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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晋三8月28日因身体原因宣布辞职，希望尽早交棒。自民党内安倍潜在继任人
选不少，各自竞选优劣势不同。

日本媒体8月31日报道，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定于9月14日选举党总裁，接替因健康原因宣布辞
职的首相安倍晋三，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有意竞选执政党自由民主党总裁（党首）。据共同
社消息，日本政府计划在9月17日选出新首相。日媒两项民意调查显示，前防卫大臣石破茂是最受
公众欢迎的安倍继任人。不过，石破茂还没有宣布是否参选自民党总裁。

多名熟悉日本外交政策
的学者预期，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的接班人可能延续前任
的外交政策，以确保日本保
持或巩固与各国外交关系。

安倍2012年底再次上
台，迄今连续在任7年8个月，
结束了2006年以后日本首相
频繁换人的局面。多名外务
省官员认为，“长命”政府能
让日本更好地追求和保护本
国利益。

安倍重视发展与多国领
导人的私人关系：近8年里会
晤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共计27次，与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频繁开展“高
尔夫外交”。

在原日本时事通讯社记
者、政治分析师丰岛典雄看
来，安倍接班人别无选择，只
能延续现有外交政策，尤其
是“新内阁只有一年时间”。

共同社解读，新首相预
期将延续安倍的外交政策，
但在发展与各国领导人私交
上或许“慢热”。

继任者面临和安倍同样
的外交挑战。

日本与韩国就争议领土
和历史问题互不让步，去年
以来日方限制对韩半导体产
品出口，导致日韩关系进一

步恶化；尽管日俄各层面会
晤多次，双方围绕北方四岛
（俄称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争
议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难
以缔结和平条约；安倍致力
于解决的朝鲜特工绑架日本
人问题没有突破；美国又一
再施压日本提高驻日美军军
费分摊额度。

安倍有力继任人选包括
曾在安倍执政时期担任外务
大臣的岸田文雄、内阁官房
长官菅义伟。共同社预测，
两人很有可能延续安倍的外
交政策。

另一有力人选、前自民
党干事长石破茂对安倍外交
政策有异议。2018年自民党
总裁选举期间，他曾质疑安
倍的“高尔夫外交”，认为日
方不应对美方要求“照单全
收”；在对朝关系上，石破反
对一味对朝施压，认为日方
过分依赖美方实现对朝关系
突破。

不过，在政治分析师丰
岛看来，由于石破在自民党
国会议员中支持者相对较
少，“即便石破当选首相，他
在组建内阁、制定外交政策
时也可能需要依靠其他党内
成员，包括那些与安倍观点
相近的人”。

日本学者称继任者
或延续安倍外交政策

日本下任首相 石破茂？
民调显示其最受公众欢迎

日媒两项民意调查显示，
前防卫大臣石破茂是最受公众
欢迎的安倍继任人。

安倍上周因健康状况不佳
宣布辞职，拉开继任人竞争
大幕。

日本共同通讯社8月29日
和30日就5名热门继任人选展
开电话民意调查，大约34%的
调查对象认为石破茂是下任首
相合适人选，内阁官房长官菅
义伟以14%支持率排名第二，
现任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以
13.6%紧随其后，环境大臣小
泉进次郎10.1%。日本经济新
闻社与东京电视台周末公布联
合民调显示，石破茂以28%的
支持率居首，河野太郎15%，菅
义伟11%排第四。自民党政务
调查会长、前外务大臣岸田文
雄已宣布参选，但在上述两项
民调中支持率居末位。

路透社报道，上述民调凸
显公众与自民党内部政治势力
的意见分歧。日本媒体报道，
菅义伟一直是安倍的左膀右
臂，竞选自民党总裁有望获得
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派系和
其他主要派系支持，在党内处
于优势地位。菅义伟8月31日
以政府首席发言人身份主持例
行记者会，被问及自民党总裁
选举时，拒绝发表意见。

日本首相由国会议员选举
产生，由于自民党占日本议会
多数席位，其总裁将自动成为
首相。安倍本届自民党总裁任
期原定明年9月结束。他辞职
后，自民党将提前举行总裁选
举，新当选总裁将完成安倍剩
余首相任期，直至明年秋季日
本国会众议院选举。日本富士
新闻网报道，自民党总裁选举
将在东京一家酒店举办，而非
自民党总部，以降低新冠病毒
传播风险。

