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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田急于启动修宪讨论难获民意支持葛
透
视
东
瀛

主笔 赵世峰

在5月3日的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3
万多民众聚集在东京有明防灾公园的广
场上，举行声势浩大的护宪集会。然而，
就在当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给一场主
张修宪的小规模会议发去视频讲话，再
次强调要加速修宪。

岸田文雄4月22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
会会议上说，“考虑到时间上的制约，我的
确有危机感。”岸田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到
今年9月结束，他竭力想在此之前实现修
宪。“这一想法没有任何改变，即便只能前
进一两步，我也会继续努力。”他说。

日本宪法纪念日用来纪念自1947年
以来实施了77年的宪法。这部二战后日
本制定的宪法，因写有“永远放弃发动战
争”“不保持陆海空及其他战争力量”的
第九条而被称为和平宪法。

但现在的日本政府越来越脱离和平
主义轨道，让日本民众深感不安。解禁集
体自卫权、防卫费扩充两倍、拥有“对敌

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杀伤性武器出
口……日本一些保守派媒体也在宣扬：

“不仅应把自卫队写进宪法，还应把‘对
敌基地攻击能力’写入宪法。”日本在野
党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说：“现在的日
本，处于宪法危机、和平危机、战争危机、
人权危机之中。”

近些年来，日本政治呈现右倾化趋
势，修宪主张大行其道。特别是俄乌冲突
爆发以来，右翼保守势力认为推动修宪
的“机会”来了，岸田屡次在公开场合呼
吁修宪，甚至将其形容为“时代性”问题。

2021年11月，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
执政联盟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超过三分
之二的议席。2022年3月，岸田政府正式将

“修宪”列入参议院选举纲领。在同年7月
的参议院选举中，被视为修宪势力的自
民党、公明党、日本维新会和国民民主党
等势力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席，从而
迈过在参众两院推动修宪动议的“门
槛”。那次参议院选举结果公布后，岸田
在记者会上表示，将继续致力于解决修

宪等难题，决心作为自民党总裁主导国
会的修宪讨论，“努力尽早推进到提议这
一步”。

去年5月3日，岸田也提及修宪，并表
示将尽早举行国民投票。根据日本《国民
投票法》，修改宪法首先要在参众两院各
获得至少三分之二议员的支持，然后还
要举行全民公投，获得半数以上国民的
支持后才能修宪。

共同社在5月3日之前进行的舆论调
查结果显示，认为民间修宪氛围“高涨”
和“有些高涨”的受访者占31%，而认为

“不高”和“不太高”的受访者占67%。尽管
岸田呼吁在其自民党总裁任期内加快讨
论修宪，但相比加速讨论，舆论明显认为
重点应放在取得广泛共识上。

对于岸田的动机，上述民调显示，仅
有33%的受访者认为“需要加紧”讨论修
宪，而认为“不必加紧”推进的受访者占
65%；对于修宪的推进方式，认为“应优先
形成政党广泛共识”的受访者占72%，只
有24%的受访者认为“应由态度积极的政

党开始制作条款方案”。即便在对修宪持
积极态度的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的支持
者中，认为“需要加紧”推进修宪的占比
也未过半，占比只有46%。

目前，自民党因派系“黑金”丑闻而
信誉扫地。在4月28日举行的众议院席位
补选中，自民党在三个选区全部落败，这
三个原属自民党的议席均被最大在野党
立宪民主党拿下。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次
选举结果体现了民意，沉重打击支持率
低迷的岸田内阁。日本新闻网的民调结
果显示，近九成民众不希望岸田连任首
相，其中近三成希望他“立即下台”。

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岸田政权已经
感受到了“生存危机”。孤注一掷推动修
宪，是对和平主义精神的背离，无益于解
决日本当前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难题，更不
可能挽救岸田内阁岌岌可危的支持率。日
本战后的经济繁荣有赖于和平宪法带来
的稳定发展环境，日本智库“新外交倡议”
代表猿田佐世说：“当下的日本，和平宪法
已经徒有虚名，日本已在军事大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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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
王毅邀请，韩国外交部长官赵兑烈于5月
13日至14日访华。这是韩国外长时隔6年
半再次访华。

