的邪恶对手到处存

在，自己有义务对抗这些敌人，必要时应主动攻击以消除潜在的威胁。由此可

见，特朗普的领导风格是典型的改革者类型，相比于意识形态利益，其改革的价

值取向更偏向于经济利益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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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纳德·特朗普无疑是美国历史上最令人

大跌眼镜的总统。比起政治家，特朗普更像是

一位演技娴熟的商业大佬，展现出明显有别于

传统政治精英的“反建制派”风格。从竞选活

动开始，特朗普就集中对经济、移民政策、奥巴

马医改、反恐等议题加以阐释，虽多次挑战在美

国政坛上被视为金科玉律的“政治正确”底线，

却意外赢得众多选民的支持，支持率一路攀升。

执政以来，特朗普对内政外交进行了一系列的

重大调整，大刀阔斧、强势推行一套单边主义的

政策，引起国际社会和美国精英阶层的普遍担

忧。从竞选总统开始，到出乎意料赢得总统选

举，再到孤注一掷地推行单边主义政策，这位不

羁善变、作风大胆的新任领导人个性极为鲜明、

令人捉摸不透，既吸引了众多关注，也引来不休

的争议与揣测，为美国政治与国际秩序的未来

走向带来了诸多变数。

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有学者把特朗普的出

现定位为民粹主义［１－２］，用“反常”来形容特朗

普现象，认为特朗普主义即是“反智主义”“反

建制主义”“反自由主义”［３－６］。基于这种判

断，学者们认为他可能以美国的利益为重，奉行

新孤立主义［７－９］。也有学者认为，特朗普的当

选是一种常态，他代表的是保守主义、共和党建

制派［１０－１１］。因此，另有学者认为，中美关系的

实质并没有改变，甚至是“低开高走”［１２－１３］。

尽管学者们对特朗普的认识有分歧，但是

大家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定性的文献研究方

法。而运用新的理论与新的方法研究特朗普的

文章相对较少。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国内外只

有极少数学者试图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对其进

行考察。例如，有学者运用五大人格以及自恋

等理论分析特朗普的心理［１４－１５］，有学者对其政

治人格进行研究［１６］。但是没有学者从当前政

治心理学的主流理论———政治认知理论———进

行分析。

鉴于此，本文拟从政治认知视角出发，以玛

格丽特·赫曼（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Ｇ．Ｈｅｒｍａｎｎ）构建的领

导风格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对特朗普所发布

的反映个人心理活动与认知动态的文本信息尤

其是其“推特”（Ｔｗｉｔｔｅｒ）上的内容的分析，探究

特朗普的个人特质与领导风格，论证领导风格

理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普适性，以期弥补学

界在特朗普政治认知研究上的空白。

　　一、赫曼的领导风格理论

　　随着“政治认知”概念和理论的问世，有学

者专注于政治认知的视角对领导风格进行研

究，玛格丽特·赫曼就是其中的代表。多年来，

赫曼与同事发表了多篇文章对领导风格进行探

讨，并把领导风格作为一个连结领导人个体特质

与决策行为的中间变量，从政治认知视角对不同

政体下领导人的个人决策过程进行了分析。

赫曼认为，不同领导人之间领导风格的差

异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一是领导人如何应对他

们所处环境中存在的限制，看他们是尊重抑或

是挑战这样的限制；二是领导人对接受输入决

策系统信息的开放程度，看他们是有选择地使

用信息还是任由完全开放的信息指导他们的决

策；三是领导人追求地位的原因，看是来自自身

内部的推动力还是来自外在人际关系的推动，

在决策时是考虑问题本身还是出于照顾人际关

系的需要［１７－１９］。领导人个体特质与领导风格

的对应关系见表１。

　　二、特朗普的个人特质分析

　　本文从对环境限制的反应，接受信息的开

放程度和驱动动机这三个方面来分析特朗普的

个人特质。

１．特朗普对环境限制的反应

领导人如何应对环境限制？是尊重环境还

是挑战环境？在赫曼的理论模型中，评估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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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领导人个体特质与领导风格的对应关系

