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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遭重创

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惨败后，党内出
现要石破茂引咎辞职的声音，前经济安保大
臣高市早苗再次冒头。在9月的自民党总裁
选举中，她以最高得票数进入决胜轮，最后
仅以微小差距败给石破茂。如果党内反对派

“逼宫”，石破茂不得不辞职的话，高市早苗
有可能得偿所愿，成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

但对高市早苗不利的情况是，这次众
议院选举中，很多支持她的自民党保守派
议员败选，自民党的众议员格局发生很大

变化。高市早苗为报答在总裁选举中支持
自己的议员，扩大党内支持度，在众议院选
举前到日本各地进行了120多次助选演讲，
为50多名议员站台，结果她声援的议员大
约一半落选。她的“大本营”——— 原“安倍
派”也遭遇重创，原“安倍派”议员从去年12
月1日的59人锐减到现在的20人。

此外，自民党参加竞选的“世袭”新人
也接连败北。在和歌山2区，自民党前干事
长二阶俊博的三子二阶伸康不敌世耕弘
成，也未能借助比例代表制“复活”，最终落
选。在大分1区，前冲绳北方担当大臣卫藤
晟一的长子卫藤博昭落败，也未能借助比
例代表制“复活”。这种情况也折射出民众

对“世袭议员”现象的不满。
由于保守派遭重创，修宪势力在众议院

未能达到提议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议席数。
众议院选举前，修宪势力合计席位数为352
个，选后减少至297个。修宪势力包括自民
党、公明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等党
派。不过，修宪势力内部也存在分歧，对于自
民党和维新会提出的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
九条，公明党和国民民主党持不同意见。

共同社的10月底的舆论调查显示，石
破茂内阁的支持率为32 . 1%，较10月初下滑
18 . 6个百分点。调查显示，31%的受访者希
望政界重组，仅有18 . 1%的受访者希望维持
自民、公明两党组成少数派政府。能让石破

茂略感欣慰的“好消息”是，这项调查中，
91 . 4%的受访者认为自民党议席减少是受
到“黑金”丑闻影响，65 . 7%的受访者认为石
破茂没必要为此担责辞职。

从目前情况来看，石破茂政府极有可能
继续执政，第二届内阁阵容也已基本确定。
但分析人士认为，即便自民党和公明党联盟
继续执政，未来新政权必将面临多重挑战：
首先，如何应对以日元疲软为标志的经济挑
战，回应选民对经济民生问题的关切，缓解
民众正在经受的高物价、低工资之苦；其次，
如何进行政治改革，以挽回民众信赖；第三，
如何化解在具有争议的外交安保议题方面、
尤其是落实防卫政策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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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连续32次获通过的决议

当地时间10月30日，第79届联合国大
会针对“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
业和金融封锁”完成一般性辩论后，就相
关决议草案进行投票。这项决议草案最终
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联合国187个会员
国投下赞成票，只有美国和以色列投了反
对票，摩尔多瓦弃权。这是联大连续第32次
通过相关决议。

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以相关决议
的方式，呼吁美国结束对古巴的经济封锁。
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已持续的60多年，1959年
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
政策；1961年美古断交，次年美国对古巴实
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之后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美国对古巴的封锁进行过一些
调整。从1992年开始，美国通过相关立法对
古巴的制裁影响扩大到第三国。也就是在这
一年，要求美国终止对古巴经济封锁和制裁
的联大决议首次被提出。

2015年，美国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但
美国仍未全面解除对古封锁。2017年特朗普
政府上台后，美国再次收紧对古政策。2019
年以来，美国又不断升级对古制裁措施。美
国总统拜登在今年9月13日签署备忘录，决
定对古巴的封锁延长一年，至2025年9月14
日。这次美国投下反对票，意味着其对古巴
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仍将继续。

在联大讲话中，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敦
促美国下一任总统能够作出改变，结束对古
巴长达60多年的非人道的封锁。美国长期对
古巴实施单方面制裁，制裁范围覆盖从燃
料、食品、日用品到药品的几乎所有民生领
域，古巴长期面临物资严重短缺。美国的制
裁还导致古巴外汇储备大幅缩水，无法从其
他国家大规模采购燃料进行发电。罗德里格
斯今年9月表示，按当前美元价格计算，美国
对古巴长达数十年的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
禁运导致古巴损失超过1641亿美元。仅在
2023年3月1日至2024年2月29日，美国封锁对
古巴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50 . 6亿美元。

飓风“奥斯卡”10月登陆古巴，造成至少
7人死亡，全国范围内停电。巴西外长10月29
日在联合国总部讲话时指责美国对古巴的
封锁阻碍了飓风灾害的人道主义救援。

从政一年多的大学教授

历史上阿根廷是支持古巴的，蒙迪诺代
表阿根廷投下赞成票也是基于该国在古巴
问题上的历史立场。然而，由于米莱政府在
外交政策上坚定地与美国和以色列保持一
致，同时反对所有左翼政府，因此这张在联
大投下的赞成票在阿根廷国内掀起波澜。

投票结束后，阿根廷媒体报道称，米
莱已经决定更换外长。阿根廷总统府办公
室当天晚些时候发布声明宣布，蒙迪诺已
提交辞呈，原阿根廷驻美国大使赫拉尔
多·韦特海因将接任外长。

