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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后岸

田”暗流已开始涌

动。

盛夏日本政坛一瞥

7 月 10 日至 13 日，岸田文雄首相先赴美参加

北约峰会，又访问德国。此次峰会岸田重新谈及日

本与北约国家的网络安全、太空和安全保障合作，

他还表示欢迎北约参与印太地区的安保行动。这次

外访岸田言论另一值得关注点是，他与德国总理朔

尔茨会见，决定设立一个新经济安全保障协商机制，

旨在应对“中国过度生产”问题。另外两人同意尽

早举行下一次外交、防卫部长（2+2）会议，推进

防务合作。

岸田在安倍第 2、第 3 次内阁中担任外相，时

间长达 1682 天，这在战后日本绝无仅有。即使担

任首相后，他对重大外交活动仍亲力亲为，故日本

媒体称其为“外交的岸田”，称赞岸田擅长外交。

但在当下日本民众生活日益穷苦，经济停滞时，岸

田这种“外相型首相”非但无法得分，反而招致强

烈批评。查 7 月 10 日他出发赴美时网民反应，唾

沫几乎将其淹没。以下帖子条条充满愤怒。

“岸田，你心情好不错耶。你不顾深陷高物价

之苦的国民，却去外游。”“你剩下的活儿就是早

点解散国会，快点儿辞职。”“你想去干啥？想加

入 NATO ？”“日本也不是 NATO 成员啊，你如

此意气风发，难道是为了去被勒索吗？”

7 月 11 日，日本时事通信社发布舆论调查

结果表明，7 月岸田内阁支持率再创新低，降至

15.5%。这也是 2012 年 12 月自民党重新夺回政权

后的新低。再看内阁不支持率，7 月比前一月又增

加 1.4 个百分点，达 58.4%。这次调查还表明，约

四成受访者希望下届众院选举实现政权更替。

以往日本内阁如支持率长期低下，首相可能遭

党内对手挑战。但这次，自民党内并无强烈要求换

马的呼声。首先还是在于在野党缺乏杀伤力，更不

用说政权更替的实力，这让自民党并未感到深刻危

机。另外，当下自民党内，工薪族型政治家增加，

缺乏上代政治家的强烈狼性，无人愿意挑战岸田。

再者，岸田文雄既无大丑闻，也无大“失言”，这

也让他的同事确实没法找茬拉其下马。现在自民党

几名资深政治家，均在等待 9 月自民党总裁选举。

因此，2024 年这个夏天，对自民党来说，必定是

一个不平静的夏天。

2021年当选首相后，岸田曾提出“新资本主义”

纲领，宣称要让经济增长与分配增加齐头并进。岸

田说这种政策不同于传统自由市场经济，而是通过

广泛分配经济增长的成果，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在这样的纲领下，岸田提出推进数字化、绿色

增长、地方创生、加强人才培养、充实社会保障等

具体措施。但时至今日，他的“新资本主义”进展

乏善可陈。

自民党总裁选举每 3 年 1 次，今年 9 月，自民

党将举行总裁选。日本是议院内阁制，议院多数党

推举其党首担任首相。据悉岸田对 7 月这次外访很

重视，因为他想通过这次访问，为其 9 月总裁选举

加分。但从这次出访结果看，日本民众焦虑物价等

经济问题，那些撒钱外交他们很不感冒。

面对 9 月总裁选，自民党内资深政治家已

跃跃欲试。6 月 26 日，现任数字大臣河野太郎

向所属的麻生派会长麻生太郎表示将出马竞选

总裁。6 月 30 日，现任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

充在谈及9月自民党总裁选时说，“不可否认，

我有担任首相要做的事儿”，这意味着他也准备

出马竞选总裁。7 月 1 日晚另一自民党前干事长石

破茂则与前首相菅义伟等党内大佬吃饭，就总裁选

交换意见。尽管 6 月 30 日自民党大佬、前干事长

二阶堂俊博放话说，现在开始总裁选时机尚早，但

事实上“后岸田”暗流已开始涌动。

7月岸田内阁支持率再创新低，降至15.5%。这也是2012年12月自民党重新夺回政权后的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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