领导风格
对环境限

制的反应

对信息的

开放程度

对领导地位追求的动机

考虑问题的取向 人际关系处理方式

改革者 挑战 封闭

扩张主义者

（重点是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力，

例如卡斯特罗）

传道者

（重点是说服他人接受自己的信息（意见、

行动），并投身其中，例如霍梅尼）

战略家

挑战 开放

积极的独立者

（重点是保持一个人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同时

回避尝试限制两者的障碍，例如阿萨德）

警察式

（专注于实现自己的议程，通过参与其他

进程，说服他们采取行动，例如恩克鲁玛）

尊重 封闭

发展者

（在规范和规则之下工作，强调个人指导，

使政策沿着与自己意见一致的路径前行，

例如戴高乐）

彼此影响者

（重点在于监测其他重要人物是否支持，

或不积极反对，他们想在特定的

情况下做什么，例如克林顿）

线索接受者 尊重 开放

调停者

（重点在基于问题的性质与目前的情况，评估什么

样的选择或行为是可行的，并考虑重要的

选民将支持什么样的行为，例如布什）

机会主义者

（重点是协调分歧和建立共识，

在这个过程中授权于他人

并共同分担责任，例如拉夫桑贾尼）

　注：根据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Ｇ．Ｈｅｒｍａｎｎ的研究整理而得

人面对环境限制所作出的反应，主要是从以下

两个方面进行判断：一是控制事件发展的自信，

二是对权力的需求。

（１）控制事件发展的自信

相信自己拥有控制事件发展的能力、相信

自己能够影响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领导

人，对决策和执行过程有着较强的控制欲，为

了确保事情会如他们所设想的那样进行，这类

领导人常常会要求突击检查下属正在做什么，

要求执行者与他的个人行动方向保持绝对一

致；同时这类领导人还会主动发起政策活动而

不是等待别人提出决策议程，一旦他们做出决

定，很难妥协或与他人达成交易。而那些不认

为自己能控制所发生的事情的领导人，行事风

格则截然相反：他们更愿意下放权力，希望其

他参与者共同履行权职；同时他们在决策过程

中多是静静等待议程的提出而不太可能主动

出击。

虽然特朗普是一个政治新人，旁人难以过

多观察到他作为政治领导人参与政治决策的种

种细节，但他作为美国著名的房地产大亨，已在

聚光灯下生活了数十年。从执政表现、自传表

述和人生经历来看，特朗普表现出对自身控制

事件发展能力的极强自信。特朗普对事件发展

的各过程都有着极强的控制欲。从刚上任即开

除检察官和驻外大使，到执政未满一年便辞退

数十名白宫团队重要成员，特朗普对于同僚和

下属与其政策主张保持一致性有着极高的要

求，希望决策与执行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他的控

制之中。从特朗普在经商时期吸纳的伙伴也可

以看出，成为他麾下一员绝不是靠人情而是靠

能力，必须与他的观点保持一致才能够成为他

的合伙人和员工。特朗普对主动发起政策活动

有着强烈意愿。在竞选活动中，特朗普提出了

“将工作从中国等国家带回美国”“在美墨边境

筑墙”、废除奥巴马医改、阻止外国穆斯林入境

等极端却鲜明的主张。这些政治口号虽或多或

少出于选举的需要，但他所提出的各种反传统

的政策理念，诸如美国战略收缩或重新布局、限

制移民美国等，均非虚张声势，上任不过十天就

毫不顾忌地挑战“政治正确”，发表了要求美国

暂停难民接收程序１２０天的行政命令，无视国

内的各种反对声音。仅此足见特朗普的雷厉风

行、自主性相当强的执政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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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权力需求

