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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海评 黑金丑闻深不见底 岸田首相能否自救？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4日撤换

自民党安倍派4名涉黑金丑闻的阁

僚至今已有一星期，但是日本各大

媒体最新民调结果表明，岸田内阁

支持率下滑的颓势非但没有得到遏

制，反而愈演愈烈。《朝日新闻》18

日发表的民调结果是23%，为岸田

上任后最低。《每日新闻》更低至

16%，而跌破20%通常被认为是内

阁的“死亡线”。

与安倍派迅速“切割”
岸田在黑金丑闻曝光后迅速撤

换了来自安倍派的阁僚、副大臣共

9人，其中包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

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总务大臣

铃木淳司和农林水产大臣宫下一郎

等重量级人物。本来还有6名政务

官也要被免职，只是在安倍派提出

异议后才勉强保留了5人。此外，

担任自民党政调会长的萩生田光

一、国会对策委员长高木毅和参议

院干事长世耕弘成也应岸田要求提

出了辞呈。

岸田将安倍派“扫地出门”，不

仅在自民党派系博弈中绝无仅有，

也与他上任之后对安倍派唯唯诺

诺、百般迁就的一贯做派形成了鲜

明对比。

岸田如此快刀斩乱麻地实行人

事更迭，无非是想通过与丑闻缠身

的安倍派迅速“切割”以避免自民党

整体形象受损，同时也想借机彰显

自身对政治清明的坚持，占据道德

高地，进而实现让政权“续命”的目

标。但许多迹象表明，自民党黑金

丑闻的进一步发酵很可能让岸田的

期盼落空。

党内要求岸田“下课”
首先，黑金丑闻深不见底。东

京地检特搜部在临时国会闭幕后已

开始对安倍派涉案议员逐一询问，

本周内将对安倍派事务所进行强制

搜查。最新调查表明，安倍派议员

大多数都拿过回扣，其中超过1000

万日元的有十来人，涉案总额已超

过5亿日元。无论是涉案人数之多

还是金额之巨，都是近三十年自民

党历史上所罕见的。很多当事人透

露拿回扣不入账是派系事务所的

“指示”，可见完全是一种有组织的

违法行为。

其次，岸田自身面临质疑。安

倍派议员拿回扣的问题是在检察院

调查自民党主要派系隐匿政治资金

问题时曝光的，按《政治资金规正

法》规定，隐匿政治资金要入刑。据

悉，自民党二阶派和岸田派也有隐

匿政治资金的嫌疑。一旦证据链被

查实，岸田即便辞掉派系会长也难

逃干系，还会加深日本民众对自民

党整体的不信任。

最后，岸田权威屡遭挑战。岸

田的“铁腕无情”除了激怒安倍派

外，也让其他派系感到寒心，党内离

心倾向日益凸显。岸田本想让前防

卫大臣浜田靖一继任官房长官，浜

田却死活不肯，起用前官房长官加

藤胜信也遭婉拒，不得已只能让本

派的前外务大臣林芳正上位。但据

日本媒体透露，林芳正和新任经济

产业大臣斋藤健都与“统一教”有瓜

葛，未必是最佳选择。在许多人眼

里，岸田内阁已是一艘随时会倾覆

的“泥船”。

岸田就任首相已经两年多，任

职时间是进入21世纪后仅次于小

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的第三长。但

由于内阁支持率持续低迷，自民党

内已悄然出现要求岸田“下课”的呼

声。《朝日新闻》民调显示，有58%受

访者要求岸田立即辞职。因此，岸

田很可能撑不到明年9月自民党总

裁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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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未来如何推动建设中越命运共同体？
答：从两国联合声明的标题来看，中越关

系的新定位具有两层意思，一是要进一步深

化和提升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二是构建

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也就是

说，无论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还是命运

共同体，都是指导和引导中越关系的重要内

容，两国在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同

时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筑得更

牢、更稳、更具有可持续性。这说明中越都从

非常务实的角度来看待此次关系的新定位。

因此，中越未来会采取更多实质性的政

策措施和行动计划，进一步丰富双边命运共

同体的内容，夯实两党两国合作关系的基础。

中越将进一步对接战略理念和治国理政

经验，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增强双方的价值观对接，进一步密切两党战

略沟通。中越不仅都坚持共产党的全面、坚

强领导，而且在治国理政方面也始终保持着

交往，成为稳定两国外交关系的“压舱石”，也

是两国在合作过程中始终关注和坚持的基

础。中越两党关系的特殊性是其他国家所无

法比拟的，可以增强两国关系的稳健性。

    年两国关系出现紧张态势时，正是中越

两党之间发挥政党外交功能，通过互派特使

沟通和谈判，明确了双方关于处理南海问题

的指导方针，稳定了两国关系。

中国和越南都是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和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的重

