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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田执政三年，“收入倍增计划”怎么样了葛
透
视
东
瀛

主笔 赵世峰

随着自民党总裁选举日期临近，岸
田文雄作为日本首相的任期也即将结
束。他在上月宣布放弃竞选连任的记者
会上表示，自认为执政三年“取得了显著
成果”。

当时，岸田细数三年来收获的诸多
成果，尤其是在经济、能源转型和国际关
系方面：终结持续30年的通货紧缩，努力
促进薪资和投资增长；应对人工智能时
代电力需求的大幅增加和绿色转型，引
入碳定价、绿色转型经济过渡债券、重启
核电站以及设立新型反应堆等，改变了
现有能源政策；应对迫在眉睫的少子化
问题，实施总额3 . 6万亿日元（100日元约
合5元人民币）的大规模应对计划；在五
年内增加43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大幅
强化防卫能力；成功举办七国集团（G7）
广岛峰会，出席北约峰会和日美韩戴维
营首脑会晤，强化日美关系，改善日韩关
系，加强与“全球南方”的关系等。

针对自民党派系“黑金”丑闻，岸田
强调因此修改了《政治资金规制法》，作
出解散派系、降低派对券购买上限等决
定。但岸田也承认，即便如此仍遭到国民
批评，因此决定放弃竞选连任，以表明继
续推进政治改革的决心。不过，日本《读
卖新闻》、朝日电视台等媒体认为，岸田
弃选实际上是迫于自民党内的舆论压
力。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岸田政府
本月初召开了本届政府最后一次经济财
政咨询会议，总结了经济政策的相关成
果。岸田说：“涨薪水平为33年来最高，设
备 投 资 创 新 高 ，名 义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 D P ）历史上首次超过 6 0 0 万亿日
元——— 这些成绩显而易见。”这次会议还
列出了45个经济指标，明确指出税收等
项目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今年4月至6月日本的名义GDP，换
算成年度数据后首次站上600万亿日元

大关，实现了2015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
提出的目标。与岸田政府上台时相比，日
本的名义GDP增长了10％。不过，日媒指

出，剔除物价上涨因素之后的实际增长
率仅为3％，潜在增长率也只有0 . 6％，在
七国集团中处于最低水平。

岸田执政期间，日企市值、日本股指
都创下历史新高，但日元长期大幅贬值
也冲击了中小企业的经营和民众生活。
虽然日本央行日本银行转变了货币宽松
政策，但仍未宣布摆脱通货紧缩，经济增
长仍面临困难。占GDP一半以上的个人
消费也增长乏力，今年4月至6月的实际
个人消费额换算成年度数据为297万亿
日元，仍低于2019年的平均水平（300万亿
日元），而这正是日本央行无法宣布摆脱
通货紧缩的原因所在。

日本经济极易受到外部因素影响，
俄乌冲突、巴以局势等导致国际能源、粮
食等价格上涨。日本政府8月公布的年度
经济财政报告认为，进口原材料价格上
涨导致日本国内物价持续上升。去年，受
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日元贬值增加进
口成本等因素影响，日本有超过3 . 2万种
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高。日本
帝国数据库公司今年8月初的一项调查
结果显示，接下来3个月仍将有超过4000
种食品价格上调。

随着日元贬值加剧，以制造业为中
心的企业业绩表现良好，日本国内企业
的经常性净利润整体上达到历史最高水
平。这一方面缘于企业利润盈余不断积
累，2023年度首次超过600万亿日元；另一
方面从今年4月至6月的劳动分配率来
看，大企业的人工成本占企业增加值比
重为近四个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虽然
2024年春季劳资谈判的涨薪幅度超过
5％，达到33年来的最高水平，但工资上
涨并未跟上物价涨幅，日本的实际工资
在6月转为正增长之前，曾一度连续26个
月处于负增长状态。

在企业业绩良好和物价上涨的背景
下，日本政府2023年度的税收达到72 . 1万
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三菱日联研究咨
询公司首席研究员小林真一郎指出：“与

企业利润增长相比，作为人工费的回馈
仍然有限，家庭并未得到实质性好处。”

