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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危机难解
石破茂内阁“跛脚”前行

日本政坛2024年发生巨变。老牌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受“黑金”丑闻打击，在国会众议院选举中
遭重挫，沦为少数派执政党，首相石破茂领导的“跛脚”内阁面临重大考验，难像之前那样凭借议席
优势强推政策。外交方面，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即将上任，日本舆论担忧美方贸易保护主
义政策以及要求日本增加防卫费等问题掣肘日美关系发展，日美同盟面临新的挑战。

A “独大”格局被打破

在10月27日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自
民党在465个议席中仅获得191席，远少于
选前的247席，创近15年来新低；执政盟友
公明党相比选前丢失8席，仅获24席；最大
在野党立宪民主党的议席则增加 50 席至
148席。自民、公明两党执政联盟虽然议席
数最多，但未达总议席半数，沦为少数派执
政党。

自民党在日本政坛“独大”格局被打破，
最直接的影响是自公执政联盟在众议院的
控制力大幅削弱。执政联盟不得不将新一
届众议院17个常任委员会中的7个委员长
职位拱手让给在野党，包括主导预算审议的
预算委员长。这是这一重要职位时隔30年
再度由在野党掌控。在山口大学名誉教授
纐缬厚看来，这一重大变化意味着日本政治
今后将在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相互制衡与妥
协中发展。

在新一届众议院中，自公执政联盟与在
野党围绕政治改革、预算案、经济对策等议
题激烈交锋。《朝日新闻》在报道中称，石破
茂在国会论战中一方面展现认真探讨姿态，
另一方面却很少触及具体结论，有时甚至闪
烁其词，反映了少数派执政党领袖难以发挥
主导权的困境。

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教授土居丈朗指
出，在物价飙升、民众生活压力加剧背景下，
民众对政府和老牌政党的信任感下降，新兴
政党成功利用了这些不满情绪。在众议院
选举中，组建历史相对较短的国民民主党所
获议席数由 7 席大幅增至 28 席，成为第三
大在野党。在前两大在野党与自公执政联
盟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国民民主党成为执政
联盟需要拉拢的关键力量。

B 信任危机难化解

“黑金”丑闻令 2024 年日本政局生
变。2023年11月，自民党多个派阀被曝
向所属国会议员下达出售政治筹款派对
券的“销售指标”，如果超额完成，多筹集
的资金将以“回扣”形式返还议员。

为尽可能减少丑闻不利影响，2024
年1月，时任自民党总裁、首相岸田文雄

“断臂求生”，带头解散自己常年担任会长
的“岸田派”，并带动“安倍派”“二阶派”等
派阀解散。9月底至10月初，石破茂当选
自民党总裁并接任日本首相，随后迅速解
散众议院举行大选。针对涉“黑金”丑闻
议员，他起初决定取消其中6人作为自民

党“公认候选人”的参选资格，之后迫于舆
论压力增至12人。然而在选举前夕，日媒
曝出失去自民党公开支持的候选人实际
上仍获得与“公认候选人”金额相同的竞
选资金。尽管自民党高层迅速出面辩解，
但此事影响恶劣，多家日媒认为这是自民
党在众议院选举中遭重创的重要原因。

一年来，受丑闻拖累，自民党支持率
持续下滑，在多次众参议员补选中失利，
加之在众议院选举中惨败，给人以在野党
将能“翻身”之感。不过，众议院选举后一
组民意调查数据颇引人深思。《朝日新闻》
11月初的民调显示，尽管石破茂内阁的支

持率从一个月前刚组阁时的46％下跌至
34％，但61％的人认为他不必辞职，远超
24％的持相反看法者。这反映出民众对
待朝野政党的复杂心态：一方面对长期执
政的自民党失望，另一方面对在野党执政
能力缺乏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众议院选举投票
率仅为53.85％，比三年前下降逾两个百
分点。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日本年轻
人投票率最低，远不及老年人。年轻人不
投票的理由中，最多的是“无法信任政治
家”。对朝野各党而言，相比党派之争，如
何重获民众信任或许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C 日美关系遇挑战

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也给自公执政
联盟在外交和经济等方面带来不确定
性。据记者观察，虽然日本政府未像八
年前那样全部押注美国民主党籍总统候
选人，但自特朗普胜选以来，悲观论调一
直在日本弥漫。

首先，日本政府和社会担忧特朗普
上台后力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多家日
媒预测，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很可能采取
更激进的关税政策，对依赖美国市场的
日本企业而言是重大挑战。

许多日本汽车制造商基于《美国－
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框架在墨西哥设
厂，发挥当地廉价劳动力优势，把产品出
口至美国。然而，特朗普已宣布将在上
任首日即对从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入美国
市场的所有产品加征25％关税，这将导

