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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内阁支持率跌进“危险水域”
“奥运红利”难以如愿 “多事之秋”提前到来

    对日本首相菅义伟来说，刚刚闭幕的东

京奥运会非但没能让他松一口气，政治阴云
反而正一点点逼近永田町首相官邸。

奥运会后公布的首个民调显示，菅义伟
内阁支持率进一步跌至 28%。这是菅义伟去

年 9月上任以来支持率首次低于 30%，被视
为来自民众的响亮警告：在日本，内阁支持率

低于 30%，便被舆论认为进入执政的“危险水

域”；如果进一步低于 20%，将陷入更加危险
的“下台水域”。

难以如愿的“奥运红利”、疲于应对的疫
情、提振乏力的经济和不确定性加剧的众议

院选举……菅义伟的“多事之秋”似乎已经提
前到来。

“奥运魔咒”显现？

《朝日新闻》9日刊登的民调结果显示，尽
管 56%日本民众认为举办奥运会是好事，但

菅义伟内阁民意支持率下滑至 28%，不支持
率升至 53%。

不少分析认为，疫情管控不力损害了菅
义伟内阁的声望。最新民调显示，受访者中

66%对政府的抗疫措施没有信心，73%认为疫

苗接种速度迟缓。对菅义伟来说，举办一场成
功且安全的奥运会将带来巨大的政治优势，

但一旦事态发展走向令人担忧的另一面，则
会重创日本经济和国家声誉。

令人担忧的事情正在发生。8日，东京都
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连续第 5天超过 4000

例，共同社称之为“爆发式”扩散趋势。鉴于疫
情蔓延，日本政府当天宣布把实施重点防疫

举措的地区从 5地扩大至 13地。对此有日媒

哀叹，“奥运会一结束，日本列岛就陷入了清

一色的‘疫情色’”。
“奥运景气”已经很难令日本人有所期

待。野村综合研究所经济学家测算认为，日本
一系列紧急事态宣言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恐将

达到 2.1万亿日元，与预计带来 1.6万亿日元

“奥运经济”效果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日本民间流传的“奥运魔咒”

开始让一部分自民党议员忧心：回顾历史，从
1964 年东京奥运会、1972 年札幌冬奥会到

1998年长野冬奥会，日本举办奥运会之年往
往会发生首相更迭的政坛动荡。而对菅义伟

来说，2021年日本面临的内外形势更为复杂。

执政挑战众多
事实上，菅义伟面临的远不止一个传说

中的“奥运魔咒”。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暴露了日本经济迟
暮沉沉的一面。世界银行 6月发布《全球经济

展望》报告，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
5.6%，但预计日本经济增长率仅 2.9%。最新

调查显示，在全球企业家信心指数排名方面，

日本居于末位。专家指出，长期来看日本国内
经济环境并不乐观，国内市场狭窄、人口深度

老龄化和财政状况日趋严峻等深层次的结构
性问题难以解决，早已成了高悬的“达摩克利

斯之剑”。而菅义伟上台以后，至今尚未向国

民展示清晰的发展战略。
在疫情和经济令人忧心的情况下，稳定

政局就成了菅义伟面前的一座大山。两大政
治节点已经近在眼前：自民党总裁任期将于 9

月底结束，本届国会众议员任期将于 10月底
结束。菅义伟原本希望借助控制疫情和举办

奥运会，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选举，继而带

领自民党胜选，连任党首，然而眼下看来不确
定性在增加。尽管自民党与在野党势力相差

悬殊，赢得大选几无悬念，但据《朝日新闻》民
调，有六成调查对象“不希望”菅义伟连任自

民党总裁并继续担任首相。
更加微妙的是，东京第一检察审查会近

日对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赏樱会”一案处
理提出异议，认为对前首相安倍的不起诉决

定“部分不当”，要求重启调查。分析认为，在
一系列重要政治日程临近之时，此事将对日

本政局造成影响。对此，与安倍关系密切的菅
义伟一直保持沉默。

对菅义伟而言，最难的或许还是如何唤
起日本人对国家的信心。“圣火消失后，不仅

回到新冠疫情的日常，而且与往常落差更
大。”《日本经济新闻》评论文章指出，如果

从短暂的奥运梦中醒来，就会发现应对疫情
耗费精力、数字化明显落后、多样性的尊重流

于口号这样的现实，就在日本人眼前。
去年 9 月刚上台时，菅义伟的座右铭

“有志必有路”曾被日媒广为报道。但一年过
去，经历了一届迟到的奥运会，菅义伟似乎仍

然没有找到让国民信服的那条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吴宇桢

鸡蛋大米猪肉鸡肉价格纷纷上涨
韩国经济面临通货膨胀压力倍增

    新华社上午电 韩国物价今年上半年持

续走高，一盒 30枚鸡蛋的零售价一度超过
9000韩元（约合人民币 51元），知名方便面

品牌真拉面 13年来首度涨价，韩国经济面
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倍增。

韩国统计厅最新数据显示，7月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2.6%，连续 4个

月高于 2%，鸡蛋、大米、猪肉、鸡肉、大蒜、辣

椒粉等农副产品价格纷纷上扬，通货膨胀忧
虑加重。

据韩国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公布的农
副产品零售价格数据，3 日韩国一盒 30 枚

