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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作秀未挽颓势，岸田难脱“黑金”阴影葛
透
视
东
瀛

主笔 赵世峰

经过处分自民党内涉派系“黑金”丑
闻议员以及美国之行后，日本首相岸田文
雄的支持率依然没有大的起色。共同社的
最新民调显示，岸田内阁的支持率仅为
23 . 8%，仍在“危险水域”徘徊。而且，自民党
内被处分的重量级人物并不服气，民众对
岸田本人未受处罚也“无法认同”。

据共同社报道，自民党本月初就派
系“黑金”丑闻作出处罚，包括原“安倍
派”和“二阶派”议员在内共39人被处分。
其中，原“安倍派”代理会长盐谷立因“身
居派系运营核心位置却未妥善应对丑
闻”，被“劝告退党”。12日，盐谷对处分结
果表示不服，要求重新审查，理由是“处
分存在多处对事实的错误认定”，希望基
于事实公平审查，“首相岸田文雄也应被
问责”。盐谷立表示，如果要求得不到批
准，他就提交退党申请。

长期以来，原“安倍派”把超出政治
资金宴会券销售指标的收益返还给议
员。2022年4月，在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指示
下，叫停了这一做法。然而，同年8月，时

任派系代理会长的盐谷立等四人商议如
何处理返还收益问题，最终决定恢复上
述做法。

对此，自民党16日决定不受理盐谷
立提出的重新审查的要求。据报道，自民
党总务会长森山裕向岸田文雄汇报后，
决定维持此前的处分结果。盐谷立若在
10天内不提交退党申请，就会被除名。

同样被处以“劝告退党”处分的自民
党前参议院干事长世耕弘成，在处罚公
布后第二天就宣布“将以无党派身份参
加众议院和歌山2区竞选”。本来被“劝告
退党”的世耕弘成无法获得党内公推，也
就无法获得自民党和歌山地方支部的支
持。这样一来，同样因“黑金”丑闻而隐退
的自民党前干事长二阶俊博，就可以把
长期经营的政治地盘交给一直给他当秘
书的三子二阶伸康。现在世耕弘成孤注
一掷，令原本清晰的局面顿时复杂起来。

世耕弘成早就有从参议院转战众议
院、进而谋求自民党总裁位置的打算。目
前，和歌山县的众议院小选区共有3个，
其中第3选区一直是二阶俊博的地盘。但
按照国会通过的相关规定，下届众议院

选举时和歌山县的3个小选区将合并为2
个，这样二阶俊博的儿子只能在合并后
的和歌山2区竞选。尽管二阶俊博长期深
耕此地，但世耕弘成家族在当地也是名
门，他的祖父和父亲均为和歌山选出的
议员，其地方支持势力不容小觑。

与此同时，共同社13日至15日实施的
日本全国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
首相岸田文雄未因自民党派系“黑金”丑
闻受到处分，78 . 4%的受访者表示“无法
认同”。本次调查中，岸田内阁的支持率
为23 . 8%，尽管较3月的最低点回升了3 . 7
个百分点，但已连续6个月处于30%以下
的执政“危险水域”。

具体来说，认为对涉“黑金”丑闻的
原“安倍派”和“二阶派”议员的处分“太
轻”的受访者占65 . 5%，认为通过自民党
调查和国会质询仍“未充分查明”问题真
相的占93 . 3%，认为“需要”禁止企业和团
体捐款的占54 . 5%。

调查还显示，对于下届众议院选举
的理想结果，50 . 5%的受访者希望“执政
党和在野党势力不分伯仲”，认为“执政
党与在野党将发生逆转”的占23 . 8%，认

为“执政党将超过在野党”的仅占17 . 7%。
对此，自民党总务会长森山裕承认：“国
民对政治资金问题的不信任尚未消除。”

日本媒体指出，日本民众因自民党派
系“黑金”丑闻对岸田政府产生信任危机。
预计在本月底进行的众议院补缺选举中，
在野党将利用“黑金”丑闻与自民党对峙，
并通过强烈批判自民党来吸引民众支持，
进而为下届众议院选举做准备。

岸田原本希望借助首次以国宾身份
访美来抬升低迷的支持率。为此，岸田访
美期间极尽“谄美”之能事，高调宣扬日
美同盟，自认为赚足了眼球。孰料日本民
众对此无感，甚至表示讨厌。他们更关心
的是自己的生活，此次共同社的调查中，
对于政府计划上调公共医疗保险的保险
费来筹措应对少子化问题经费的做法，
63 . 5%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共同社分析称，岸田力图抓住作为
国宾访美的机会摆脱颓势并发起攻势的
算盘落空了。对于民调希望“朝野不分伯
仲”甚至发生“逆转”的状况，一名政治资
深人士预测，为应对下届众议院选举，未
来自民党或许要考虑更换党首。

主笔 赵恩霆

五年一次的印度人民院（议会下院）
选举4月19日开始，投票将分7个阶段进行，
整个过程将持续到6月1日才能结束，6月4
日公布选举结果。印度人民院共有545个议
席，除2个议席由总统任命以外，其余543个
议席通过选举产生，在选举中赢得多数席
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有权组建内阁。

根据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今年印
度登记选民达9 . 68亿人。印度在全国设立
了超过100万个投票站，安排了大约1500
万名工作人员。

由于印度人口众多，加之幅员较大、
地形地貌多样，很多村庄、岛屿十分偏远，
还要调动安排大量军警人员进行安保，印
度人民院选举因而演变成了一场耗时费
力的马拉松式选举。2009年大选曾将选举
进程压缩至5 . 5个阶段，从当年4月16日持
续至5月13日，已经到了极限。2019年大选
投票共分7个阶段，耗时39天。今年选举为
印度自1951年以来耗时最长的大选。

