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首相施展拳脚时间不多
提前大选成为不确定因素

    ?： 明年日本自民党将再次进行总裁选
举， 菅义伟究竟是一个任期短暂的 “过渡人
物”， 还是会成为像安倍那样长期执政的首
相，您对他个人的政治前途有什么看法？

答：由于安倍辞职事发突然，菅义伟临危

受命， 因此他不像通常自民党总裁的任期为
一届 3年，而只能干到明年 9月，即安倍的剩

余任期。 届时， 自民党必须重新举行总裁选

举。这次岸田文雄和石破茂参加总裁竞选，实
际上是为明年真正的总裁选举做铺垫的。 所

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菅义伟目前的一年任
期，颇具过渡性人物的特征。

另外，根据日本政治议程，包括这次自民
党总裁选举在内，有一个因素必须考量，这就

是下一次众议院选举。 众议院一届议员任期
为 4年， 但首相有权提前解散众议院举行大

选。一般来说，执政党会视情况在该党和政府
支持率高的时候举行大选，以求长期执政。当

然，提前举行大选原则上要有合适的理由，即
所谓“大义名分”。如若没有正当理由，就会被

在野党诟病为只是为一党之私利， 效果往往
也会适得其反。

上一次日本众议院选举是 2017 年 10

月，本届议员任期至明年 10月。因此，自民党
的首要任务是赢得下一届大选，继续执政。安

倍政权因为森友、加计学园、赏樱会等利用职
权腐败案并未真正结束， 加之对疫情应对不

力，支持率近期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但由于安
倍因病辞职，作为结束日本政坛“十年十相”

的混乱局面、 开创了长期稳定政权的政治强

人，安倍辞职后的支持率反而大幅反弹；加上
一般新内阁上任之初会获得较高支持率，所

以执政党将在 10月份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
大选的说法也时有所闻。 譬如副首相兼财政

大臣麻生太郎以及岸田文雄等重量级人物都
持这一看法， 而菅义伟在竞选总裁时则表示

要看疫情情况而定。

从目前情况看，如果付诸实施，固然有对

自民党有利的一面，如果赢得大选，菅义伟也

算过了“问信于民”这一大关。这样的话，明年

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他就增加了胜算， 也就
完成了“过渡期”。但问题在于“大义名分”，也

就是在疫情反弹、 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当口提
前举行大选的理由何在？

在菅义伟 16日在国会被指名选举为首
相的前一日，在野党也完成了重组，新组建的

立宪民主党已经摆出对决姿态， 拥有 150名

国会议员的该党与其他在野党一起， 对自民
党形成相当大的牵制作用。 是否提前举行大

选， 还有待自民党权衡决定。 如果维持到明
年，那就是 9月份自民党总裁选举，届时鹿死

谁手，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菅义伟上台之后
一年间的内政外交业绩， 因此留给他施展拳

脚的时间并不多。在安定感中求变化，期望化
“过渡人物”为长期政权，不言而喻是菅义伟

政权的基本诉求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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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菅义伟内阁未来政
策路线引人关注， 在内政方
面，您认为他会有哪些动作？

答：在内政方面，新首相
菅义伟面临的课题多如山

积，其中最具挑战性的“三板
斧”，无疑是疫情应对、经济

复苏和前途未卜的奥运会。

安倍首相对疫情的处理引发
国民不满，支持率大幅下降。

菅义伟上台后如何改变被动
局面， 切实控制疫情反弹蔓

延乃最吃紧的课题。他表示，

寄望于明年春天能够用疫苗

解决这一棘手问题。

受疫情影响， 日本经济
严重下滑。 菅义伟希望推动

包括中小企业基本法等的规
制改革， 激发企业活力。 同

时，加大对外贸易，视疫情开
放推动观光旅游等。 而作为

巨大工程的奥运会， 因为疫

情的不确定性， 如何协调推
动， 尽量使其不成为负面资

产， 对新政府将是一个重大
考验。 以上“三板斧”能否打

好，无疑对新政府的“亮相”乃至菅首相个人

的政治前途至关重要。

那么，在努力解决“三板斧”之外，菅义伟

的必做功课， 那就是在继承包括 “安倍经济
学”在内的安倍路线的同时，也必须提出自己

对日本内政的长期目标和愿景。 从其在自民
党总裁竞选及其他场合的表述来看， 主要表

示要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规制改革、打破部

门利益，其中的亮点是根据现实的变化，推进
数字经济，设立统合各相关中央部门的“数字

厅”等。 由于安倍中途突然辞职，临时接班的
菅义伟执政的长期目标和愿景尚未真正成

熟，人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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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与以建交 凸显中东变局
    美国总统特朗普 15日在白宫