对权力的需求也反映了领导人对于建立、

维持或恢复自身权力的担忧，换句话说，对权力

的需求也是领导人控制或影响他人的欲望。

当领导人表现出高度的权力需求时，他们

善于审时度势，能清晰感知采用什么样的战术

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追随者大多是他们达成最

终目标的工具；他们建立规则是为了确保规则

的改变符合他们自身变化的目标或利益。当领

导人对权力的需求较低时，他们满足于成为几

个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对这样的领导人而言，授

权于他人很重要；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也

非常享受与他们的追随者建立信任关系并分享

责任与义务的感觉，这类领导人更像是特殊集

体的利益代理人，代表着集体在决策方面的

利益。

依据权力需求的评判标准，特朗普表现出

高度的权力需求。

特朗普经常发表有攻击性的强力言论。以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０日—１１月７日期间为例，总统

竞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在特朗普个人“推

特”账号的３８６条动态中，从对于不同群体的指

责，到他对于政客及其制度体系的猛烈批评，攻

击性言论有２４１条。尤其是在三次总统辩论期

间，他对主要政敌希拉里的攻击更是达到高峰，

从其丈夫克林顿的生活、希拉里“邮件门”、任

职国务卿时期的不作为，到指责其“培养”了伊

斯兰国等，全方位进行攻击；同时不忘指责媒体

对其持有偏见，故意拉低他的选情民调。可以

说，自参政以来，特朗普做出有强力攻击倾向的

举措相当频繁。同时，特朗普还非常善于审时

度势，知道采用什么样的策略能实现自己的目

标。在他从事房地产经营期间，从地产选址到

营销，再到装修设计，他不仅凭借独到眼光在商

业竞争中屡战屡胜，更是喜欢由自己“创造或

变更规则”，以换取更优越的利己条件。因此

可以说，特朗普有着强烈的控制或影响他人的

欲望，对权力也有着较强的需求。

综合特朗普对自身控制事件发展能力与权

力影响的评估，可以得知，特朗普相信自己有足

够能力可以控制事件发生。面对环境限制，特

朗普属于挑战环境型领导人，相信自己可以控

制事件发生并需要权力挑战现存限制，也将尽

可能地推翻他所处环境中可能存在的限制。他

对决策过程更感兴趣也更积极，并愿意为自己

的行动结果负责。

２．特朗普接受信息的开放程度

领导人是有选择性地使用信息指导决策还

是完全开放地使用信息指导决策？在赫曼的理

论模型中，自信与概念复杂性的相互关系影射

着一个领导者的自我定位，这种自我定位暗示

着领导人的开放程度。因此，关于领导人信息

接受程度是开放还是封闭的判断，便涉及两个

方面：一是自信程度，体现在领导人对自我重要

性的感知；二是概念复杂性程度，体现在领导人

在描述或评论他人、政策、观念或事件时观察角

度的细分程度。

（１）自信程度

自信折射出领导人对自我重要性的认知，

它将直接影响领导人的决策行为。缺乏自信的

领导人更容易受周围人意见的影响，缺乏对自

己提案重要性的客观认知，对他们来说，从他人

的看法中知道自己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得好是至

关重要的。因此他们倾向于成为政治团体的代

言人或是代表，不断搜寻信息来提高决策自信，

提高自我满足感。对自信程度的测量，主要是

测量代词ｍｙ，ｍｙｓｅｌｆ，Ｉ，ｍｅ，ｍｉｎｅ，计算它们在领

导人个人言论中出现的次数。这些词可能用于

领导人行为主语，或是领导人把自己看作某个

事件中的权威人物、积极回应的接受者。依据

对自信的测量标准，笔者对特朗普在推特上发

布的个人言论进行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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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日，特朗普

共发布了３４７８条推特。其中，自２０１６年５月

特朗普实际上成为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到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９日正式上任前，特朗普共发布了

１３８１条推特；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９日至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