要成员。这两个自贸协定也使越南利用地理

上的便利，通过自身的努力发展，成为中国在

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此外，作为《全面与进

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创始成

员，越南对中国加入     持支持立场，期

待能与中国合作，进一步提升地区一体化的

水平和质量，增强地区经贸产业链、供应链的

韧性与完整性。

中国承诺向越南进口更多农产品，扩大

两国货币互换规模，升级越南铁路，实现两国

铁路互联互通，不断丰富两国共建“一带一

路”的内容和成果。当然，越南也要对中国企

业投融资提供更加开放、包容、公平、透明的

政策环境。越南南北铁路和稀土等关键矿产

都是较具吸引力的项目，需要双方企业对接

谈判，达成互利共赢。

中越可以拓展军事安全合作，进一步提

升和彰显两国安全互信水平。目前来看，中

越两军交流层次高、密度大、沟通深、氛围好，

但在具体政策行动上并不是很明显。中越近

期在北部湾进行的联合执法巡航主要是民事

行为，未来可以升级到两军联合行动上。中

国和部分东盟成员，如马来西亚、老挝、柬埔

寨、泰国、印尼和缅甸等国都有双边演习活

动，但与越南主要是多边上的，尚需要体现出

两国战略合作的全面性。

此外，也要妥善处理中越间的争议和问

题，为增强相互身份认同提供必要条件。中

越在处理陆地边境和北部湾划界上的谈判都

是成功的，可以成为双方未来妥善解决南沙

岛礁主权和海洋管辖权争议的示范。对此，

越南应高度重视中国的政策立场，并对中国

提出进行双边谈判的倡议持有信心。

随着中越旅游合作、商务投资和劳务交

流等复苏和增加，双方未来互免短期签证指

日可待，将进一步增强两国人民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中越命运共同体：战略合作新高度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周士新

今年是中国和越南确定建立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15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双
方就全球、地区、双边热点问题和治党理政
经验深入交流，一致同意携手构建具有战略
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为中越关系未来发

展提供了新的战略方向，成为中越关系新的
里程碑。

15年来中越关系发展情况如何？为什
么提升至命运共同体的新定位？未来如何
推动建设中越命运共同体？本期论坛特请
专家解读。

问：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
立15年以来中越关系发展如何？
答：越南是中国的近邻，双方互

动关系源远流长，既同样有被殖民

的屈辱经历，又共同面临着完成现

代化的现实使命，政治体制和治国

理政理念也高度相似。自建立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中越两党

两国关系曾出现起伏波折，但从

    年后双方关系呈现出持续向

好态势，大致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从互信水平出现波动，到双

方对合作的信心不断增强。中越

    年确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既是双方长期合作的成果，也是

因为双方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建

立了相当高的信任水平。可以说，

中越关系的每次提升都与两国互信

水平增强有关。虽然在美国推出战

略东移和亚太再平衡战略后，南海

问题一度成为中越关系中的负面因

素，减弱了两国政治互信，然而随着

中越妥善处理冲突事件，两国政治

互信水平快速回升，并呈现出快速

增长的态势，当前正达到新的高度。

二、从经贸关系不够密切到越

南成为中国在东盟第一大贸易伙

伴。越南对加入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曾一度持相对消极态度，中国企业在越南的

投融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够顺利。随着中

越互信水平的恢复，越南的“两廊一圈”规划

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中越经贸关系

也得到快速提升。越南在    年就取代马

来西亚，成为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

三、南海问题从双方爆发矛盾的关键因

素到双方默契搁置，使之不影响两国关系大

局。多年来，中越秉承平等互利、互谅互让原

则，相继解决了两国陆上边界和北部湾划界

问题。    年达成《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

问题基本原则协议》后，中越在南海总体保持

着较为安全稳定的状态。两国甚至提出要变

危为机，加强在南海的合作范围和水平。

四、中越在地区一体化中的合作更为密

切，相互身份认同明显增强。中越互动水平

的提升是随着中国和东盟关系发展而不断增

强的，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的落实和推进，中越之间通过经贸、

旅游和投资等互动关系，逐渐建立了一定程

度的身份认同，特别是不轻易将对方视为战

略对手，而是尽可能地寻求力所能及的合作。

问：为什么有中越命运共同体的新定位？
答：从历史上看，山水相连的中越关系始

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国一直处于越南对

外关系定位的最高位，不仅体现了双方对密

切两国关系的重视，而且反映了中越两党在

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引领和决定作用。从

形式上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谓国家

间关系的最高定位，命运共同体则大幅提升

了两国未来发展的新境界。

中国与一半以上东盟国家，包括印尼、老

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等，都已经或正在

磋商建立双边命运共同体。而从越南的角度

来说，中国再次超越其他国家，成为大部分国

家无法复制或赶超的合作对象。

    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新加坡祝贺东

盟即将建成共同体时就明确指出，中国致力

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推动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无论在形式上还

是本质上，中国期待与东盟构建的命运共同

体和具有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三大支

柱的东盟共同体具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这

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高度重视与东盟的关

系，将之置于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位置。

此外，在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全球秩

序转型面临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中越

都切实感受到，需要携手才能增强应对未来

更加复杂多变的形势。越南虽然与美国建立

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欧盟和英国签署了

自由贸易协定，但这些西方国家始终带有意

识形态上的偏见，时刻不忘记越南是共产党

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越只有协同合作、

联合自强，才能有效应对并战胜来自域内外

敌对势力的挑战。

大幅提升未来发展境界

周士新

更多实质性政策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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