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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巴以冲突已持续60余
天。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1日发
表声明说，以色列在加沙地带
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1.8万
巴勒斯坦人死亡、近5万人受
伤。与此同时，以军对加沙地
带的进攻仍在推进。

随着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
机加剧，美国政府因“一边倒”
支持以色列而饱受国际社会批
评。据多家媒体报道，尽管美
方坚定“挺以”，但关于本轮冲
突结束后加沙地带的治理问
题，美以双方分歧越来越大。

由谁接管分歧大

据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
10日报道，以总理本雅明·内塔
尼亚胡已成立一个秘密小组讨
论战后加沙计划。该小组由国
家安全顾问察希·哈内格比和
战略事务部长罗恩·德尔默领
导，成员包括以军和国家安全
及情报机构代表。报道说，这
一团队已举行四次会议。

据美联社报道，内塔尼亚
胡称以色列将在加沙地带保留

“开放式的安全存在”，并排除
了由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
（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民族
权力机构接管加沙地带的可能
性。这表明以色列或将扩大对
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

报道说，美国政府对战后
加沙地带的规划与以方想法截
然不同，这构成了双方最大分
歧。美方“不会允许以色列重
占加沙地带或进一步缩小本就
狭小的（巴方）领土”，希望巴民
族权力机构能够回归加沙地
带，并就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与
以色列恢复和谈。

根据白宫发表的声明，美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派系
“黑金”丑闻越闹越大，自民党中
最大派系“清和会”（又称“安倍
派”）被曝出涉嫌将政治资金部
分返还给议员，内阁官房长官松
野博一也疑似收受相关资金，引
发舆论轩然大波。

日本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
示，首相岸田文雄所领导内阁的
民意支持率跌至22.5%，逼近
20%以下的“下台水域”。针对
执政党自由民主党近期曝出的
秘密政治资金丑闻，逾九成受访
者认为自民党应对不力。

共同社、日本广播协会
（NHK）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
话报道，随着“回扣”丑闻越闹越
大，不仅松野博一可能遭到撤
换，而且内阁和自民党领导层也
可能面临改组。

这将使支持率本已“跌跌不
休”的岸田内阁执政前景更加飘
摇不定。

不到两个月曝五起丑闻

自民党最大派系“清和会”
近日曝出秘密资金丑闻。“清和
会”先前由前首相安倍晋三领
导，又称“安倍派”。安倍于2022

年遇刺身亡。
据悉，“安倍派”曾向所属议

员下达销售指标，要求他们以每
张2万日元（约合964元人民币）
的价格出售政治筹款集会入场
券。如果超额完成销售指标，多
出的资金将有机会返还给议员，
成为他们的额外收入。

日本《读卖新闻》9日报道
称，“安倍派”至少在过去五年里
未按规定记录上述收支，超过10
名议员被怀疑违规获得“回扣”，
涉及金额约达1亿日元（约合494
万元人民币）。

仅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
就被指在近五年里累计违规接
受了超过1000万日元（约合49
万元人民币）的“回扣”。

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
部认为此举涉嫌违反《政治资金
规正法》，已启动调查。同时，检
方怀疑自民党其他派系也存在
类似做法，计划调查该党数十名
议员。

最近数月，岸田政府可谓丑
闻缠身。

今年9月，岸田进行了第二
次内阁改组，更换了外务大臣、
防卫大臣等13名阁僚，希望以此
树立“改革”形象，提升支持率。

然而，自10月下旬以来，先

后有四名政府高官曝出丑闻，其
中三人最终辞职。

如果松野博一因为最新丑
闻被撤换，将是对岸田内阁的又
一打击。

松野本人也将成为自2021
年10月岸田内阁成立以来，第五
名因丑闻倒掉的阁僚。

为了撇清关系、保持距离，
首相岸田文雄7日宣布，决定在
其担任首相和自民党总裁期间，
退出自己领导的自民党派系“宏
池会”，并辞任会长。

按照惯例，自民党政客在就
任日本首相后都会离开派系，但
岸田却一直没有照此办理，因此
曾受到前首相菅义伟等人的
批评。

虽然如今岸田迫于形势终
于走出这一步，但在野党并未善
罢甘休，纷纷质疑岸田的用人和
领导能力，并要求追究岸田任命
不合格阁僚的责任。

日本多家媒体10日援引消
息人士的话报道，岸田文雄计划
近期改组内阁并调整自民党高
层人事，撤换“安倍派”高官。岸
田文雄11日对媒体记者表示，为
重获民众信任，将在“适当时机
采取合适的应对措施”。