致日本车企失去现地生产优势，而重新
配置供应链将对日本车企造成严重冲
击。此外，日本还可能成为被直接加征
关税的对象。

日媒指出，在特朗普上一个总统任
期，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与特朗普的
良好私交对稳住日美经贸关系发挥了一
定作用，而石破茂能否复制“安倍－特朗
普式关系”是未知数。日本经济界人士
对两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建立私交以及这
种关系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两国经贸关
系发展并不乐观。

其次，特朗普可能继续要求日本增
加防卫费。岸田文雄任首相期间提出从
2023 财年起逐步增加防卫费，到 2027
财年实现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据日本政府估算，日本防卫费自2027财

年起将面临数万亿日元缺口，除了调整
政府支出等方式，政府还提出以提高法
人税、所得税及烟草税来填补缺口。不
过，由于遭到强烈反对，增税措施暂未启
动，执政联盟中近期甚至还出现要求进
一步推迟增税的声音。

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向来强调本
国利益最大化。鉴于他第一任期内要求
日本大幅增加所分摊的驻日美军费用，他
上任后很可能会再次“狮子大开口”。如
此一来，日本可能面临数额更大的防卫费
缺口，被推迟的增税措施或被迫施行。

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
熊野英生认为，如果为维持日美同盟关
系而增税，可能引发日本民众对美国的
强烈反感，将成为日本外交的最大隐患。

据新华社

GPS失灵下，以色列民众的“生活迷航”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17岁的以色列青

年马什与记者相见时，比约定时间晚到了
一个多小时。“实在抱歉，因为GPS信号受
到干扰，我常坐的公交线路无法调度车
辆，临时停运了。我不得不多次换乘赶
来。”马什无奈地解释道。

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不
时干扰GPS信号，以削弱黎巴嫩真主党、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也
门胡塞武装的军事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失去方向”的，不仅
仅是外来的精确制导武器。对以色列人
来说，GPS信号受干扰也严重影响他们的
生活：地图导航失灵、公交车停运、外卖暂
停……所有依靠定位的手机应用软件都
无法正常工作。

不久前，记者驾车赴以色列北部地区
采访，在距目的地仅十几公里时，GPS 信
号开始受到干扰，手机定位显示当时位置
竟在距离遥远的约旦。记者只好靠边停
车，尝试用普通地图确认路线，结果一路
开入以军设定的军事禁区遭拦截才作罢。

以色列青年阿龙生活在以北部城市
海法。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不久，阿龙

所在街区遭火箭弹袭击，而他的手机预警
软件并未预警。阿龙发现，预警软件是根
据定位发出警告，而他所在的街区遭袭击
时，他手机显示的定位位置竟是地中海。

“干扰GPS信号非但没有保护我的安全，
反而增加了我的风险。”

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以军干扰
GPS 信号还影响到叙利亚、约旦、黎巴嫩
甚至塞浦路斯部分地区。欧洲航空安全

组织认为，干扰GPS信号加重了飞行员和
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工作负担，对航空安全
构成很大潜在风险。

冲突和战争给以色列人带来的影响
远不止于此，许多以色列人的生活乃至心
灵也因此失去方向。

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以色列一家
学术中心联合进行的研究显示，新一轮巴
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人的创伤后应激

障碍、抑郁和焦虑患病率几乎翻倍。
2023年10月，阿龙被征召入伍。在以

军搜救部队服役的3个月里，他几乎每天都
要前往遭袭击的房屋搜救伤者，这对他的
心理造成了极大影响。“直到现在，有时候
我仍会梦到废墟和伤者，会从梦中惊醒。
我感觉自己已无法继续正常地生活。”

以色列民众没有停止对和平的呼
唤。当记者与当地人交谈时，“和平”是热
点话题。

在耶路撒冷的一次抗议活动上，记者
遇到担任急救保障志愿者的医生亚伊尔
和达夫娜。“现在的战争不是在拯救人质，
而是置人于危险中。”他们不约而同地表
示，希望停火早日达成，战争立即停止。

17 岁的泰达住在戈兰高地一个紧挨
黎巴嫩边境的村子里，他所在的村子经常
遭到火箭弹和导弹袭击，而且往往不会有
任何预警。“每个人都因为战争感到焦
虑，”泰达望着黎巴嫩境内升起的爆炸黑
烟说，“我有同学家里被火箭弹击中，还有
老师因为跳弹受伤住院，我已经超过半年
没见过大家了。只希望这一切能早日结
束。” 新华社耶路撒冷1月2日电

2024 年 9
月1日，示威者
手举停火标语
参加在耶路撒
冷的停火游行
示威。
新华社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