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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晋三 再度拜相
自民党表示执政后尽快改善日中关系

韩国大选倒计时

两阵营展开决战

本报讯 据韩联社16日报
道，距离韩国第18届总统选举只
剩最后3天，执政党新国家党总
统候选人朴槿惠和主要反对党
民主统合党候选人文在寅的对
决也进入了最后的决战。由于目
前民调结果已经被禁止公开，因
此两大候选人在混战局面中，各
自展开舆论攻势，以笼络民心。
近日双方互攻对方弱点，展开

“负面竞选”，新政策和新政治则
被抛到一边。

首尔市选举管理委员会近
日向检方举报，新国家党国民沟
通本部下属的某一人员在网络
上传有利于朴槿惠的留言，涉嫌
进行非法选举运动，而新国家党
则主张民主统合党位于汝矣岛
的办公楼中，正在进行非法SNS
(社会性网络服务)选举运动。

目前正在全力支持文在寅
的前无党派候选人安哲秀15日
在推特中谴责了负面竞选。他
说，选举过程变得混乱时，即使
获胜心情也依然沉重。他的言论
将给两大阵营的战略和最后的
局势带来何种影响，引人瞩目。

(中新)

朴槿惠竞选对手

李正姬宣布退选

诽谤总统候选人

韩情报员受质询

据新华社电 韩国一名女
情报人员15日接受警方质询，原
因是她涉嫌利用互联网诽谤主
要反对党民主统合党候选人文
在寅。这名情报人员姓金，现年
28岁，在国家情报院任职。她涉
嫌过去3个月多次在首都首尔南
部的办公室将针对文在寅的负
面言论上传至互联网。民主统合
党先前指认国家情报院在互联
网上发布诽谤文在寅的言论，遭
后者否认。国家情报院说，对民
主统合党的“恶意宣传”“深表遗
憾”，警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

格聚焦韩国大选

本报综合新华社消息 据日本
广播协会电视台16日报道，日本国
会众议院选举初步结果显示，最大
在野党自民党已赢得269个议席，
超过众议院480个议席的一半，将
在时隔3年多后重新夺回政权。如
不出意外，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将
在本月26日召集的特别国会上经
指名选举出任首相。这意味着，继9
月成为自民党1955年建党以来首
名再次当选的前党首后，安倍将成
为继吉田茂后、“二战”结束以来第
二位“梅开二度”的日本首相。

准备与自民党组建执政联盟的
公明党已获得27个议席。依照自民
党干事长石破茂与公明党干事长井
上义久16日会晤的决定，两党将着
手组建联合政府并开
始政策协商。统
计 数 据 还 显
示 ，执 政 党
民主党目前
仅 获 4 4 个
议席。作为
第三极代表
的“ 日 本 维

新会”获得42个议席，“日本未来
党”获得6个议席。

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16日晚
表示，“日中两国是无法搬家的邻
居。双方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过
程中，需要坦诚认真地展开对话”，
自民党执政后应该与中国建立信赖
关系。当晚，自民党党首安倍晋三也
表示，执政后将尽快改善日中关系。

相比三年前实现政权更替时的
风光，民主党早已失去终结自民党
几乎连续半个多世纪不间断执政的
心气。过去一年，内部分裂，退党风
潮，民意支持率一路下滑。民主党党
首、首相野田佳彦表示将辞去党首
职务，承担败选责任。

1504名候选人在全国300个小
选区和11个比例代表区竞逐众议

院480个议席，参选人数为现行
宪法实施以来最多。12个政

党和无党派人士登记参
选，是日本自1996年
实行现行选举制
度度 以以 来来 参参 选选 政政
党党最最多多的的““总总
选选举举””。。

┮新闻分析

自民党胜选后

执政之路艰难

据新华社电 韩国较小在
野党统合进步党总统候选人李
正姬为凝聚在野党，16日宣布退
选，同时重申如果新国家党候选
人朴槿惠当选，将意味着“无可
挽回的历史倒退”，意指像朴槿
惠父亲、前总统朴正熙那样的统
治复辟。

本月4日首场电视辩论中，
李正姬频频发言成为全场焦点。
她批评朴槿惠没有提出切实可
行的执政目标，称朴槿惠作为朴
正熙长女的身份会促使独裁历
史重演，质疑她是否有执政能
力，明言自己参加辩论就是为阻
止朴槿惠上台。