日，执政一年的特朗普共发布２０９７条推特。就

推特内容而言，特朗普使用第一人称代词 ｍｙ，

ｍｙｓｅｌｆ，Ｉ，ｍｅ，ｍｉｎｅ的情况见表２。

就代词 ｍｙ，ｍｙｓｅｌｆ，Ｉ，ｍｅ，ｍｉｎｅ出现的频率

来看，特朗普的自我意识非常强，对自我重要性

的感觉远比其他个体要强烈。但有意思的是，

从数据分布来看，自特朗普上任以来，对上述代

词的使用次数有所下降，对自我意识、自我重要

性的感觉较之以前似乎有所弱化，但依旧处在

一个较高水平。

不仅在推特发布数据中，在相关事件中也

随处可见特朗普强烈的自我意识与自我重要性

的认知。例如，特朗普将自己的名字印刻在了

所有的个人品牌上，从球场到酒店，从赌场到学

校。ＧｗｅｎｄａＢｌａｉｒ在她关于特朗普家族三代人

的传记《特朗普家族》中更是直接写道：“第一

人称单数代词，主格Ｉ，宾格ｍｅ和ｍｙ，远远超过

ｈｅ和ｈｉｓ。”

由此可见，特朗普有着很强的自我意识，对

自我重要性的感觉远比其他个人要强烈，可以

说他是一个高度自信的人。

（２）概念复杂性程度

概念复杂性是指领导人在描述或评论他

人、政策、观念或事件时观察角度的细分程度。

概念复杂性程度较高的领导人，会倾向于从广

表２　特朗普使用代词ｍｙ，ｍｙｓｅｌｆ，Ｉ，ｍｅ，ｍｉｎｅ的情况

时间
出现

次数

出现

频率／％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９日 ５２３ ３７．８７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９日—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日 ５４６ ２６．０４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１日 １０６９ ３０．７４

泛的信息中寻求各种观点；概念复杂性程度较低

的领导人，会更相信他们的直觉，因此他们认为，

行动远远比思考、计划或寻找更多信息要更有效。

对概念复杂性程度的测量，重点也放在特

定单词的使用情况上，这些词暗示说话者可以

看到环境中的不同维度，而不是表明说话者只

看到少数几个类别来分类对象和思想的词。表

现发言者高复杂性的常用词有：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ｒｅｎｄ，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而反映发言者低

复杂性的常用词有：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ｄｏｕｂｔ，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

依据概念复杂性的测量标准，笔者对特朗

普在推特上发布的个人言论进行了统计。在特

朗普发布的上述３４７８条推特里，高复杂性常用

词与低复杂性常用词的使用情况见表３。

就表示概念复杂性常用词出现的频率来

看，特朗普是一个概念复杂性程度较低的领导

人，他倾向于对物体和想法进行简单分类，对环

境复杂性的感知是模糊而有一定困难的，更愿

意相信自己的直觉判断。在他看来，行动远远

比思考、计划或寻找更多信息要更有效。从数

据分布来看，自特朗普上任以来，对低复杂性常

用词使用频率比就任前更高，高复杂性常用词

的使用次数随着执政时间的增加而增加。但总

体来说，特朗普在推特中对表示概念复杂性词

语的使用较少。

（３）特朗普的自信、概念复杂性与信息开

放程度

表３　特朗普使用高复杂性常用词与

低复杂性常用词的情况

时间

高复杂性

常用词

出现

次数

出现

频率／％

低复杂性

常用词

出现

次数

出现

频率／％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９日 ２ ０．１４ ８ ０．５８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９日—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日 １３ ０．６２ １７ ０．８１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日 １５ ０．４３ ２５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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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表２表３的数据比对，我们发现：
ｍｙ，ｍｙｓｅｌｆ，Ｉ，ｍｅ，ｍｉｎｅ的出现次数是概念复杂
性常用词出现次数的２６．７３倍；在概念复杂性
常用词中，低复杂性常用词出现次数是高复杂

