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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4日，日本举行首相指名选举，64岁的
执政党自民党新总裁岸田文雄毫无悬念地被选
为第 100任日本首相。由于执政联盟在国会牢牢
占据优势，因此首相指名选举其实只是“走程序”

的象征性投票，9月 29日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
举才被认为是实质上的日本首相选举。岸田为什
么能在选举中胜出？作为首相他将如何面对内政
外交课题？ 本期论坛特请专家分析。

问： 日本的对外政策是否会有
变化？ 对华关系会如何发展？

答： 虽说战后日本首相任期并

不太长， 自民党却长期执政 （自
1955年以来，自民党在野时间总共

4年左右），因此日本外交政策的总
体基调具有相当强的历史延续性和

结构韧性。简言之，自居西方国家的

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外交基轴， 并强
调自身是美国主导的所谓 “自由国

际秩序”的受益者，外交目标就是积
极维护这一秩序， 并在此过程中彰

显日本的国际影响力。

而具体到对华关系， 受中美战

略性博弈进入长期化深度化、 钓鱼
岛等问题的矛盾性激化、 日本民众

对华好感度下滑等因素影响， 日本
总体上将中国视为“自由国际秩序”

的挑战者， 是对日本乃至地区和平
与稳定构成重要威胁的国家。因此，

岸田对华政策的主基调是延续现阶
段的强硬路线。

岸田早已表态说， 将 “对付中

国”视为未来内阁的“首要任务”，并

强调称，对“中国在外交和经济方面
的强硬行为深感震惊”，因此为了保

护“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等基本
价值观”，日本将“与美国、欧洲、印

度和澳大利亚等具有相同价值观的

国家合作”。进一步的，他在 9月 13

日记者会上公布外交与安保政策

时， 更是毫无隐晦地将矛头对准中
国，甚至指出，日本需要考虑针对中

国等潜在敌人构筑导弹攻击能力，

为此“与盟友美国合作，展开兵棋推

演很重要”。

岸田不但会在安全领域持续对

华强硬政策，还注重在经济、人权等
领域对华施压。他视“经济安保为施

政的重中之重”，明确指出，在美国
积极推行经济上， 尤其是在高科技

和具有战略意义产品上打造 “去中
国化”产业链政策的背景下，要以经

济为重点来保护日本的地缘政治利
益，多角度考虑日本的国家安全。他

提出，日本一方面要将 2022年推出

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升格为国

家战略， 并新设负责经济安保的阁
僚，从制度和组织上防止技术外流，

另一方面应积极与美国、韩国、台湾
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协调， 以确保半

导体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产品的供
应链安全。此外，岸田还要专门设立

“人权问题”首相辅佐官，因此很可

能会在涉疆、涉港、涉藏等中国内政
问题上配合美国， 以人权为借口对

华频频施压。

但另一方面， 岸田也认识到经

济上继续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分
享中国发展红利对提振日本经济是

不可或缺的， 因此他也强调有必要
定期举行中日首脑会谈， 借以将两

国关系维持在可控的态势上。

概言之， 岸田的对华外交将会

摸索一个日本版的“3C政策”，即该
对抗的对抗，该竞争的竞争，该合作

的合作。 对此，中国应在亮明红线、

守住底线的基础上， 推动岸田内阁

与中国一道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确立的各项原则和精神， 深化互利

务实合作， 让双边关系沿着正确的
轨道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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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首相如何应对内政外交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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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 为什么岸田能在自民党总
裁选举中胜出，成为日本新首相？

