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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第50届众议院选举公
告15日发布，为期12天的竞选
活动正式开始。日本首相石破
茂为何闪电解散众议院提前选
举？选举结果又能否如他所
愿？本期论坛请专家解读。

——编者

闪电解散众议院提前选举
石破“非常规操作”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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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短暂“热度”
石破茂10月1日正式就任第102届日本

内阁总理大臣一职，首相的宝座还没有焐热，

便于9日上午正式宣布解散众议院。从他就

任首相到宣布解散众议院只有8天，从解散众

议院到选举投计票只有18天，双双刷新了日

本二战后最短纪录。

对此，日本各大在野党纷纷表示极度不

满。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代表、前首相野

田佳彦指责此举导致国会根本没有时间围绕

自民党黑金丑闻及预算等问题展开充分辩

论，怒斥石破是“掩盖恶臭的解散”。国民民

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批评石破出尔反尔，因

为他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曾表示，解散众

议院之前会在预算委员会上留出充分辩论时

间，如今的决定属于“打破承诺的解散”。据

此，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日本共产党及

日本维新会这四个主要在野党对石破内阁提

出不信任案，认为石破拒绝预算委员会的审

议，也没有回应在野党延长国会会期的要求，

而是优先考虑党派利益。

与此同时，石破组阁后第一时间宣布提

前大选的举措也遭到日本民众广泛质疑。共

同社民调显示，72.7%受访者对石破急于大选

不满，指出应该首先进行国会辩论，待明确政

策方向和预算委员会工作后再安排选举，认

为石破此举显然不是为了国家长远利益考

虑。“政治操作感”如此明显的举措，难免让民

众对他的领导能力和执行力产生质疑。

在外界看来，石破闪电解散众议院实在

是个“非常规操作”。从主观预见来说，他作

出解散众议院的决定时也会预料到必将遭到

各界质疑，认为他并非真心实意为民众服务，

进而影响内阁支持率。从客观制度设计角度

而言，一旦自（民党）公（明党）联盟在选举中

失败，他便将相位不保，成为日本宪政史上最

短命的首相。

然而，石破从政近40年，暴虎冯河绝非他

的行事风格，他此举实则是为了巩固自身权

力，借助上台后的短暂“热度”来抓紧时间稳

固政治地位。从这一角度而言，石破的“非常

规操作”中涵盖着“常规性”，既包含日本战后

政治运作的惯性手法，也体现了自民党和石

破的各种政治算计。

担心夜长梦多
日本是议会内阁制国家，国会由众参两

院组成。从权重上看，由众议院议席过半数

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的领导者出任首相，众议

院决定了首相人选，因此重于参议院。但从

稳定性而言恰好相反，参议员任期六年，每三

年进行半数改选，而众议员任期四年，首相还

拥有解散众议院的权利。对首相本人而言，

只有通过了国会选举的洗礼，才是稳固自身

执政根基的根本之道。因此从战后日本政治

运作的惯性来看，首相选择对现任内阁相对

有利的时机提前解散众议院是惯常操作，导

致众议员一届做满四年反倒成了非常态，众

议院解散权也因而被称为首相“坐稳江山的

传家宝刀”。

自公联盟在这届众议院的优势席位是前

首相岸田文雄的功劳，石破要想稳固执政根

基，也必须亲自领导自公联盟在下一届众议

院选举中获胜才行。从这一角度而言，石破

闪电解散众议院本身并不意外，只是他早在

尚未正式就任首相的9月30日就设定了10月

27日举行众议院选举的日程表，且选举间隔

时间比岸田2021年时还要急促，这种匆忙程

度前所未有，因而才被外界戏谑地称为“超短

期决战”。

实际上，据日本媒体报道，石破最初的计

划是将选举时间安排在11月上中旬。但为何

最终又提前到了10月底呢？答案说来也很简

单，担心夜长梦多。

通常而言，历任日本首相上台时都会因

“新鲜感”获得一段“蜜月期”，且新首相的政

策尚未推行，民众也会给予一定的宽容度。

因此，内阁的初次支持率往往是最高的，随后

则多半陷入高开低走的恶性循环。但石破似

乎并未获得这一“新人红利”，反而因其近40

年的政治资历，给日本民众的形象过于“老

派”。此外，相较于对国防领域的熟稔，他对

经济领域显得十分陌生，对比前首相安倍晋

三的“经济复兴”口号，他在自民党总裁竞选

期间似乎也没有提出足够打动人心的经济振

兴计划。因此，市场对他获胜的反应竟然是

冷淡之中夹带些许惊慌，民众也对石破缺少

新政策、新气象的期待。

以上种种导致石破内阁的初次支持率仅

为51%，不但低于安倍的71%和62%，低于岸

田的63%，甚至不及曾被认为支持率垫底的

麻生太郎（53%）。开局如此，众议院选举时

间越往后拖，恐怕就对自公联盟越不利。因

此，即使顶着被民众质疑、被在野党批评的各

种压力，石破也要趁热打铁，乘着支持率尚能

过半的时机解散众议院，才能取得有利的竞

选态势。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此举也可以给在野

党来个攻其不备。日本在野党的主要特征有

二：一是数量众多，二是力量分散。主要在野

党中，日本维新会与其他在野党因理念相左，

一直分庭抗礼，立宪民主党与日本共产党、国

民民主党的合作也是龃龉不断，充满波折。

在这种格局下，选举情势原本就对在野党十

分不利，再加上石破闪电解散众议院，在野党

无暇就参选议员人选进行协调和磋商，可谓

结结实实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没有太大悬念
对自民党而言，面临的最大危机是如何