现年66岁的蒙迪诺是米莱的老部下，
早在米莱竞选总统期间就担任其高级经
济顾问。她出生在阿根廷第二大城市科尔
多瓦，后来考入阿根廷最古老的高等学府
国立科尔多瓦大学学习经济学，1979年获
得经济学学位。

1982年，蒙迪诺前往西班牙求学，获得
纳瓦拉大学IESE商学院经济学和市场营
销硕士学位。1986年毕业后，她又前往美国
深造，200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硕士
学位。蒙迪诺还拥有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高
级管理教育学位和美国圣母大学门多萨
商学院伦理学硕士学位。

1991年，蒙迪诺创立了一家名为“风险
分析”的风险评级机构，后来这家机构被
美国知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收购，她在纽
约担任整个拉丁美洲地区的区域主管。
2006年，蒙迪诺回到阿根廷，在位于首都布
宜诺斯艾利斯的阿根廷知名私立大学宏
观经济研究大学担任金融学教授和行政

职位，还担任过多个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阿根廷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蒙迪诺的丈夫尤金尼奥·彭达斯也是一
名经济学家，两人育有两个孩子。蒙迪诺拥
有50 . 27亿比索（约合502 . 7万美元）的身家，
是米莱内阁中最富有的官员。她从政时间不
长，去年才步入政坛，以自由前进党候选人
身份当选国会众议员。米莱竞选总统期间，
她担任高级经济顾问，经常在社交媒体X上
发布一些幽默诙谐但极具煽动性的言论，成
为自由前进党最具魅力的代言人之一。米莱
当选总统后，任命蒙迪诺出任外长。

总统府与外交部矛盾不小

蒙迪诺被解职本质上是总统府与外
交部职业外交官之间存在矛盾分歧。米莱
上台后，在外交政策上支持美国与以色
列，对古巴、委内瑞拉等拉美左翼国家持
敌视态度，希望与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关
系。今年5月10日，联大就巴勒斯坦被接纳
为联合国会员国相关决议草案投票，143国
投了赞成票，美国、以色列等9国投了反对
票，英国、德国、乌克兰等25国弃权，当时阿
根廷就是投下反对票的9国之一。

然而，在阿根廷外交界看来，蒙迪诺这
次投票支持古巴“没毛病”。阿根廷TN新闻
网报道称，“阿根廷代表团的投票延续了其
在古巴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这一决定也在外
交部内部得到了职业外交官们的低调支
持。”阿根廷《民族报》援引该国外交界人士
的话报道称，阿根廷在联大支持古巴的投票
出于务实考虑，旨在维护阿根廷对马尔维纳
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如果

投票弃权或反对票，可能会影响未来在马岛
问题上争取其他国家支持的努力”。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近几个月来，
米莱与阿根廷外交部在多个问题上出现
摩擦。最近，阿根廷外交部发生不少人事
变动：副外长利奥波多·萨霍雷斯和常驻
联合国代表里卡多·拉戈里奥相继辞职，
两人均是在外交界有丰富经验的重量级
人物。当时就有报道称，拉戈里奥与总统
府有严重分歧。一份来自阿根廷总统府的
声明称，行政部门将启动“对职业外交人
员的审查，以识别那些推动不符合自由理
念议程的人员”。据阿根廷TN新闻网报道，
米莱的一系列“警告”让阿根廷的职业外
交团队感到“担忧、不安，甚至怀疑”。

蒙迪诺在离职前也已经被边缘化。阿根
廷《民族报》报道称，蒙迪诺最近几个月一直
没能参加米莱在国际范围内的重要活动，反
而是阿根廷外交系统内与总统府秘书长卡
琳娜·米莱更接近的人士“占据上风”。卡琳
娜·米莱是米莱的妹妹，米莱担任总统以来
她频频陪同哥哥出访并参加外交活动。

米莱对新任外长的选择或许更能说明
其向美国靠拢的立场。韦特海因此前是阿根
廷驻美大使，他被任命为外长后在社交媒体
上发文称，“在阿根廷，外交政策由总统决
定，整个外交团队将与这一愿景保持一致。”

随着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阿根廷
与美国的关系很可能将进入更“甜蜜”的阶
段。米莱是特朗普的“铁杆粉丝”，被称为“阿
根廷版特朗普”，曾在竞选期间喊出“让阿根
廷再次伟大”的口号。今年2月，米莱访美期
间专程与特朗普会面，受邀在美国保守派政
治行动会议上发表演讲，以支持他的偶像。

阿根廷前外长迪亚娜·蒙迪诺：

因为联大一场投票而丢了官职
前不久，联合国大会的一场

投票后，阿根廷外交部长换了人。
10月30日，时任阿根廷外长迪亚
娜·蒙迪诺就联合国大会一项敦
促美国结束对古巴封锁的决议草
案投下赞成票，之后阿根廷总统
米莱因此将蒙迪诺解职。当天晚
些时候，蒙迪诺提交辞呈，原阿根
廷驻美国大使赫拉尔多·韦特海
因接任阿根廷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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