性常用词出现次数的１．６７倍。综合对特朗普
自信程度与概念复杂性特征的评估，可以得知，

特朗普的自我意识非常强，自信程度非常高，而

概念复杂性程度较低，自信特征比概念复杂性

特征更突出。对照自信特征、概念复杂性与信

息开放程度的关系可知，特朗普对信息接受往

往是封闭的。他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应该

发生，他对信息的收集与寻找是为了论证自身

对政治情境的定义与理解的正确性，以说服他

人相信并支持自己的主张与行动方针。特朗普

对环境线索是相当不敏感的，他更倾向于重新

诠释所处的环境以迎合他所提倡的观念，在这

个过程中，那些对他自身观点不利的数据和证

据将被刻意忽略不计。在决策与信息收集过程

中，特朗普更有可能以分层的方式组织决策与

信息收集，以确保自身对决策过程的控制权。

３．特朗普的驱动动机
对领导人自身权力地位追求动机的测量，

可以看出领导者是受到他所感知到的威胁或问

题的驱使，还是受到合作关系的驱使。测量结

果可划分为两类：任务趋向和维系群体趋向。

在动机评估的过程中，具体用以下３个特
征来进行测量：任务趋向、内群体偏见和对他人

的不信任程度。任务趋向的焦点所在折射出领

导人寻求权力地位的动机，内群体偏见和对他

人的不信任程度反映出领导人对特定群体的认

同程度。

（１）任务趋向
所谓任务趋向是指领导人寻求自身权力地

位的动机。对任务趋向的测量，就像对概念复

杂性的测量一样，重点放在计算特定的单词表

达，区分这些表达是表示对工作任务的完成，还

是关注对他人情感的回应与维系。反映任务趋

向性的词有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ａｃｈｉｅｖｅ，ａｃｈｉｅｖｅ
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ａｃｔｉｃ等；反映维系群体趋向性的词有ａｐｐｒｅｃｉａ
ｔｉｏｎ，ａｍｎｅｓｔｙ，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ｇｉｖｅ（ｎｅｓｓ），ｈａｒｍ，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等。

依据对任务趋向的测量标准，在特朗普发

布的上述３４７８条推特里，任务趋向常用词与维
系群体趋向常用词使用情况见表４。

就反映寻求权力地位动机常用词出现的频

率来看，自特朗普正式进入总统竞选的最后角

逐以来，任务趋向常用词的使用频率是维系群

体趋向常用词的使用频率的２．９倍。从数据分
布来看，自特朗普上任以来，任务趋向性基本稳

定，维系群体趋向性有所提升，对众人愿望与需

求的敏感度进一步提高。可以说，特朗普是一

个任务趋向性更强的领导人，他对权力地位的

追求动机来自于自身内部，源于特定的问题或

原因，如意识形态、特殊利益等。特朗普也更倾

向于从问题的角度看世界，为解决这些问题提

供解决方案。他会不断对一个项目进行深入挖

掘，了解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可

能发生的问题以及处理问题的方案，他甚至愿

意牺牲团队中高昂的士气来完成任务，会努力

实现任何所做出的决定。

（２）内群体偏见
内群体偏见是指领导人对所属的群体有强

烈的情感依赖，在看待世界时以自己的群体

（社会、政治、种族）为中心，认为这个群体是最

好的。在内群体偏见较高的领导人看来，保持

表４　特朗普使用任务趋向常用词与

维系群体趋向常用词的情况

时间

任务趋向

常用词

出现

次数

出现

频率／％

维系群体

趋向常用词

出现

次数

出现

频率／％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９日 ４６ ３．３３ １０ ０．７２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９日—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日 ７１ ３．３９ ３０ １．４３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日 １１７ ３．３６ ４０ 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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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文化的完整性和地位的崇高性有重要意

义，他们做出的任何决定都要符合这个群体的

核心利益。

反映领导人内群体偏见的词，包括有利的

正面修饰语（如ｇｒｅａｔ，ｐｅａｃｅｌｏｖ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展示强力的词语（如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ｃａｐａｂｌｅ，ｍａｄｅｇｒｅａ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ｈａｓ
ｂｏｕｎｄｌｅｓ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或者表明需要维护集体荣
誉和身份的词句（如 ｎｅｅｄｔｏｄｅｆｅｎｄｆｉｒｍｌｙｏｕｒ
ｂｏｒｄｅｒｓ，ｍｕｓｔ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ｏｕｒｏｗ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ｄｅｏｕｒｏｗｎ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依据对内群体偏见的测量标准，特朗普发

