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破茂参加竞选活动为本党候选人拉票

深
海评 特朗普中东布局频遭“拆台”：美以战略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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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第27届参议院选举3
日发布公告，启动候选人报名

受理，为期17天的竞选活动就
此拉开序幕，投票日定在20
日。对支持率持续低迷的石破

茂政权而言，此次选举前景如

何？请专家分析。 ——编者

日本参议院选举在即
石破茂政权背水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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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直接下场协助以色列打

击伊朗后，美以同盟再度经受“压力

测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

被视作两国“亲密无间”的最新注

脚。然而，美以关系之间的暗流与间

隙正随着以色列“绝对安全”诉求的

持续膨胀而不断扩大，使美国对中东

局势的管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以色列：隐形“拆台者”
自诩“交易大师”的特朗普将推

动地区和平协议视为自身“协议缔造

者”身份贴金的关键抓手，然而他通

过多线谈判构建美国主导的中东战

略体系，在关键节点屡屡遭遇以色列

的“非合作”阻力。

首先，加沙停火折戟是对特朗普

的直接打脸。特朗普上台前夕选派

特使施压以色列，进而促成哈马斯与

以色列达成第一阶段停火协议，送上

“执政见面礼”。尽管特朗普在巴以

问题上采取极端亲以立场，但其真实

意图并非让中东陷入长期冲突，而是

希望将巴勒斯坦“困锁”在以色列绝

对控制下，在“稳定表象”中持续边缘

化巴以问题，为以色列蚕食“两国方

案”铺路。然而，停火仅维持数周便

因以色列重启军事行动而破裂，无疑

是对特朗普“调停能力”的嘲讽。

其次，以色列对“两国方案”的不

断破坏导致亚伯拉罕协议扩大面临不

确定性。特朗普第一任期推动阿联

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后，

亚伯拉罕协议成为整合阿拉伯国家与

以色列的主要抓手。特朗普第二任期

将目标锁定亚伯拉罕协议扩容，沙特

的态度成为关键。美国以签订安全保

障协议为筹码吸引沙特加入，同时借

叙利亚变局契机，既应沙特诉求解除

对叙利亚制裁，又积极推动叙以关系

正常化。但以色列在加沙及地区冲突

中愈发强硬的姿态直接破坏了这一谋

划，沙特虽为深化与美国合作而有意

改善沙以关系，却始终将“两国方案”

作为巴以问题不可逾越的底线，并牵

头组建支持“两国方案”的国际联盟。

而以色列持续破坏“两国方案”，最终

导致美国拉拢沙特的计划彻底落空。

第三，以伊“12日战争”破坏美伊

谈判。特朗普试图“极限施压”迫使伊

朗妥协，而以色列主动挑起与伊朗冲

突，虽然获特朗普同意，客观上却使美

伊谈判陷入更深危机。这种火上浇油

的行为，暴露出以色列在地区安全问

题上与美国战略节奏的严重脱节。

特朗普：欲“以打促谈”
特朗普在以色列袭击伊朗后通

过多种方式表示此次袭击经他批准，

同时又施压伊朗恢复谈判，无疑也是

一种“挽尊”行为。而美国轰炸机对

伊朗核设施的高调打击，本质上是一

场“双向示强”的战略表演：既是对伊

朗“极限施压”，更是通过“亲自下场”

的姿态重建对以色列的战略约束。

当特朗普宣称打击取得胜利并强

调美国有能力保护以色列时，潜台词

是：既然美国已为以色列安全“全力背

书”，以色列就应在加沙停火、地区扩

张等问题上作出妥协。内塔尼亚胡访

美期间，特朗普或将以此为筹码，要求

以色列配合美国的战略节奏。

但这一“以打促谈”的策略能否奏

效，目前仍存在巨大变数。一方面，特

朗普虽然试图约束以色列，却受到幕

僚团队中亲以势力掣肘，实际难以对

以色列实施有效节制，加之以色列国

内极右翼势力因“绝对安全”诉求膨胀

而影响力日增，特朗普的管控难度持

续攀升。另一方面，从谈判逻辑看，哈

马斯和伊朗同美以的对话更多是基于

当前战略弱势的权宜之计，三方间的

结构性矛盾（如巴以领土争端、伊以生

存互疑）并未根本缓解。即便特朗普

最终促成加沙停火、叙利亚加入亚伯

拉罕协议等“成果”，这些“成果”的稳

定性与可持续性仍高度存疑。

日本是议会内阁制国家，包括首相在内
的阁员基本都从众参两院议员中产生，国会
议员选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影响所及不但
是候选人当选与否，更关乎政权的存续。对
日本首相石破茂而言，20日即将举行的参议
院选举就是一场政权能否存续的背水之战。

选举目标实现不易
日本国会由众参两院组成，众议院465

席，参议院248席。从权重来看，众议院决定
首相人选，通常由众议院议席过半的政党或
政党联盟的领导者出任首相，因此重于参议
院。但从稳定性而言恰好相反，众议员任期
四年，但首相有权解散众议院，且多会选择时
机提前解散众议院，导致众议员一届坐满四
年反倒成了非常态。相比之下，参议员任期
长达六年，每三年进行半数改选，只要不发生
重大意外，就可以将任期坐满。

本轮是日本第27届参议院选举，共有
520多名候选人角逐125个议席，石破将自公
联盟维持过半议席定为选举“胜负线”。目前
自公联盟在参议院拥有141席，其中非改选为
75席。这意味着在改选的66席中，自公联盟
只要获得50席就能满足石破定下的目标。但
对执政根基脆弱、支持率持续低迷的石破内
阁而言，要实现这一目标却面临着高门槛。