王毅在13日的会谈中表示，近段时
间中韩关系面临困难和挑战，这不符合
双方共同利益，也不是中方愿意看到的。
希望韩方与中方一道，坚守两国建交初
心，坚持睦邻友好方向，坚定互利合作目
标，排除干扰，相向而行，合力推动中韩
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赵兑烈表示，韩国政府高度重视对
华关系，愿同中方增进互信、扩大共识、
聚焦合作，共同开启韩中合作新局面。

王毅在会谈中还指出，中韩之间没
有根本利害冲突，应追求和而不同的境
界。此前，赵兑烈也曾用过“和而不同”一
词：今年1月3日，他在向韩国国会提交的
人事听证会书面答辩书中表示，以“和而
不同”的精神发展韩中关系至关重要。

赵兑烈是尹锡悦政府的第二任外
长，他于去年12月19日获得提名，在今年1
月10日正式上任。赵兑烈上任后先后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本外务大臣上川

阳子通电话，并于2月6日与王毅通电话。
王毅在那次通话中表示，希望韩方

奉行积极客观友善的对华政策，恪守一
个中国原则，维护好中韩关系政治基础，
推动两国关系回到健康稳定的发展轨
道。中韩经济联系密切，产供链高度互
嵌，双方应共同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抵
制经济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和工具化。

赵兑烈表示，韩方高度重视发展对
华关系，赞同经贸问题不应泛安全化，双
方可就保持产供链稳定加强沟通协调。

这次访华期间，赵兑烈表示，希望此
访成为韩中关系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
韩方不赞成零和博弈，希望平衡地同各
国发展关系，愿同中方增进互信、扩大共
识、聚焦合作，尽可能避免地缘政治因素
制约，共同开启韩中合作新局面。

2022年5月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大幅
调整韩国对外政策，放弃更符合自身利
益的平衡外交，转而一边倒地追随美国，
大搞所谓“价值观外交”。在加强韩美同
盟的基础上，尹锡悦政府不顾国内舆论
反对，主动缓和对日关系，在涉及二战时
期日企强征劳工赔偿案、贸易摩擦等问
题上妥协让步，以换取韩日关系改善。

过去两年，尹锡悦还曾受邀出席北约

峰会，韩国也成为北约亚太化的跳板。同
时，在美国大搞阵营对抗、力推所谓“印太
战略”的背景下，尹锡悦政府急于充当“棋
子”，通过美日韩华盛顿峰会来加强三角关
系，积极向美英澳新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奥库斯”）靠拢，意欲扮演美国“印太战
略”支点角色。

不仅如此，尹锡悦政府此前还在涉
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不断挑衅。去
年4月，尹锡悦访美之前在台湾问题上发
表错误言论；去年11月，尹锡悦在访问英
国期间，与英国首相苏纳克签署的文件
中再次涉及台湾问题。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
明批评尹锡悦的言论给韩中关系火上浇
油。中方不仅就此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还
正告韩方谨言慎行，好自为之。

今年3月，针对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连
续就南海问题发表罔顾事实的评论，中
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表示，韩国不是南
海问题的当事方，近来有关做法无助于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更不利于中韩关系
发展，敦促韩方谨言慎行。

此外，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
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韩国是
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韩国产业通商

资源部去年1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
前11个月，韩国对华贸易出现180亿美元
逆差，这是1992年两国建交以来，除了
1992年当年，时隔31年后再现贸易逆差。
其中既有中韩两国产业和贸易结构变化
的因素，也有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中韩关系面临困难和挑战，责任完
全在韩方。解铃还须系铃人，推动中韩关
系重回正轨，需要韩方做出实际行动。在
上个月举行的韩国国会选举中，尹锡悦
所在的执政党国民力量党惨败，主张改
善对华关系、发展平衡外交的共同民主
党阵营继续控制国会。

尹锡悦将在接下来三年任期继续面对
“朝小野大”局面，为了顺利施政，其不得不
听取在野党阵营的声音，调整内政外交政
策方向。或许正因如此，赵兑烈才希望此次
访华能推动韩中关系向前迈进一步。

对韩国而言，眼下就有一个改善中
韩关系的契机——— 赵兑烈此次访华还肩
负着为拟于近期举行中日韩领导人会谈
进行沟通协调。去年11月，中日韩外长会
在韩国釜山举行，如果中日韩领导人会
议得以召开，将是这一会晤机制时隔4年
多重启，上一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是2019
年12月在成都举办的。

改善对华关系，韩国不能光嘴上说“重视”葛
国
际
观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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