答：此次自民党总裁选举，虽然

有前政调会长岸田文雄、 前总务大
臣高市早苗、 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

野太郎和代理干事长野田圣子四人
参与角逐， 但整个选举造势呈现出

的就是“岸河对决”的态势。

值得一提的是， 从选前的各项
民调结果来看， 无论在普通民众还

是拥有投票权的自民党党员和党外
支持者中，河野都是“人气王”，支持

率远胜其余三人， 最终岸田却以
257票对 170票大比分胜出。 这看

似与民意相违的结果， 其实与自民
党总裁选举制度以及自民党内派阀

政治， 尤其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等派
阀大佬的政治号召力息息相关。

根据此次自民党总裁选举投票
方案，除 382张国会议员票外，还有

从约 110万名党员和党外支持者中
产生的 382张选票， 候选人只有获

得过半数选票才能胜出， 否则得票
前两位的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投

票。由于是四人角逐，因此第一轮胜
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而在第二轮

中，议员票的权重显著增加，从第一
轮的 50%上升至近 90%。 换言之，

谁能够获得更多国会议员支持，谁
就能在第二轮胜出。如此一来，自民

党内的派阀政治，尤其是派阀大佬，

就将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众所周知， 自民党内向来派阀

林立，岸田本人作为岸田派的首领，

连任九届众议员，资质深厚，稳健持

重，擅长平衡党内各派力量，不但在

国会议员中颇具人望， 派阀大佬们
也认为他当选总裁对确保自民党政

权的稳定性大有裨益， 导致他在国
会议员票方面占据明显优势。

然而，岸田的舆论影响力偏弱，

政策主张在民众中缺乏存在感和影

响力，虽然历任内阁和党内要职，但

缺乏能让民众印象深刻的政绩。 因
此，党内众多青壮派议员较青睐“人

气王”河野。甚至连人气颇高的环境
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前干事长石破茂

也主动表态支持河野，结成所谓“小
石河联盟”。 需要指出的是，自民党

内尽管派阀政治依旧， 但派阀影响
力已今非昔比， 最终各派决定成员

可自主投票（岸田派除外）。 各界预
测， 河野虽然在议员票方面不具备

优势， 但获得 100票以上应不成问
题。进一步预测，河野在第一轮会凭

借地方票的巨大优势而获第一名，

但会在第二轮负于岸田。

然而， 在以安倍晋三为核心的
派阀大佬操盘下， 事态出现了戏剧

性变化。一方面，安倍频频与党内议
员联系， 劝说他们将票投给以安倍

继承人自居的高市早苗，另一方面，

岸田与高市达成协定， 在第二轮联

手阻击河野。

在这样的政治操盘下， 河野在
第一轮投票中所得议员票仅为 86

票，远低于各界预期，导致岸田在第
一轮中便以 1票优势将他击败，在

第二轮中更是以 87票的巨大优势
让他尝到了几乎完败的滋味。

   问：新首相面对的国内任务有
哪些？ 他会如何应对？

答：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民众

最关心的五大内政议题如下：1、新
冠疫情防控 （53%），2、 经济复苏

（37%）；3、 完善医疗和看护相关机
制等（33%）；4、少子化对策（26%）；

5、财政重建（23%）。由此可见，岸田

文雄内阁的当务之急是做好疫情防
控和经济复苏。

可以说，前首相安倍和菅义伟
的下台均与应对新冠疫情不力息息

相关，日本在此过程中还暴露出危
机应急能力和数字化欠缺等弱点。

新冠疫情对日本经济产生了综合影
响，控制疫情的同时发展经济才是

硬道理，而也只有切实解决了这两
个方面的问题，才能得到民众的认

可。诚如《日本经济新闻》所评论的，

尽管岸田内阁目前支持率很高，但
如果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在一段时

期内没有取得显著成效的话， 新内
阁的“蜜月期”很快就会过去，自民

党将在 2022年夏季参议院选举中
接受“审判”， 进而还会威胁到岸田

的首相宝座。

在疫情防控方面，一方面，岸田
内阁会继续提高疫苗的接种率，并

细致落实接种第三剂加强针的相关
规划，另一方面，在面向 27个都道

府县的新冠紧急事态宣言和防止蔓
延等重点措施全面解除之后， 如何

有效防止新冠疫情出现第六轮反
扑，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

而对于经济复苏， 在竞选自民
党总裁期间岸田曾多次承诺， 如果

当选就会推出经济刺激计划以缓解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他指出：“全国
性的危机仍在继续， 我们要以坚定

的决心，继续努力应对新冠疫情，需
要在年底前制定出规模达数十万亿

日元的经济刺激方案。 ”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上述

经济刺激计划外， 岸田将重点放在

解决“社会不平等”和“财富分配不
公”问题上，希望能够减少日本社会

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他曾表示，将
转变自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改革以来

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把工作
重心落实到 “提高普通工薪族的收

入上来”。

为此， 岸田仿效本派阀第一代
领袖———前首相池田勇人 1960 年

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
旨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对育儿家