布的上述３４７８条推特里，反映内群体偏见常用
词的使用情况见表５。

可以说，特朗普是内群体偏见很高的领导

人，他与美国本土人民的群体同构性极强，高度

关注并提防其他群体、组织、政府或国家干预或

损害美国人民利益的企图。特朗普很有可能使

用“替罪羊”政策，将感知的国内的一切问题都

归结于美国本土人民以外的外来者，并通过放大

这个外部威胁来调动民众对自己的支持。内群

体偏见极强的特朗普把政治看作是零和游戏，把

对方群体的收益看作是美国民众群体利益的损

失。因此，他认为美国人民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以确保美国人民在全球竞争中稳赢不输。

（３）对他人的不信任程度
对他人的不信任包括对他人的怀疑、不安、

疑虑和小心，怀疑他人的动机和行为倾向。

对他人的不信任程度的测量，重点放在对

语句的理解上，领导人是否对于另一些个体与

群体在做什么感到怀疑与不安，甚至对他们保

持警惕？领导人是否关心这些人或群体在做什

表５　特朗普使用反映内群体偏见常用词的情况

时间
出现

次数

出现

频率／％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９日 ２３４ １６．９４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９日—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日 ６８４ ３２．６１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日 ９１８ ２６．３９

么，并认为这些行为对自己、盟友、朋友不利？

如果其中有一个条件存在，则语言表达中就表

现出对他人的不信任。

据粗略统计，在上述时间段，即 ２０１６年５
月到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日期间的３４７８条推特中，
特朗普谴责国内舆论媒体，攻击希拉里、奥巴

马，以及其他政见立场相左者的有８１１条，表现
出对潜在对立者的极大不信任，高度怀疑他们

的动机和行为倾向。同时特朗普表现出对别人

批评的高度敏感性和警觉性，从记者到政治对

手，特朗普称他的反对者们“令人恶心”，并且

贬低他们是“失败者”，近乎锱铢必较，他的权

威不允许被挑战，批评和反对在他看来就是对

自己权威的挑战。

综合对特朗普内群体偏见和对他人的不信

任程度的评估，可以得知，特朗普的内群体偏见

很高，他与美国本土人民的群体同构性极强，同

时他对潜在对立者极度不信任，对别人的批评

高度敏感和警觉，不允许他人挑战自己的权威。

对照内群体偏见与信任之间的关系可知，

内群体偏见很高同时极度不信任他人的领导

人，更倾向于相信国际环境中损害自己群体利

益的邪恶对手到处存在，自己有义务对抗这些

敌人，必要时应主动攻击以消除潜在的威胁。

　　三、特朗普的领导风格分析

　　基于对特朗普如何应对环境限制、接受信
息的开放程度与追求地位原因动机这三个方面

问题的测量，可以看出特朗普对政治背景和环

境敏感与否以及敏感程度，与他是想控制事件

的发生还是想成为他人政治观点的代言人有

关。根据赫曼的领导风格分析框架，这些不同

的差异组合起来，即可看到特朗普的领导风格，

即典型的改革者类型。

如何看待“特朗普是改革者”的结论？我

们或许可以将特朗普与赫曼所说的典型的改革

者作比较。１９７０年代，赫曼的研究团队通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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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人格评测法对６２位国家领导人的领导风
格做出评测，在赫曼团队的数据库中，改革者类

型领导风格的代表性领导人有两位，分别是古

巴的共产主义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与英

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虽说同是改革者，

回顾３位政治人物的生涯却是大相径庭。但无
论是卡斯特罗还是撒切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