石破茂还没有宣布是否参
选自民党总裁。一旦参选，他
将面临一场硬仗。石破茂时常
直言批评安倍，在2018年自民
党总裁选举期间质疑安倍外交

政策，在自民党内不太受欢迎。
“石破茂似乎不具备推动

日本朝新方向发展的魅力或眼
界，”日本多摩大学战略规则制
定研究中心副主任布拉德·格
洛瑟曼说，“他似乎永远是2号
角色，负责履行老大所作承
诺。”

石破茂现年63岁，2012年
至2014年间任自民党干事长。
石破茂在基层党员中有较高支
持。2018年自民党总裁选举
时，安倍在地方党员和支持者
投票中险胜石破茂，但在国会
议员中的得票数是后者的4.5
倍。石破派是自民党内小派
系，共有19名国会议员。共同
社解读，简化选举投票对石破
茂当选可能是致命打击。

河野太郎现年56岁，他与
安倍在重要议题上立场一致。
日本媒体指出，倘若他当选，他
会被外界视为自民党延续安倍
政策的选择。

菅义伟出生于1948年，今
年71岁。他先后担任过总务大
臣、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邮政
民营化担当大臣。尤其是伴随
安倍担任了内阁7年多的大管
家，不仅劳苦功高，更是作为内
阁官房长官，其连续在位时间
也创下了一个历史新纪录，被
认为是安倍政策的最深理解
者，也是最佳实践者。

现年39岁的小泉进次郎现
任环境大臣，是前首相小泉纯
一郎的儿子。许多人认为，小
泉进次郎或将成为未来的首
相，但另有一些人认为，小泉进
次郎太过年轻。

据路透社报道，小泉依赖
于减轻日本对煤炭的支持，也
因此树立了一个“改革者”的形
象，但通常情况下，小泉都谨慎
地避免冒犯党内元老。

共同社报道，前外务大臣岸
田文雄长期被视为安倍继任者，
一直“耐心等待成为首相那一
天”，但存在感弱。即便在岸田
派内部，也有人认为他缺乏领导
气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8月
28日宣布因健康原因辞职，
令日本各界措手不及，东京
股市两大股指因此大跌。受
新冠疫情影响，日本经济正
陷入深度衰退，曾以“安倍经
济学”引领日本走向复苏的
首相突然辞职，给日本经济
再添变数。

2012年12月，安倍第二次
出任日本首相，射出振兴经济

“三支箭”，即超宽松货币政
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一系列
结构性改革举措。在“安倍经
济学”引领下，日本经济步入
缓慢复苏轨道，带动股市和房
地产市场大幅回升。

不过，根据日本内阁府
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的相关
认定，“安倍经济学”开启的
经济扩张周期已于2018年10
月结束。这一轮经济复苏周
期长达71个月，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第二长的经济复
苏期。

但“安倍经济学”下的超
宽松货币政策并没能帮助日
本走出通货紧缩、达到2%的
通货膨胀目标，也未能明显
促进日本实体经济发展。对
于日本媒体、经济学家和普
通国民来说，多年1%左右的
经济增幅很难提振信心，经
济复苏“缺乏实感”。

疫情发生以来，为缓解
冲击，安倍内阁推出了史上
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
随着紧急状态全面解除，经
济刺激计划作用显现，日本
经济初步触底回升。不过，
多数专家认为，由于内外需
双双疲弱，日本经济缺乏复

苏 动 力 ，恢 复 进 程 将 非 常
缓慢。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
二季度日本经济环比下降
7 . 8 % ，按 年 率 计 算 下 降
27.8%，为有可比数据以来最
大降幅。数据显示，日本的
个人消费依旧持续低迷、工
矿业生产恢复的势头微弱，
出口距离全面恢复仍有相当
距离。

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员
木内登英分析，日本经济第
二季度创纪录下滑，其中约
六成来自个人消费的大幅减
少。木内登英说，随着就业
和收入环境恶化，预计今后
各种消费都将继续受到抑
制，汽车等耐用品的需求将
被延迟，餐饮和娱乐等服务
业仍将面临严峻形势。这些
因素都将大大制约第三季度
及之后的经济恢复，日本经
济实现“V型”复苏可能性几
乎不存在。

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日
本“临阵换帅”无疑将给本国
经济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一
方面，下任领导人是否继续
安倍路线无从猜测；另一方
面，“强弩之末”的“安倍经济
学”也给后任留下太多未解
课题。

疫情导致经济衰退之
外，人口负增长带来的市场
萎缩、劳动力不足、社会保障
压力等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也
正深刻困扰并将长期拖累日
本经济。各种结构性经济问
题将给新任领导人带来严峻
考验。

本版稿件 据新华社

安倍辞职
给日本经济复苏再添变数

安倍晋三与石破茂（左）交谈。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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