处理黑金丑闻问题。岸田最终放弃竞选连

任，很大程度上就可以归咎为对黑金丑闻处

理不力，因此石破也自然不敢怠慢。为争取

党内团结，石破曾表示对党内涉案议员“原则

上都予以推荐”，但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改弦

易辙。自民党选举对策总部最终决定，对12

名涉黑金丑闻的议员不予推荐，其余30多名

有涉案嫌疑的议员即使得到了推荐，原则上

也不得列入比例代表区候选人名单。

石破强调，自民党推荐的每一位议员候

选人都将真诚面对选民，因此在取信于民的

基础上，呼吁民众为新政府提供强有力的支

持。选民究竟买不买账？答案自然要等到选

举结束后才能揭晓，但有两点应该说是大概

率会出现的结果。

第一，自公联盟在2021年众议院选举中

获得了三分之二左右议席，而此次选举受各

种内外问题的影响，会相应减少一部分议

席。第二，尽管野田佳彦信誓旦旦表示要实

现政党轮替，但自公联盟在465个众议院议席

中获得过半（233席）以上议席，继续维持执政

地位没有太大悬念。

但这并不意味着石破就可以高枕无忧，

诚如他此次不给在野党协商与整合的时间一

样，选民留给他的时间也不会很长。2025年7

月石破将面临另一次大考——参议院改选，

如果届时对内不能有效地推动经济改革、改

善民生，对外无法保持平衡的话，恐怕日本政

局会陷入新一轮的动荡期。

菲律宾政治似一出永不谢幕的

肥皂剧：情节迂回，剧情宛转，高潮迭

起；旁观也好，入局也罢，永远无法猜

透其中的迷局。菲律宾政治肥皂剧

的精华，则在于围绕权力而展开的刀

光剑影。

随着菲律宾将于明年 月举行

三年一次的中期选举，新一季肥皂剧

又开始上演。这一季“宫斗”剧的核

心成员分别来自现任总统马科斯家

族和前任总统杜特尔特家族，核心看

点为现任掌权者如何“追杀”前任，而

后者如何自保，以及是否有能力展开

绝地反击。

杜特尔特重操旧业
  月7日，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

特突然宣布出选其政治家族大本营

达沃市长一职，其次子、现任达沃市

长塞巴斯蒂安将竞选副市长。这几

乎出乎所有人意料。

首先，这一动向与杜特尔特早先

释放的信号截然不同。早在 月，杜

特尔特在达沃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就反复表态称自己年迈体衰，不想再

参与政治，排除了参加    年参议员

或达沃市长选举的可能性。虽然杜

特尔特的女儿、副总统萨拉曾在6月

宣布一个让外界颇感意外的消息：她

的父亲和两个兄弟计划参加    年

参议员选举，但当时没有多少人把萨

拉的发言太当一回事。

其次，杜特尔特竞选达沃市长，

似乎并不是杜特尔特家族的最佳选

择。在萨拉已经身居副总统大位的

背景下，如果杜特尔特本人竞选参议