与此同时，日本财务省8月9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包含国债、
借款和短期证券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总
额首次超过1300万亿日元，达到1311 . 4万
亿日元。国家和地方债务余额是GDP的
两倍多。日本2024财年预算案达112万亿
日元，其中约有27万亿日元用于偿还国
债及利息。

岸田政府还不顾反对，强行通过所
谓新“安保三文件”，扩大防卫费支出规
模，高额的防卫费必将挤占更多民生相
关的财政支出，对国民生活产生负面影
响。加之少子化对策、绿色转型及半导体
产业都存在大量资金短缺，导致日本财
政入不敷出，寅吃卯粮。

岸田政府提出的提高公共医疗保险
费用于加强少子化对策的计划也遭到多
数民众反对，“补贴先行”的少子化对策
收效甚微。日本厚生劳动省6月发布的人
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日本新生
儿数量约为72 . 7万，较上一年减少约4 . 3
万，再创新低。

岸田在2021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
中提出“令和版收入倍增计划”，但在同
年10月的众议院选举中并未对此做出明
确承诺，取而代之的是“资产收入倍增计
划”。同年10月14日，时任经济再生大臣
山际大志郎表示，“‘收入倍增’并非字面
意思，首相（岸田）也说过，这个词代表

‘希望制造一个能过让民众收入上涨的
环境，打造这样一个社会’。”这一解释令
日本民众大跌眼镜。

三年之后的今天，岸田许诺的美好
愿景仍然只是愿景。日本TBS电视台的
一份调查显示，针对“下届首相”的政策
和工作，日本民众最关心的是能否解决
物价上涨，最不关心的则是修宪和安保
问题。遗憾的是，本次自民党总裁选举的
多位候选人仍然把修宪和安保话题挂在
嘴边。

（上接A16版）

新老势力幕后角力

根据自民党总裁选举规则，367名自民
党籍国会议员每人1票，各地地方议员、普
通党员和“党友”（注册支持者）所投票折合
为367票，合计734票，得票数过半者当选总
裁。如果第一轮投票无人得票数过半，前两
名进入第二轮、即决胜轮。

媒体预测，鉴于此次候选人众多，首轮
选举很可能无人得票数过半。谁能在第二
轮胜出，取决于能否获得更多国会议员支

持。届时，国会议员票为367票，基层票为47
票，即全国47个一级行政区每个地区一票。
在往届选举中，曾多次出现凭借更多国会
议员支持而在第二轮逆转胜出的情况。最
近的一次就发生在2021年，岸田文雄在安
倍晋三、麻生太郎的支持下“翻盘”。

因此，政策论争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
有多少议员支持才是关键。着眼于第二轮
角逐，自民党内早已暗流涌动、合纵连横，
原有派系、各路大佬、新老势力持续在幕后
角力。日本网络上流传着针对各候选人“支
持议员”的一览表。外界普遍认为，小泉进
次郎已经获得前首相菅义伟为首的“非主

流派”支持，得到超过50名议员支持，处于
领先地位。而且，前总务大臣野田圣子因无
法获得参选所需20名议员推荐，放弃竞选
后转而支持小泉进次郎。小林鹰之得到了
以福田达夫为首的超过40名中坚力量和年
轻议员的支持。在地方选票中排名靠前的
石破茂、受到保守势力和企业界拥戴的高
市早苗，分别有大约30名议员支持。这样一
来，另外近100名倾向性尚不明确的议员，
将成为左右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

外界分析认为，如果石破茂和小泉进
次郎进入决胜轮投票，后者将最终胜出。石
破茂虽然在地方人气很高，但在以往党首

选举中，其所获议员支持一直较少。如果是
小泉进次郎和高市早苗进入决胜轮，预计
菅义伟会召集已经出局的加藤胜信、上川
阳子的推荐议员，合力支持小泉进次郎。而
麻生太郎、岸田文雄及茂木敏充等自民党
主流势力，预计将通过支持高市早苗来达
到排挤菅义伟的目的。

日本舆论推测，新首相有可能像岸田
文雄2021年上台后那样，解散国会众议院、
提前大选。新一届众议院选举可能会在10
月27日。因此，无论最后谁当选新总裁，第
一场硬仗就是率领自民党赢得众议院选
举，确保能够继续执政。

8月14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东京的官

邸举行记者会宣布不参加9月举行的自民党

总裁选举。 新华社发


	A1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