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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时评

▲

□据 新华社东京12月26日电

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26日经国会
指名选举出任首相，并于同一天开始组
阁。时隔 3 年多重夺政权，自民党面临的
是一连串内政及外交难题。安倍能否挽回

“失去的20年”的经济颓势，妥善处理领土
纷争引发的外交僵局，超越保守右倾化的
社会风潮，不仅关系到新政权的成败及日
本未来的国家愿景，亦关乎东北亚地区的
繁荣稳定。

多数选民重视经济

选前民调显示，逾六成选民最重视各
政党的经济对策，只有 15%的选民最重视
外交安保。选民们企盼的，无疑是一个“景
气的日本”——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再加上

去年地震、海啸和核电站事故的三重打击，
更是雪上加霜，前景难测。

然而在极右舆论的大肆鼓噪下，自民
党、日本维新会等政党纷纷将着力点放在
安保和军事领域，试图通过涂抹鹰派色彩
煽动民粹情绪，吸纳选票——安倍宣称将
修改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准许行使集体自
卫权，将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由日本
政府主办“竹岛（韩国称独岛）日”纪念典
礼以及在钓鱼岛常驻公务员等，引发邻国
乃至国际社会的担忧与警惕。直到胜选
之后，安倍的调门才有所变化。有媒体认
为，安倍是在向邻国抛出修复关系的“橄
榄枝”。

安倍政府“稳”字当头

要解读安倍一系列内政外交的表

态，不能忽视明年夏季参议院选举这一
因素。在刚结束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
党及其盟党占据了 2/3 以上议席。但在
参议院，目前自民党及其盟党并不占多
数。为此，日本舆论判断，在明年参议
院选举之前，安倍政府将以“稳”字当
头，经济上力求有所作为，履行对选民
的承诺。

为此，安倍拟推出一揽子刺激经济
方案，希望带领日本重拾增长。然而在
这个全球化时代，日本经济早与世界连
为一体，若要走出衰退，离不开与周边国
家的合作与互助。以中日关系为例，去
年中日贸易额达 3429 亿美元，再创历史
新高，中国作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和
第一大出口市场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如
果双方关系持续恶化，日本重振经济将
无从谈起。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回顾野田政府的得失，其最大的败笔
就是一意孤行地对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实
施所谓“国有化”，将中日关系推向邦交正
常化40年来最为紧张的境地，亦令日本经
济蒙受重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安倍
政府更当以此为鉴，用实际行动来改善同
周边国家的关系，这不但是日本重振经济
的必由之路，亦是地区稳定的关键所在。

本月17日，安倍在自民党获胜后的首
次记者见面会上表示：“日中关系是日本最
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日本的经济发展离
不开中国，日中两国保持良好关系有利于
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人们期盼安倍能
够言行一致，以大局为重，这不但是日本之
幸，亦是地区之福。

安倍2007年9月突然宣布辞去首
相职务以来，日本陷入了一年换一相的

“短命”怪圈，拉开了日本政局跌宕起伏
的序幕。安倍此次能否坐稳“相位”并
带来平稳政局，仍有待观察。

值得注意的是，“扭曲国会”是日
本近年陷入首相“短命”怪圈的一个重
要原因。安倍2006年 9月出任首相
时，自民党在众参两院均占据多数议
席。安倍因此曾不顾在野党反对，以
强行表决方式通过数十个法案。结

果，自民党在翌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
中惨败，自1955年建党以来首次失去
参议院第一大党地位，被民主党取而
代之。由此形成了众参两院分别由朝
野政党控制的“扭曲国会”局面，使得
在野党可以在参议院与执政党叫板，
否决政府和执政党提出的各项法案，
并在参议院通过追究首相和内阁大臣
责任的决议案。

根据日本宪法规定，被参议院否
决的法案可以在众议院再次表决通

过后成立，但众议院如强行表决通
过被参议院否决的法案，必将遭到
舆论和民众的谴责。在众参两院就
是否延长《反恐特别措施法》期限问
题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安倍于 2007
年 9月宣布辞职，表示要以此来打破
僵局。