员，次子塞巴斯蒂安继续角逐达沃市

长，长子保罗稳住达沃第一选区议员

席位，杜特尔特家族就极可能实现从

中央到地方、从行政机构到立法机构

的更进一步权力扩张。

“国家队”正虎视眈眈
事实上，在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及

其联盟势力对杜特尔特家族大本营

展开围剿的背景下，所谓“最佳选择”

对杜特尔特家族可能过于理想化。

菲律宾国土面积仅  万平方公

里，却盘踞着近   个左右政治家

族。不少省市实际上同时并存着多

个政治家族，这些家族或结盟交好，

或世代厮杀。在杜特尔特家族的大

本营达沃，也并非不存在其他虎视眈

眈、长期觊觎权力的势力，诺格拉莱

斯就是这样一个长期在该地区扮演

挑战角色的政治家族势力。

就在杜特尔特完成市长竞选登

记后不到一个小时，菲律宾公务员事

务委员会主席、同样来自达沃的卡

洛 · 诺格拉莱斯宣布辞职，并角逐达

沃市长一职。诺格拉莱斯曾长期担

任达沃市第一选区众议员，这一职位

现由杜特尔特的长子保罗控制。诺

格拉莱斯的父亲曾是菲律宾众议院

议长，和杜特尔特家族是政治宿敌。

早在    年，两个家族就开始在达沃

的争夺。此外，诺格拉莱斯的妹妹玛

格丽特将参选达沃第一选区众议员，

向杜特尔特的长子保罗发起挑战。

卡洛表示，他的“初恋”就是达

沃，他将为“初恋情人”服务，献出自

己以及  多年的政府工作经验。虽

然这是政客的套话，但对在与杜特尔

特家族三十多年竞争中经常处于落

败地位的诺格拉莱斯家族而言，现在

正是他们逆天改命、实现家族梦想的

绝佳时期。因为像卡洛这样年富力

强、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挑战者，正

是马科斯及其势力扎向杜特尔特家

族心脏的锋利“匕首”。前者会利用

掌握的行政权力，对诺格拉莱斯家族

成员投入大量选举资源，试图对杜特

尔特家族“釜底抽薪”。

可能会有一场恶战
目前来看，尽管诺格拉莱斯有

“国家队”支持，但以杜特尔特本人的

政治魅力和手段，再次赢得达沃市长

几无悬念。

不过，杜特尔特家族仍然面临挑

战。现任达沃市长、杜特尔特的次子

塞巴斯蒂安据说对政治缺乏足够热

情，因经常不对民众关心的事务作出

回应而招致批评。长子保罗虽然在

    年和    年连续两次当选达沃

第一选区议员，且得票率不低，但离

不开彼时天时地利人和的背景。如

今强敌环伺，营中无可用之将，保罗

又曾深陷毒品丑闻。为保险起见，稳

住大本营，只能杜特尔特亲自出马竞

选达沃市长，这也是这个曾经的政治

强人的无奈之举。

在马科斯势力围攻之下，杜特尔

特家族可能遭遇一场恶战。再度出

山的杜特尔特如何带领子女展开家

族保卫战，实现绝地反击，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