特点，即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是坚定的，并为自己

的信仰而奋斗。

卡斯特罗曾经说：“我的愿望一直是忠于

职守直至最后一口气。这是我能给予的。我并

不是向你们告别。我唯一的心愿就是作为一名

思想战士进行战斗。”［２０］半个世纪以来，卡斯特

罗就像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他的一生都

在为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更加

美好的社会而奋斗。为了在古巴建立自由平

等、没有剥削、生活富足的理想社会，他横冲直

撞，无所畏惧。从悍然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

到排除万难建立社会主义政体，卡斯特罗对国

家统治权力与统治地位的追求动机全部来源于

其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追求。苏联解体后，

卡斯特罗依然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在环境问题、

战争与和平问题等全球性问题中发表见解，猛

烈批判造成这一系列问题的总根源———资本主

义制度与帝国主义势力。休养之际的卡斯特罗

也时常在报纸撰文，谈论革命和理想，关心科技

发展，呼吁世界和平，并始终不忘究其一生奋斗

的主题、目标：追求各民族、各阶层的真正平等

和自由，以及整个人类的彻底解放。

撒切尔夫人同样有坚定的意识形态立场，

但是她是反共产主义的。自步入政坛起，便不

曾掩饰其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和

仇恨。尤其是在１９７５年２月当选为保守党的
领袖后，她更是毫不隐讳地批评当时一些西方

国家对苏联的绥靖政策，宣扬自己坚决反对共

产主义的立场。作为保守党领袖的撒切尔夫

人，联合美国前总统里根、罗马教皇保罗二世、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联邦德国前总理赫

尔·科尔等西方右派领袖，一起构筑起一道坚

决对抗共产主义的“保守主义”战线。撒切尔

夫人终生反对共产主义，直到去世也没有改变

自己的这一立场。即使在苏联解体后，她仍然

坚持说：“冷战结束了……但是共产主义还没

有结束，那就是在中国。因此我们在亚洲要支

持日本、印度，不要让中国取得亚洲的领导

权。”由此可见，她身上极其明显的资产阶级意

识形态烙印、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态度，一

直没有改变［２１］。

与前两位改革者相比，驱使特朗普行为的

主要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利益。作为一个稳居全

球富豪榜的超级资本家，特朗普无论是团队组

建抑或是推行的政策议案，都带着浓厚的商人

色彩。从执政团队建设来看，特朗普内阁的核

心智囊团是以华尔街金融大亨和企业家为主的

商人团队———质疑全球变暖的前美孚集团

ＣＥＯ雷克斯·蒂勒森、支持放松金融业法规的
前高盛合伙人史蒂芬·努钦、民粹主义者代表

史蒂夫·班农、人称“破产重组大王”的威尔

伯·罗斯等。商人智囊团队的建立与“美国利

益至上”的政治口号遥相呼应。

在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日的就职典礼上，特朗
普曾多次高喊“ＡｍｅｒｉｃａＦｉｒｓｔ”的口号，以“美国
利益至上”的标准来衡量国际和国内政策。围

绕着“美国利益至上”的政策基调，特朗普提出

系列政策预想并逐步落实：颁布禁穆令，减少难

民接受人数；用“美国优先能源计划”取代奥巴

马的“气候行动计划”，退出《巴黎协定》，为国

内自然能源的开采开启“绿色通道”，希望以此

实现能源自主，摆脱 ＯＰＥＣ以及对那些于美国
利益有害的国家的依赖，并创造出更多的就业

机会；重启“双边协定”，与各国重启贸易谈判，

拒绝有损美国利益的贸易协定，计划提高进口

货物关税、打贸易战，以此保护美国企业、增加

收入和支持美国制造，进而扭转贸易逆差；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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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税制改革，将公司所得税从 ３５％下调至
２０％，鼓励美国公司把海外利润带回美国，将个
人所得税从七档减至四档……

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价值取向的

确贯彻落实了“美国利益至上”的竞选口号，更

准确地说，是“美国经济利益至上”的口号———

战略利益要远比意识形态利益重要。因此，尽

管从领导风格上来讲特朗普是改革者，但他是

另类的改革者。

回到最初学者们争议的问题，我们可以说：

对特朗普来说，利益至上是他奉行的行为标准。

奥巴马政府乃至以前的历届美国政府在顾及美

国利益的同时，还能够用意识形态的标准调适

国家间的关系，而特朗普则是将“美国利益至

上”推到极至，这看似反常，但是从顾及美国的

利益来看，则并不反常。作为一个商人出身的

总统，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特朗普总是会

打出更多张牌，以争取更多的利益，可以断言，

双方得失的较量不会导致中美关系改善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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