主持以色列与阿联酋和巴林关系正
常化协议的签署仪式。巴林成为继

阿联酋之后，近期同意与以色列建
交的第二个阿拉伯国家。

分析人士认为，巴林加入以色
列的“朋友圈”有沙特阿拉伯因素，

更离不开美国的撮合。为提振选情，

特朗普政府近期频频游说阿拉伯国
家，促使转变对以态度。随着阿拉伯

国家接连同意与以色列建交，巴勒
斯坦问题重要性让位于伊朗问题这

一中东格局的变化趋势越发明显。

巴林之意
阿联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

化后，巴林就被外界猜测有可能紧

随其后同以色列建交。有分析认为，

上周巴林方面表示允许以色列和阿

联酋之间的航班使用其领空，其实
就是向以色列释放积极信号。而在

巴林与以色列交好的背后，除了美
国外，沙特起到了很大作用。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
研究员包澄章说，巴林在地区政策

上一直紧跟沙特，如果没有沙特默

许，巴林不会同意与以色列建交。沙
特囿于自身海湾阿拉伯国家盟主、

“阿拉伯和平倡议”提出者、1948年
第一次中东战争参与者等身份限

制，对中东形势变化持观望态度，让
巴林与以色列建交其实是沙特用以

试探外界反应的一种策略。

美国之欲
近一个月来，美国在中东外交

动作频频。8月 13日，以色列与阿

联酋在美国斡旋下达成协议，同意
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 8月下旬访问中东五国，随
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

莱恩和美国总统高级顾问库什纳接

连访问中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

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成昊认为，特
朗普政府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强

化挺以色列、反伊朗的中东政策，进

一步巩固中东亲美阵营；二是通过
外交成绩提升支持率，特别是巩固

国内亲以色列的基督教福音派这一
基本盘。数据显示，福音派教徒约占

美国选民人数的四分之一。在 2016

年美国大选中，有约八成白人福音

派选民投票给特朗普，争取这些人

支持对特朗普竞选连任至关重要。
北京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吴

冰冰指出，特朗普政府这几年在外
交领域没有太多建树，近期推动这

一轮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建交活
动，就是着眼于大选。

中东之变
巴勒斯坦领导层 11日晚发表

声明，“强烈拒绝和谴责”巴林在美

国撮合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称
是“对巴勒斯坦事业的背叛”。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巴勒斯坦
方面反应强烈，但恐怕难以改变部

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走近的大

势。面对美国施行的中东政策以及
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巴

勒斯坦问题正逐步被边缘化。
包澄章说，反伊朗阵营中的阿

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有
从外交上进一步孤立伊朗的考量，

但此举将加剧阿拉伯各国在巴勒斯
坦问题上的立场分歧，使得巴勒斯

坦处境更加艰难。 蔺妍 吕迎旭

新内阁保存浓厚安倍色彩
无背景首相不忘派系酬恩

    ?：菅义伟新内阁 16日亮相，作为被媒
体认为缺乏背景的首相， 他在内阁成员的选
择上，是否会改变安倍“朋友内阁”的路线？人
事安排上是否会体现出派阀的压力？

答：8月 28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突然

宣布辞职，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日本自民
党高层以疫情为由， 决定采取简便的快车道

