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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0 日电 第十七届

“北京-东京论坛”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
20日以在线方式在北京和东京同时发布。

调查显示，两国公众受访者对对方国家
认知与 2020年保持基本稳定，高度认同两

国关系的重要性，对两国在地区合作以及应
对全球性挑战的原则与议题关切上表现出

高度一致性。

根据调查结果，70.9%中国公众受访者

认为中日关系重要或比较重要，66.4%日本
公众受访者持同样观点。两国互为重要邻国
及主要贸易伙伴、对地区和平与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是两国公众受访者看重两国关系的

重要理由。
两国公众受访者在加强双方协调、应对

地区事务及全球性挑战的原则和议题关切
上表现出高度一致性。82.1%中国公众受访

者和 76.2%日本公众受访者认为后疫情时
代应更加重视国际合作，87.5%中国公众受

访者和 72.4%日本公众受访者肯定自由贸

易、开放秩序和多边主义对世界经济的重要
性，54.6%中国公众受访者和 53.8%日本公

众受访者均认为应当坚持和平共处理念。
历史、领土与安全等问题对中日关系深

层的心理影响仍然突出。80.6%中国公众受

访者和 56.4%日本公众受访者都认为历史
问题是中日关系的大问题，62.4%中国公众

受访者和 56.7%日本公众受访者将领土争
端视为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最主要问题。

中美关系波动起伏影响中日关系发展
的一面愈发凸显，超过六成中国公众受访者

和超过五成日本受访者认为有坏影响。关于

应对之道，两国公众最多的选择都是“把中
美博弈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促进中日合

作”。过半日本公众受访者希望“不站队”，大
幅超过选择“更重视美国”的比例。

关于民间交流对改善关系的重要性，

70%中国公众受访者和 50.9%日本公众受访
者认为民间交流对促进中日关系重要。

89.7%中国公众受访者和 95.9%日本公众受
访者通过本国大众传媒获得关于对方国家

和两国关系的信息，而关于本国媒体对改善
两国关系、促进两国民众相互理解的贡献，

83.7%中国受访者持肯定态度，日本这一比

例仅 19.6%。
中日关系同步舆论调查自 2005年首次

实施以来，已成为反映中日两国民意、增进
相互了解的重要途径。

俄罗斯全国带薪休假防疫情
    新华社莫斯科 10月 20日电 面对新一

波新冠疫情高峰，俄罗斯总统普京 20日宣
布，批准全国 10月 30日至 11月 7日为带薪

休假日，个别疫情严重地区可提前开始带薪
休假模式。

近期俄罗斯疫情形势急剧恶化，俄罗斯
防疫指挥部 20日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当日

新增确诊病例 34073例，新增死亡 1028例，

两项数据均创疫情以来新高。截至当天，俄罗
斯累计确诊病例达 8094825 例，累计死亡

226353例。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 19

日说，受疫情恶化影响，莫斯科将实施新的管

控措施，10月 25日至明年 2月 25日期间，
60岁以上老人和慢性病患者须居家隔离，但

近 6个月内曾感染过新冠病毒或接种过新冠
疫苗的民众不受限制。他表示，居家隔离场所

可以是常住地或郊外住所，隔离期间在户外

散步或进行体育活动不受限制。此外，莫斯科
30%员工须远程办公。

澳大利亚发放“逃离家暴费”
    新华社上午电 澳大利亚家庭暴力受害

者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急剧增加，澳大利亚
联邦政府 19日开通“逃离家暴费”申请渠道，

帮助这类人群摆脱暴力伴侣。
逃离家暴费每人申请额度为 5000澳元

（约合 2.4万元人民币），包括现金和学费，由
澳大利亚联合关爱组织负责受理申请。申请

渠道面向所有性别，但预计女性会在申请者

中占多数。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每 9天就有一
名女性遭伴侣杀害。

澳大利亚近年试图借助一系列项目消除

家暴顽疾，但收效甚微，家暴发生率依然保持
在高位。2018年一项调查发现，五分之一澳

大利亚人认为家暴“是对日常压力和挫折的
正常反应”。另一项研究发现，澳大利亚原住

民女性遭遇暴力的几率高于非原住民女性，
前者受虐而亡的可能性是后者的 11倍。

数据显示，疫情期间遭现任或前任伴侣

肢体暴力或性暴力的澳大利亚女性中，有三
分之二表示暴力在疫情期间开始或加剧。

2021年“北京-东京论坛”民调结果发布

中日民众高度认同两国关系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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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众议院选举 19日正式启动，投计

票将于 31日举行。赢得本次选举并确保自
民、公明两党继续执政，被视为岸田文雄出

任自民党总裁以来的首要任务。
作为自民党鸽派宏池会出身的第五位

首相，岸田文雄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宣布
一系列鹰派政策，自民党在日前发布的竞选

