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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16日，日本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向众

议院提交了针对岸田内阁的不信任案。立宪

民主党党首泉健太表示，“防卫费财源特别措

施法案”很可能导致赋税增加，岸田内阁不愿

倾听民意，无视民众生活。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
秘书长、研究员蔡亮认为，日本执政联盟虽有
内部摩擦但优势明显，在野党此举一方面希望

拖延相关法案在国会通过，另一方面旨在向支

持者表明立场。无论岸田是否解散众议院，日

本政坛格局很难出现根本性变化。

大幅提升防务支出
在16日参议院强行通过“防卫费财源特

别措施法案”之前，日本朝野党派之间的分歧

已十分明显。虽然在野党极力反对，但在由

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掌控下的日

本参议院财政金融委员会15日依然通过了确

保防卫费增额财源的特别措施法案。

根据这份法案，日本政府将筹集税外收

入创设“防卫力强化资金”，并计划通过支出

改革、决算剩余金和增税来筹措防卫费。

蔡亮表示，根据日本去年末通过的安保

三文件，日本将大幅提升防务支出，拟将未来

五年防卫费总额提升至43万亿日元，有调查

显示，虽然日本有过半民众认同政府强化国

防能力的做法，但多数民众更在乎的是，这笔

几乎翻一番的费用从哪来。

在15日的投票过程中，立宪民主党、日本

共产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等在野党以

“导致轻易增税”的缘由表示了反对。最大在

野党的立宪民主党党首泉健太称，“岸田内阁

完全没有倾听的耳朵，正在无视国民生活。”

朝野党派各有盘算
16日，立宪民主党正式向众议院提交不

信任案。根据日本宪法，一旦不信任案获得

通过，内阁要么总辞，要么解散众议院，重新

大选。但基于执政联盟的议席优势，在野党

的不信任案无法产生实质性作用。

蔡亮表示：“首先，随着日本股市一路走

高，以及七国集团广岛峰会的召开，岸田内阁

的支持率正在上升。其次，执政联盟虽在选

举合作问题上产生分歧，但这不影响其他方

面的合作。”

岸田15日表示，不会考虑在近期解散国

会。蔡亮认为，“即便岸田在6月21日本届国

会会期结束后宣布解散国会，重新选举，也只

是出于巩固执政地位的考虑。”岸田的自民党

总裁任期将于明年到期，如果在那之前再度

带领自民党赢得国会选举，那么他在自民党

内的权势将进一步强化。对于在野党来说，

如能借此议题鼓动自民党的反对者积极投

票，或许也能在国会增加些许席位。

无人顾及灾民权益
可悲的是，日本政坛朝野党派斗得火热，

福岛等地灾民的权益却无人顾及。

日本众议院财务金融委员会14日在福岛

就挪用地震后灾区重建的增税资金用于扩充

军备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上，福岛等地灾

区居民都对这一计划表示强烈反对。福岛大

学名誉教授铃木浩批评称，福岛第一核电站

反应堆报废工作尚无眉目，政府挪用财源将

妨碍灾区重建。致力于支援灾民的非营利组

织代表理事大土雅宏表示：“为什么把重建财

源用于防卫费？作为一名福岛县民，对这一

消息感到悲哀。”

2011年“3·11”大地震后，福岛等地区损

失惨重。尽管日本政府承诺投入巨资予以重

建，但12年过去后，依然有3万余难民背井离

乡，谋生艰难，而福岛核电站引发的核污染水

处理问题，也令国际社会异常担忧。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仍决意大幅扩充

防卫费，采购武器，重整军备。2023财年预算

案中，防卫费增至超6.82万亿日元，是2022财

年的1.26倍，已创历史最高纪录。在未来数

年里，这一开支还将急速增长。

不少日本民众担忧，日本政府在美国的

怂恿下大规模扩张军力，大幅增加防卫预算，

已经严重背离“和平宪法”的精神。更多日本

民众认为，在经济前景仍不明朗的情况下，此

举势必加重民众负担，违背民众意愿，根本无

法接受。 本报记者 杨一帆

扩充军备日挪用震后重建增税资金
参议院通过“防卫费财源特别措施法案”

新华社上午电 德国国

防部长鲍里斯 ·皮斯托里乌

斯16日暗示，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可能会对乌克兰加入

“开绿灯”，允许后者“跳过”

一些加入这一军事同盟的必

要程序。

当有记者提及美国方面

对乌克兰跳过“成员国行动

计划”持开放态度时，皮斯托

里乌斯说，他也对此持开放

态度，而且“越来越多迹象表

明，大家都会同意这一点”。

美国《华盛顿邮报》和

《政治报》等媒体15日援引

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

府支持乌克兰不参与“成员

国行动计划”，以缩短乌克兰

加入北约的进程。

一般而言，如果一国获

得北约邀请参与这一计划，

意味着该国已被认为是北约

候选国。如果“跳过”这一

步，理论上意味着北约成员

国任何时候都能同意乌克兰

正式加入。

北约2018年把乌克兰

列入“申请国”名单。如果乌

克兰被纳入“成员国行动计

划”，在满足北约一系列政

治、经济和军事要求后，乌克兰还需要等待北

约正式邀请，然后需由各成员国批准。加入

北约的整个程序非常复杂，往往耗时数年。

北约一些东欧成员国长期呼吁为乌克兰

加入北约设定时间表，但北约秘书长延斯 ·斯

托尔滕贝格说，目前无法给出乌克兰加入北

约的准确日期。

新华社上午电 菲律宾政府官员16日

说，位于东北部阿尔拜省的菲律宾最活跃火

山马荣火山持续喷发多日，周边约2万名居

民被迫撤离。

马荣火山上周开始喷出浓烟和火山灰

后，当地政府强制疏散了以火山口为圆心半

径6公里范围内的居民。11日夜间，马荣火

山开始喷发岩浆。阿尔拜省省长拉格曼12

日下令，将疏散范围扩大至半径7公里内。

美联社援引政府官员的话报道，截至目

前，此次火山喷发较为温和，没有造成人员

伤亡，但喷发可能持续数月，或引发持久人

道危机。

目前，阿尔拜省已有约2万名居民被分

别安置在20多个避难中心。这些避难中心

多设于中小学校教室内，该省5个城镇总计

超过1.7万名学生上课受到影响。

当地教育部门官员阿尔文 ·克鲁兹说，

受影响学生中，约80％改为远程学习，其余

则由老师带领，在村礼堂、体育馆、花园、树

下等场所上课。

马利利波特镇一所小学收容了超过

2400名被疏散居民，数学老师雪莉 ·班扎盖

尔斯因此把课堂转移到一棵芒果树下。“尽

管火山喷发，生活还得继续。我们眼下其实

身处避难营，但我必须继续教我的学生。”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14日前往阿尔拜省

慰问被疏散居民。马科斯在一个避难中心

告诉被疏散居民，此次火山喷发可能持续3

个月后才会趋于平息，他们才能重返家园。

德新社援引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最新

通报报道，马荣火山目前的警戒级别为三级，

意味着这座火山“不稳定程度相对较高”。

马荣火山高约2460米，以“完美圆锥

形”山体知名。这座火山过去400年来总计

喷发超过50次。最近一次喷发在2018年，

迫使数万人逃离家园；破坏最严重的一次在

1814年，导致1000多人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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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最活跃火山喷发 或持续数月
周边约2万名居民被迫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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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荣火山持续喷发 本版图片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