在自民党此次竞选纲领
中，安倍提出了令人忧虑的政
策主张。在内政方面，他主张修
改和平宪法，将自卫队升格为

“国防军”，允许行使集体自卫
权。但修宪需向国会提交宪法修
正案，在获得众参两院三分之二
以上议员赞成后，还要在公投中
得到三分之二以上民众赞成后
才能修改。在反对修宪的强烈
呼声中，修改宪法难度极大。

在经济方面，他主张大胆
放松银根，将摆脱通货紧缩、制
止日元升值列为首要课题，实
现3%以上的名义经济增长率。
目前，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加上
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美国经济
回升缓慢，此时放松银根，未必
能取得预期效果。

在外交方面，安倍主张强
化日美同盟。因冲绳民众的强
烈反对，解决普天间基地迁移
问题谈何容易，强化日美同盟
关系面临困难。此外，日本政府
非法对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
屿实施所谓的“国有化”，导致
中日关系严重恶化。日方如不
停止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
为，如不以实际行动纠正错误，
中日关系就不可能得到改善。

破解在野党占参议院多数
议席的“扭曲国会”困局，对自
民党新政权来说是个难题。民
主党仍是参议院第一大党，而
自民党和公明党的参议院议席
共102席，距离占据参议院的过
半数议席还差16席。因此，今后
向国会提交的各种法案要在参
议院顺利获得通过并非易事。

自民党新政权如不调整不
切实际的政策主张，推行真正
可行的内政外交政策，并找到
破解“扭曲国会”的良策，则政
权根基就不会稳固，进而导致
执政之路更艰难。 据新华社

┮中日关系

听安倍言

更要观其行

如何看待安倍在竞选中
所提出的一系列右倾言论？其
上台后在处理日中关系上可能
采取的政策？日中关系走向如
何？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蒋丰
认为，对于安倍的右翼倾向，不
要单纯听其言，对安倍要有历
史性看法。

2006年9月，安倍首次当选
首相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是
中国。最近安倍在日本著名的
时事月刊《文艺春秋》上发表文
章指出，现在民主党里很多人
都说，“如果安倍当选，日中之
间会发生战争，但他们忽视了一
件事：上次当选后，我第一个访
问的国家是中国，是我和中国领
导人一起达成协议，将中日关系
定位在战略互惠关系上。夺回政
权后，我将再次重新构建日中
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

虽然安倍在竞选中曾提出
要“修宪建设国防军，赋予日本
集体自卫权”，但这些目标能否
实现、如何实现，用多长时间实
现，都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具体
怎么实施，安倍会结合日本的
国家利益、外交环境、经济情况
作考虑。正如安倍过去所讲：对
待日中关系不会感情用事。所
以在这种背景下，安倍上台后
的政策还有很大的看点。

对于中日关系走向，可以
看到，现在的自民党曾经历过
由于小泉内阁参拜靖国神社带
来的中日关系惨痛经历。这三
年，作为在野党，自民党也亲眼
目睹了民主党因为和中国硬碰
硬而使中日关系降到冰点的深
刻教训。此前，中日关系四份重
要政治文件均是自民党执政时
期与中国政府签订的，相信自
民党政权在处理中日关系方
面，将会比民主党处理得好。

据人民网

┮新闻人物 安倍晋三
作为著名的鹰派政治家，安倍主张修改宪法从而把自卫队定位

为“国防军”，以及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些也引发了舆论对其右
倾化的担忧。作为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继任者，安倍于2006年9月当
选首相，当时他52岁，是第一位“二战”后出生的首相。

安倍成长于政治世家，外祖父岸信介和外叔公佐藤荣作都
曾任日本首相，父亲则是前外相安倍晋太郎。小泉执政期间，安
倍晋三曾任自民党干事长及官房长官等要职。他上一次担任
首相时提出“摆脱战后体制”的口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
《国民投票法》和新《教育基本法》，但因养老金记录不全问

题和接连不断的阁僚丑闻在2007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
惨败，进而形成了参众两院多数派不一致的“扭曲国
会”，其间他的宿疾溃疡性大肠炎恶化，于当年9月宣
布辞职，在任仅一年。

今年9月，安倍再次当选自民党总裁，他打出
“夺回日本”的旗号，立志要带领自民党夺回失去
3年的政权，寻求再任首相的机会。在日前发表
的施政构想中，安倍表示自己已经有当首相的
经验，知道日本的问题出在哪里，也更有经验
来领导这个国家走出阴影。不过，他能否彻
底改变上一任期内备受抨击的“任人唯亲”
做法，并发挥应有的领导能力，还有待时间
的检验。 据《中国日报》

16日，韩国民主统合党总统
候选人文在寅(左)和新国家党总
统候选人朴槿惠在最后一次电
视辩论前握手。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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