在这次选战中，现任总理莫迪所在
的印度人民党领导的执政联盟全国民主
联盟，将对阵由老牌政党国大党为首的
反对党联盟“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
盟”。如果印度人民党阵营再度赢得大
选，莫迪将如愿开启第三个总理任期，并
将成为继开国总理尼赫鲁之后第二位连
任三届的印度总理。

不过，在去年5月的卡纳塔克邦议会
选举中，印度人民党失去联合执政的多
数席位，国大党获得超过半数选票，得以

独立组建邦政府。这意味着印度人民党
失去了印度南部最后一个有执政地位的
邦，被印度媒体称为大选前莫迪遭遇的
罕见政治挫折。

卡纳塔克邦人口超过6000万，首府是
印度高科技产业中心班加罗尔，经济发
展强劲，对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贡
献很大，被莫迪称为印度增长“双引擎”
之一，另一个引擎是莫迪曾经主政过的
家乡古吉拉特邦。

借此胜势，国大党在去年7月牵头组
建了有20多个党派参与的超级反对党联
盟“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不过，在
去年12月的大选前最后一轮地方议会选
举中，印度人民党从国大党手中夺得恰
蒂斯加尔邦和拉贾斯坦邦的执政权，并

创纪录地第五次在中央邦获胜。当时有
观点认为，拿下这三个关键邦，将对莫迪
再度连任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其实，尽管国大党在地方议会选举
中有所斩获，但依然难以撼动印度人民
党在联邦层面的执政地位，莫迪对于自
己的第三个总理任期也是信心满满。近
期多份民调显示，莫迪的支持率维持在
70%以上，而国大党为首的反对党阵营缺
少高人气的领导人物。

今年2月，莫迪曾表示，印度人民党
要在大选中夺得370个席位，由该党领导
的执政联盟全国民主联盟有望获得超过
400个议席。如果得以实现，将意味着仅
印度人民党就可控制人民院三分之二多
数席位。这种情况上一次出现还是在40

年前，时任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遇刺身
亡，国大党在大选中赢得414个议席。

在2014年和2019年两届人民院选举
中，印度人民党分别获得282席和303席。
反观国大党，其在2014年、2019年的两次
大选中，仅分别获得44席和52席，可谓跌
入谷底，难以对当下势头强劲的莫迪和
印度人民党构成太大威胁。

即便如此，莫迪也不应掉以轻心。虽
然莫迪政府带领印度保持了较高经济增
速，已跻身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但大选前
一周的民调显示，当前印度选民最关心的
问题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胀，这反映出印度
经济仍然存在结构性问题，比如制造业占
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萎缩。

此外，近年来印度农民频繁发起“进
军德里”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莫迪政府
的农业政策，要求保留农产品“最低支持
价格”。最近一轮抗议活动始于2月中旬，
来自13个邦的10至20万农民以及上万辆
拖拉机“进军德里”。

大选之前莫迪政府针对反对派的打
压也招致批评。3月底，反对党联盟在新
德里举行大规模集会，声援被以受贿腐
败指控逮捕的德里首席部长、反对党平
民党领导人凯杰里瓦尔以及前贾坎德邦
首席部长、贾坎德解放阵线党领导人索
伦。另外，国大党的银行账户也在3月被
冻结，导致该党无法正常开展竞选活动。

这场马拉松式大选已经开启，虽然反
对派组建了超级反对党联盟，但其中多数
是地区性政党，看似声势浩大，实际恐难
以阻止莫迪和印度人民党继续执政。

印度马拉松式大选开始，莫迪能否再度连任葛
国
际
观
察

（上接A16版）
2025年大选将是黄循财担任总理后的

首次大选，届时其内阁可能进行大幅调整。

延续“外交平衡术”

新加坡在地区外交和国际关系中发挥
着独特作用，其与中美两国均保持着密切
交往，也在大国之间奉行平衡外交。

2022年4月黄循财被确定为新加坡第
四代领导团队领军人物后，他对美国进行
了为期10天的访问，除了会晤美方官员，还

参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
行会议、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
长会议、美国智库论坛等活动。彼时，黄循
财还只担任财政部长，尚未出任副总理。

去年10月，黄循财再次对美国进行为
期11天的工作访问，这是他2022年6月担任
副总理后首次访美。按照当时新加坡总理
公署的声明，此访旨在加强新美两国之间

“牢固和多方面的关系”。
去年，中新两国关系提升为全方位高

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两国之间建有4个
副总理级双边合作机制：双边合作联委会

以及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和（重庆）战
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三个政府间合作项
目协调理事会。黄循财在去年5月13日至17
日、12月5日至8日两次访华，其中第二次访
华期间与中方领导人共同主持了两国间4
个副总理级双边合作机制的会议。

作为新加坡第四代领导团队的领军人
物，黄循财曾在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的一场对话会上首次就中美关系表
态称，中国的上升趋势不可阻挡，尝试围堵
中国崛起不仅十分困难也不会有效。

黄循财曾表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

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很多国家对中美
能重启对话、重建新的相处模式有所期待。
针对美国力推所谓“去风险”、“脱钩断链”，
排挤打压中国的做法，黄循财指出，这些声
音都会导致更加碎片化和“脱钩”的世界经
济，“一个碎片化的全球经济，将把世界分
裂为相互竞争的区域集团。贸易、投资、思
想的传播将会减少——— 而这些都曾是帮助
我们实现经济进步的关键因素”。

黄循财表示，“永远不要押注中国会衰
弱”，中国仍将是一个能为双边合作提供巨
大机会的经济体。

44月月1111日日，，在在印印度度哥哥印印拜拜陀陀，，工工作作人人员员在在一一处处投投票票站站整整理理调调试试投投票票设设备备。。 新新华华//法法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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