实际上，稍早前结束的东京都议会选举
已经验证了自公联盟的黯淡前景。此次选
举被视为参议院选举的前哨站，结果在127个
议席中自民党仅获得21席，甚至低于2017年
曾创历史最低纪录的23席，公明党也从选前
的23席掉至19席，双双遭遇历史性惨败。

日本共同社5日至6日进行的电话调查
也显示自公联盟难有胜算：49.9%受访者表示
自公联盟的参议院议席数“最好少于半数”，
大幅高于回答希望“最好超过半数”的
39.8%。在选区议席选举中，36.6%受访者支
持在野党候选人，20.5%受访者支持执政联盟

候选人。在比例代表选举中，更仅有18.2%受
访者表示将投票给自民党。

执政联盟内忧外患
众所周知，自民党因深陷“黑金”丑闻，导

致自公联盟在2024年众议院选举中惨败，仅
获得未过半数的215席。有赖于在野党阵营
力量涣散，石破茂才能在众议院第二轮首相
指名投票中以相对多数获胜。虽然勉强保住
了相位，但石破内阁始终处于悬崖边缘，信任
危机、经济困境及美国压力等多重危机，持续
冲击着本已脆弱的执政根基。
首先，朝小野大的困局导致石破施政受

到多方掣肘，不得不向国民民主党、日本维新
会等在野党伸出橄榄枝，以维持国会运作。
然而这样一来，两党就以自民党“监督者”和
“鞭策者”自居，督促石破处理“黑金”丑闻，或
推动自公联盟支持两党在内政方面的各种诉
求等，石破的施政主导权因而受到极大影响。
而正当石破在为如何重获国民信赖而绞

尽脑汁之际，他又受到两轮重创。先是3月爆
出石破涉嫌向新当选议员违规赠送“商品券”
的政治丑闻，再是5月《周刊文春》杂志投下重
磅炸弹，报道称石破担任众议员期间曾通过
某地产公司长期以政治集资宴会券等形式敛
财，金额超过3000万日元。连续两次重击再
度点燃民众对政商勾结的怒火，不但加固了
“自民党腐败成风”的负面标签，石破个人自
诩的清廉形象也被弄得灰头土脸。内阁支持
率一度跌至20.9%，创下执政以来最低纪录。

其次，经济层面的低增长、高通胀、高物
价等问题始终困扰着石破内阁。近年日本股
市虽然持续翻红，经济形势却不容乐观，如
2024年实际GDP仅增长0.1%，实际工资连续
两年下降。此外，大量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
日本深陷输入型通胀的困境，如2025年前6
个月的核心通胀率维持在3%以上，5月更攀
升至3.7%，创下2023年1月以来新高。面对
物价飞涨叠加日元贬值，民众生活压力骤增，
最关心的是物价补贴、消费税改革、米价调控
等传统民生议题，但石破的对策似乎并未得
到选民认可。如《产经新闻》评论称，石破对
深受各界期待的削减消费税政策一直持否定
态度，民众的关注点自然更倾向于自己的“菜
篮子”而非他的“钱袋子”。
最后，美国的持续施压加剧石破内阁的

负担。特朗普多次就美日贸易逆差问题发
难，不但批评日本“被宠坏了”，还威胁8月1
日起对日本加征25%关税。实际上，自4月开
始日美已经进行了七轮贸易谈判，却始终因
特朗普态度强硬，一边施压日本要敞开大米
市场并多多进口美国汽车，一边不肯在汽车、
钢铝等关税问题上稍作让步而无果而终。

石破或能惊险过关
日本《每日新闻》根据5日至6日进行的

民调预测，自民党获得的议席将在32至46
席，公明党为7至10席。按照这一预测，选举
结果可能出现如下三种局面：
第一，自公联盟表现惨淡，仅获得低配议

席数，距离50席的目标差距很大。这对石破
而言显然是最严峻的结果，势必直接触发政
权危机，日本政坛也会陷入新一轮震荡期。

第二，自公联盟表现超出预期，获得高配
议席数，确保参议院多数，石破可以继续掌控
“日本丸”。但由于自民党议席较选前有所缩
水，党内斗争还会持续下去，对政权的稳定性
势必造成一定冲击。

第三，自公联盟表现平平，获得中配议席
数，两党合计接近50席。面对“双院瘫痪”的
困局，朝野攻防会进一步激烈，石破只能加大
力度拉拢在野党和无党派议员，从而导致执
政根基愈加脆弱。

从目前日本的政治生态来看，最有可能
的结果是第三种，即石破会惊险过关。首先，
自民党内反对石破的力量固然不少，但面对
内外困局，取代者接手的也只能是一个烂摊
子，最终势必再度成为“短命首相”。而且自
民党的形象已然处于悬崖边缘，争权夺利对
党的形象只会雪上加霜。其次，在野党虽然
力量增强不少，但因为来自左右不同阵营，理
念南辕北辙，不可能联手对抗自公联盟。最
后，日本视对美国贸易谈判为“国难”级别的
危机，形成了需要政权保持稳定性与一致性
的政治默契。

综上所述，此次参议院选举对石破政权
而言固然是背水一战，但他未必就会丢掉首
相位置。只是选举落幕后，各方政治力量势
必为重新划分权力版图而展开更激烈的博
弈，日本政治走向也会变得愈加晦暗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