方式选举产生新总裁。 9月 14日，内阁官房

长官菅义伟以大比分战胜一直被视为安倍的
“意中人”、 现任自民党政调会长的岸田文雄

以及颇有民望的石破茂，成为自民党新总裁，

并于 16日荣登首相大位。

日本自民党自 1955年以来共产生 26位
总裁，其中绝大多数出身政治世家。而来自农

家、 毫无政治背景的菅义伟能以绝对优势胜
出，颇具传奇性，可谓临危受命，机缘际会。

在安倍第二次执政的 7年零 8个月中，菅
义伟既是重大决策的参与者， 又是协调执行

人。 作为安倍政府的大管家和代言人，他的低
调务实和协调能力也给国民留下深刻印象。

9月 15日，自民党高层重新洗牌，特点

是求稳与派系酬恩。自民党高层除总裁外，长

期由负责党务特别是选举、资金的干事长，负
责政策制定的政调会长及党务管理的总务会

长构成， 后来又追加辅助选举的选举对策委
员长以及负责国会工作的国会对策委员长。

这次自民党 5名高层平均年龄在 70岁以上，

基本上都担任过内阁大臣，类似五老护驾，求

稳之意不言而喻。

此外， 国会主要派系如最大派系细田派
的下村博文担任政调会长， 麻生派的佐藤勉

任总务会长， 竹下派的山口泰明任选举对策
委员长，二阶派的二阶俊博留任干事长。

从目前所知的新内阁成员看， 特点之一
是安倍色彩浓厚， 这表现在上一届安倍内阁

主要成员如麻生太郎副首相、外相茂木敏充、

防卫相河野太郎等 11人即半数以上或留任

或在阁内换岗， 所以也被媒体讥为 “承袭内

阁”“留守内阁”等。

二是报恩色彩显著。 由于菅义伟出身寒
微， 一路过来离不开贵人相助， 因此投桃报

李。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安排安倍亲信加藤胜
信接任官房长官、 岸信夫担任防卫大臣这两

个要职。此外，菅义伟政治恩师之子小此木八
郎留任， 安排安倍中学时代家庭老师、 年届

75岁的平泽胜荣入阁等。

当然， 菅义伟标榜要建立一个为国民而

辛勤工作的内阁，也并非空言。这体现在几乎

所有内阁成员都担任过党政要职，经验丰富，

包括 4位再入阁的实干家。

总体而言， 这次自民党高层重建及新内
阁的组成， 既反映了菅义伟继承安倍路线的

人事安排，也体现了菅义伟持重务实的性格。

菅义伟：过渡人物还是“安倍第二”？

外交“素人”应先“求稳”
持重务实或是基本风格

    ?： 分析人士一般认为菅义伟比较缺乏
外交经验， 他是否会选择延续安倍的外交政
策路线？ 又会如何影响日美关系以及日本和
邻国的关系？

答：菅义伟作为官房长官，主要职责为协

助首相管理国内事务。此前，他曾担任过总务
大臣，职责范围也与外交无涉。 所以，日本国

民担心他作为外交“素人”，能否处理好外交，

普遍表示担心甚至持怀疑态度。 菅义伟新政
府并非通过大选所产生， 一方面它具有时限

性， 另一方面又有可能通过党内正式选举而
延长， 所以菅义伟新政府在一年的时限内应

该贯彻“求稳”的外交方略。

这里的“求稳”，很大程度上是把新政府

的外交政策设置在安倍政府外交政策的 “延

长线”上。 在大的方略上，就是要对美继续贯
彻“日美基轴”，对华“变竞争为协调”，对俄

“以领土、经济换和平条约”等。 在“后疫情时
代”如何平衡大国关系方面，菅义伟可能面临

比安倍时代更大的压力。

一般推测，菅义伟一贯持重务实的风格，

将会投射到外交政策上。当然，作为美国同盟

国的日本，特别是在安保方面，如何妥善处理
与各方的关系，将面临重大考验。作为外交新

手的菅义伟首相如何平衡与把握， 还有待继
续观察。

经过两周
多的竞争博弈
和内部权力运
作平衡，日本执
政的自民党选
举产生新总裁，
原安倍内阁官
房长官菅义伟以显著优势当选，
并于 16 日成为第 99 任日本首
相，成立新一届内阁。

菅义伟新内阁将面临哪些
挑战？他是否会成为继安倍之后
长期执政的日本首相？我们请专
家为您详细分析。 ———编者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胡令远

胡令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