国产鸡蛋平均售价为 7266韩元，较去年同
期上涨逾 2000韩元，在大型超市还实行一

人一盒限购措施。
韩媒分析，鸡蛋价格上涨主要受禽流感

蔓延、酷热导致家畜大量死亡等供给侧因素
影响。韩国政府上半年曾进口 2亿多枚鸡蛋

补足供应，但蛋价未见明显回落。
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洪楠基

表示，目前农畜产品价格较高，极端天气下
物价有可能进一步攀升，政府将采取扩大中

秋旺季产品供应规模、提前供应时间、扩大

进口量等措施，在中秋节前稳定物价。

据悉，韩国政府将在 9月底前再进口 2

亿枚鸡蛋，其中一半以上供应大型超市，以

满足消费者需求。政府还计划将国产牛肉和
猪肉的供给量较平时分别增加 1.6 倍和

1.25倍，以保障中秋期间畜产品价格平稳。
此外将简化肉类进口检验程序，扩大牛肉和

猪肉进口量。

除农副食品价格上涨外，7月加工食品
价格也上涨 1.9%。《东亚日报》报道，韩国方

便面品牌不倒翁、农心等接连宣布上调价
格，其他食品公司也以原材料价格和人工费

上涨为由，上调饼干、火腿等加工食品售价，
居民“菜篮子”压力进一步加重。

韩国总统选战“两强”民调持平
    新华社上午电 韩国 9日发布的民调结

果显示，角逐下届总统的人选中，一度领跑
民调的前检察总长尹锡悦支持率下滑，与京

畿道知事李在明基本持平。
韩国社会舆论研究所 6日至 7日就下

届总统人选收集 1004名选民意见，结果显
示，上月底刚刚加入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

的尹锡悦获得 28.3%支持率，比前一周下滑

4个百分点；来自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李在
明支持率上升 1个百分点，达到 28.4%；同

样来自共同民主党的前国务总理李洛渊获
得 16.2%支持率，排名第三；来自国民力量

党的前监查院长崔在亨获得 6.1%支持率，
位居第四。

如果客观评价谁最有可能赢得下届总

统选举，34.3%调查对象选择李在明，33.4%
选择尹锡悦，15.2%选择李洛渊。

与此同时，现任总统文在寅的支持率略
微下滑至 44.5%，近 52%调查对象对他的执

政表现持负面评价。
韩国定于明年 3月 9日举行总统选举，

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上月启动候选人预备

人选登记。韩国媒体认为，这次大选可能成
为李在明与尹锡悦“朝野对决”。

塔利班再占一首府
美坚持按计划撤军

    新华社上午电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

贾希德 9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塔利班已攻占
北部萨曼甘省首府艾巴克市。

自美国军队 5月 1日开始撤离阿富汗以
来，这已是塔利班宣布攻占的第 6个省会城

市。阿富汗黎明电视台援引萨曼甘省议员穆
罕默迪的话说，政府军在没有跟塔利班战斗

的情况下撤离艾巴克市。

阿富汗总统加尼 9日召集各派别领导人
举行会议，决定加强动员各地民兵武装，加大

装备配备力度。
美国总统拜登 8日听取阿富汗局势最新

汇报，坚持按计划于 8月底前完成撤军。
《纽约时报》报道，拜登及其顾问团队无

意改变撤军计划，美国军方领导层当天讨论
了阿富汗局势，但除了规模有限的空袭，不打

算向阿富汗政府军提供其他支援。

澳大利亚总理
支持率创新低

    新华社上午电 澳大利亚媒体 9日发布

的民调结果显示，总理莫里森的支持率创新
冠疫情暴发以来最低，原因包括民众对政府

封城举措以及疫苗接种进度愈发沮丧。
《澳大利亚人报》民调发现，莫里森的支

持率下跌至 47%，是去年年初政府应对林火
不力以来最低水平。如果在莫里森领导的自

由党-国家党执政联盟和反对党工党之间二

选一，47%民众选择前者，53%支持后者。
民调显示，民众对莫里森应对疫情表现

的认可率为 48%，认为政府推广新冠疫苗接
种过于缓慢。

目前澳大利亚 16岁以上人口仅 22%完
成全程接种，全国大部分地区陷入封城、解封

的循环。两座最大城市悉尼和墨尔本眼下仍
处于封城状态，第三大城市布里斯班所属的

昆士兰州 8日刚刚结束“居家令”。

■

韩
国
民
众
在
超
市
选
购
鸡
蛋

图

G
J

■

菅
义
伟
（右
二
）在
奥
运
会
闭
幕
式
上

图

G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