庭教育费及居住费等加大支援的
“令和收入倍增计划”。

深
海评 合作应对共同挑战 美国须彻底告别反华

    在中国刚刚开始欢度国庆之

际， 太平洋彼岸的美国送出了一条
来自国务卿布林肯的短消息。

如果是在 2018年前，美国国务
院网站上的这类庆祝消息可能根本

不会激起什么波澜， 因为发出这种
祝贺不过是国务卿的例行公事。 然

而， 在经历了过去数年美国对中美

关系的大肆破坏之后， 甚至就连这
种“平常事”也成为了外界观察中美

关系的风向标。

国庆祝贺释放善意
这条消息在美国国务院网站上

不过四行，表达了三层含义：一是布

林肯代表美国对中国送出国庆祝
贺； 二是美国还是希望与中国合作

解决共同挑战，因此发出祝贺；三是
祝贺中国人民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享

有和平、幸福和繁荣。

消息字数虽短， 但依然被看成
利好。一方面，这是因为美国前国务

卿蓬佩奥去年就连发国庆祝贺时都
没忘记反华， 刻意只祝贺 “中国人

民”而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妄想
离间。 在这种极端不正常的心理反

衬下，布林肯的言行稍微回归常规，

就显得是在“释放善意”。另一方面，

在刚过去的 9月里， 美国拜登政府
也持续在言辞上保持克制。 不论是

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 还是在华盛
顿的美日印澳四国峰会， 拜登在发

表政策演说时虽然多次提及各类

“挑战”、暗指中国，但是到底没有明
说出口。此外，拜登还反复表示不会

挑起新冷战，要力避军事冲突，并在
中美元首通话中谈到要防止中美关

系“脱轨”。 正是因为上述正反两个
方面的比照， 布林肯的国庆贺词才

似乎有了某种特殊含义。

关系好转为时尚早
对于希望中美关系好起来的人

们而言，布林肯或者拜登的“温言”

总是好过过去一两年中的詈骂。 然
而， 如果说这就代表着中美关系真

的趋于好转，恐怕还为时过早。

就在同一个 9月，安全上，美国

还在大力构建针对中国的多边机

制，甚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核武装
澳大利亚。 更不用提， 在美国鼓励

下， 其亚太伙伴还在纷纷加强横向
联系。 仅澳大利亚一国就接连和印

度、韩国和印尼三国召开“2+2”会

议，声明加强军事合作。日本则和越
南签署国防设备和技术转让协议。

经济上， 拜登仍然顶着国内商
业界的巨大压力， 维持前总统特朗

普时期的对华关税， 并无意立即重
新启动关税排除机制。 美国商务部

虽然一度表示要加强和中国的经济

联系， 但同时又传出要发起新的
“301调查”， 剑指中国为 “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提供的发展专项资金。

就在发出祝贺前的 9月 29日，布林

肯还和美国总统贸易代表戴琪、商
务部长雷蒙多出席美欧贸易和技术

理事会首次会议， 而建立这一理事
会的目的就是推动美欧在贸易和技

术政策上对中国“团结一致”。

反华共识害人害己
当然， 布林肯和拜登政府的对

华两面不代表其缓和信号一定是欺

骗和伪装。 毕竟经过了之前的灾难

性变化， 美国国内已经形成了极端
反华的政治环境， 任何政治家想要

实现政策的务实推进， 都得注意政
治信号上的所谓“平衡”，需要“进两

步退一步”，甚至“进一步退两步”。

因此， 哪怕拜登政府真的寻求与中

国改善关系， 恐怕也得不时作出强

硬姿态，以示并非“举手投降”。这也
是当前美国政治的可悲可叹之处。

然而， 美国的政治家们终究不
能无限制地将国内政治凌驾于中美

关系之上， 不能总是为了一时的选
举利益而持续破坏中美关系的基础

和大局， 中国也不可能为了照顾美

国的党派私利而无原则地妥协退
让。 如果真的希望和中国携手应对

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挑战，拜
登和布林肯们是时候作出 “正确而

艰难的选择”，彻底告别害人害己的
反华共识了。

蔡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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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同时要复苏经济2

3 对华政策或继续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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