分析人士指出，安倍要摆脱“短命”
厄运，关键在于自民党能否赢得明年夏
天的国会参议院选举，从而结束“扭曲
国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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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新政权当以大局为重

 国际观察

▲

日本新政权能否打开新局面

求稳，是安倍此次组阁的最大特点。安倍自
称新政权是“突破危机内阁”，日本媒体则评价说，
安倍精心组建了一个追求“安全运行”的内阁。

安倍上一个首相任期内，有5名内阁大臣先
后由于政治资金丑闻和发表不当言论等而辞职，
结果导致内阁支持率一路下滑。因此，精明强
干、不给政权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成为安倍此次
选人主要考虑的因素。

总体看，安倍此次组建的是一个既讲究实战
能力又保持平衡的政权。在安倍的新政权中，既
有前首相麻生太郎、前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这样
的重量级人物，也有前自民党干事长石原伸晃、
前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代理林芳正这两个自民
党总裁选举时安倍的竞争对手。

在具体人选上，安倍的盟友麻生太郎出任副
首相兼财务大臣、金融担当大臣。麻生的政策主
张与安倍相近，曾任首相和外相，执政经验丰
富。出任内阁官房长官的菅义伟是安倍的谋士，
也是安倍成功当选自民党总裁的最大功臣。

分析人士认为，麻生入阁将有利于新政权推
行强有力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推动日本经济回
升。有了麻生和菅义伟这两个左膀右臂，政权运
行将更加平稳，安倍也可以有所作为。

不过，安倍此次组阁并没能彻底消除上次担
任首相时组建“哥们儿内阁”的坏名声。文部科
学大臣下村博文和经济再生担当大臣甘利明都
是安倍的“铁哥们儿”，这样的人事安排可能会受
到在野党抨击。

▶▶▶▶▶▶▶▶▶▶▶▶▶▶▶▶▶▶▶▶▶▶▶▶▶▶▶▶▶▶▶▶▶▶▶▶▶▶▶▶▶▶▶▶▶▶▶▶▶▶▶▶▶▶▶▶▶▶▶▶▶▶ 追求政权“安全运行”

核
心
提
示

分析人士指出，安倍上台后，新政
权将首先谋求在一些迫在眉睫的内政
外交问题上取得进展，以此向民众证明
自民党比民主党更具执政能力，为赢得
明年参议院选举打基础，进而确保政权
的长期稳定。

在内政方面，安倍新政权的首要任
务是实施强有力的灾后重建对策和经
济对策，争取使日本经济走出低迷、实
现增长。

在外交方面，安倍新政权将首先致

力于强化日美同盟，并努力与中国、韩
国和俄罗斯改善关系。安倍表示，将努
力使日中关系回到构筑战略互惠关系
的原点，同时也不再就是否参拜靖国神
社明确表态。

然而，安倍的部分经济政策主张
在日本国内受到质疑。日本国际公共
政策研究中心理事长田中直毅说，自
民党内部和朝野政党几乎没有就安倍
的经济政策进行过讨论，如果其经济
政策出现失误，日本经济将会陷入崩

溃。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米仓
弘昌说，日本在经济泡沫破灭后一直
实施货币宽松政策，但未能消除实际
需求与潜在供应之间的差距，因此仅
靠货币宽松政策不能使日本摆脱通
货紧缩。

分析人士指出，安倍新政权如能
推行务实方针，实施行之有效的经济
政策，并以实际行动改善与中、韩、俄
的关系，那么将有可能取得实实在在
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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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12月26日电（记
者 吴谷丰）

日本国会众参两院26 日
下午举行首相指名选举，执政
党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当选首
相。他随即组建新一届内阁，
标志着日本新政权正式起航。

分析人士认为，安倍从上
一任政府手中接过的是个“烂
摊子”，他今后的执政道路会
因为需要直面不少棘手的内
政外交难题而充满坎坷。新
政权能否带来平稳政局，还有
待观察。

12月26日，
自民党总裁安
倍晋三当选首
相后接受国会
议员们的祝贺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