纲领中更是大谈所谓“中国威胁”，岸田政府

会延续前两届政府的路线吗？

“短期选战”行为
本次众议院选举共有 1051名候选人争

夺 465个议席，岸田将选举胜负线定在自民

党单独赢得 233个议席，即过半数席位。日
本共同社评论称，本次选举是对包括安倍内

阁与菅义伟内阁在内的自民、公明两党长期
政权的一次审判。

在上海市日本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国际
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吴寄南看来，本次选举有
两个特点：

其一，岸田就任首相 10天后便解散众
议院，创造了战后日本首相就任与解散众议

院、举行大选间隔时间最短的纪录。
其二，从候选人公示到投计票只有短短

12天，这是一种罕见的“短期选战”行为。岸
田这样做，既有众议员任期届满、迫不得已

的一面，也有策略性安排的一面，即利用上
任伊始与选民的“蜜月期”以及新冠病例持

续下降的“窗口期”，确保自民党获胜。
但岸田想赢得上任后首场“考试”并非

易事，有三方面因素或对自民党不利：
其一，新首相与选民的“蜜月期”明显缩

水。《朝日新闻》民调结果显示，岸田内阁支
持率仅 45%，比菅义伟内阁刚成立时低 20

个百分点。
其二，岸田提拔了一批自民党要员以回

报在背后支持他的细田派和麻生派，特别是
起用曾因政治献金丑闻辞职的甘利明任自

民党干事长，引发选民反感，导致选票流失。
其三，不同于以往各自为战、自相残杀

的局面，立宪民主党、共产党等 5个在野党
在 289个小选举区中的 217个区提出统一

候选人。其中有 140个小选举区将出现在野

党和执政党候选人捉对厮杀的局面，可能增
加在野党候选人当选的概率。

吴寄南认为，由于日本政坛“一强多弱”
局面沿袭已久，上述因素还不至于导致自民

党“下野”，但可能会使他们“脸面难看”。“无
论如何，选战已进入白热化，结果也会在短

期内见分晓。”

“岸田色彩”黯淡
日本共同社近日民调显示，多达 68.9%

受访日本民众表示，希望岸田改变安倍-菅

义伟路线。
对此吴寄南表示，2012年安倍晋三复出

后，强势的政治运作模式带来很多积弊，涉
及首相官邸及安倍心腹的丑闻屡屡曝光，各

中央省厅官僚对首相官邸的“忖度”和盲从

也备受诟病，“安倍经济学”更是带来贫富差
距扩大、地方日益凋敝的负面影响。日本民

众渴望改变安倍-菅义伟路线，但就岸田的
种种表态和自民党竞选公约来看，似乎还不

想进行切割。

自民党 12日公布竞选公约，有关增强
经济安保、修改和平宪法等鹰派色彩较强的

主张被列为重点项目，日本国内出现质疑岸
田的声音。吴寄南指出，岸田在竞选自民党

总裁期间与经济、民生相关的承诺，如“令和
版收入倍增计划”、设立健康危机管理厅等都

未列入竞选公约，相反，他从不曾提及的增加

防务开支等却赫然见诸公约，“‘岸田色彩’的
确黯淡了许多，说是‘变节’并不为过”。

吴寄南认为，岸田在改变安倍-菅义伟

路线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安倍所属的细

田派和麻生派支持下“上位”，岸田也要付出
相应代价，例如在自民党领导层和组阁安排

上有所照顾，施政过程中“安规岸随”的情况
也很难在短期内改变。“这些都是岸田的先

天结构性缺陷，今后能否同安倍-菅义伟路
线切割，还要看选举后的实际情况，明年 7

月参议院选举才是岸田真正的大考。”

转机或在明年
吴寄南表示，未来中日关系如何演变将

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岸田所属的宏池会作为自民党鸽派大
本营，一直比较重视经济问题及日本与亚洲

国家的关系，而岸田从竞选自民党总裁以来
屡次对中国放狠话，显然背离了宏池会的传

统路线。

但是，在 8日施政演说中岸田强调：“同
中国建立稳定关系很重要，无论是对中日两

国还是对地区或是国际社会都十分重要。”
在同一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通话中

他又表示，“将以明年日中邦交正常化 50周
年为契机，共同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

建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

吴寄南指出，在涉华问题上，岸田似乎
经历了表态逐渐清晰、立场逐渐温和的过程。

毋庸讳言，岸田的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
上还受到自民党内部博弈加剧、鹰派势力搅

局以及日本国内恐华、厌华情绪抬头的影
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外交和安保

领域一直唯美国马首是瞻，日本对华政策不

能不和中美关系的一张一弛保持联动。从这
个意义上说，未来中日两国恐将在人权问

题、台湾问题及地缘政治领域摩擦不断。
“中日关系一方面隐含着新旧矛盾交

织、对立对峙加深的危险，另一方面也存在
着企稳向好、渐趋正常的可能。岸田在坐稳

首相位置后将会审时度势，提出稳定中日关
系的具体措施。”吴寄南认为，如双方能相向

而行共同努力，北京冬奥会和中日邦交正常
化 50周年将成为两国关系转圜的契机。

王若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