经济无解
支持率还能撑多久

政治丑闻层出不穷的同时，
蓄积已久的民生问题也未得到
解决。

由于受到长期通货紧缩和
近期物价持续上涨的双重困扰，
日本的经济发展步伐日益沉重。

日本内阁府本月8日公布的
修正数据显示，第三季度日本国
内生产总值（GDP）折合成年率
萎缩2.9%，10月家庭支出连续第
八个月下降，实际现金收入继续
下滑。

上月初，岸田政府通过17万
亿日元（约合1130亿美元）规模
的包括减税在内的经济刺激计
划，重点是帮助日本民众缓解高
物价带来的生活压力。

但业界普遍认为，此轮刺激
计划的实际效果仍有待观察。
更有分析指出，岸田此次打出

“减税”招牌无非是想掩盖日后
实际增税的意图，因此很难让民
众买账。

随着政治丑闻和民生问题
的叠加，岸田内阁支持率不断
下跌。

近期的多项民调均显示，岸

田内阁支持率创下自民党2012
年12月重新上台以来的新低。
而在日本政坛，内阁支持率低于
30%即被认为政权进入“危险水
域”。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
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分析认为，
岸田内阁支持率不断走低的根
本原因，在于他执政以来尤其是
最近一段时间，没能在日本民众
关心的提振经济、改善民生这些
议题上拿出看得见的成绩。

有日媒指出，由于目前自民
党内尚未出现能和岸田竞争的
有力对手，也未出现要求岸田下
台的集体呼声，岸田内阁看似还
能“撑”下去。

但如果岸田内阁支持率和
自民党的政党支持率迟迟不能
回升，党内危机感将进一步增
强，“倒岸田”的声音恐将逐渐增
大，岸田内阁执政前景或将增添
变数。

正如《朝日新闻》评论所说，
支持率持续低迷的岸田内阁如
今就像是“水中泥船”，即便再次
进行内阁改组，也可能会有人拒
绝入阁，“因为没有人愿意登上
一艘明知道会沉的船”。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黑金”丑闻发酵 日本内阁和自民党领导层或面临改组

支持率跌至22.5% 岸田政府成“水中泥船”

12月11日在加沙地带靠近埃及边境地区拍摄的一处临时营地。 新华社发

战后加沙谁接管?
美以分歧有点大

美国一边供军火一边让以色列“讲人道”

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本月2日
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参加联
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表示，在
由巴民族权力机构领导、巴勒斯
坦人民建立自己国家这一明确前
提下，有关加沙地带重建、安全和
治理方面的努力才能得以进行。
她强调，不可由哈马斯控制加沙
地带，因为不利于以色列的安全、
巴勒斯坦人民的福祉和地区
安全。

巴勒斯坦总统、巴民族权力
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表示，
必须建立一个包括约旦河西岸和
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独立的巴勒斯
坦国，巴民族权力机构才能实现
对加沙地带的接管。

设立安全缓冲区？

美以不只在战后加沙地带将
由谁接管的问题上存在矛盾，还

在如何治理问题上意见不一。本
月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以军
计划本轮冲突结束后在加沙地带
设立安全缓冲区，以防止哈马斯
等巴方武装人员渗透进入以
色列。

美联社援引内塔尼亚胡顾问
奥菲尔·法尔克的话说，以色列计
划在摧毁哈马斯后实现加沙地带

“非军事化”和“去激进化”，设立
安全缓冲区可能是“非军事化”的

一部分。
《以色列时报》报道说，美国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11月30日
访问以色列时，内塔尼亚胡向他
提及这一设想。不过，白宫国家
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在
12月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美方对此持反对意见，“加沙
地带必须是巴勒斯坦土地，而且
面积不能缩小”。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日前发布
的民调显示，56%被调查者不支
持美国政府应对本轮巴以冲突的
方式。迫于国内外压力，布林肯
警告以军行动导致的“平民伤亡
数字仍然过高”并呼吁增加对加
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国
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也表示，

“保护加沙地带的平民既是道义
责任，也是战略要务”。

美让以色列“讲人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
勒11日表示，期望以色列方面使
用美国援助的军火时恪守人道主
义法律。

美国政府上周援引《武器出
口控制法》，绕过国会，批准向以
色列紧急提供大约1.4万发坦克
炮弹，金额近1.1亿美元。

在国务院11日的例行记者会
上，有记者问米勒，对以最新军援
是否符合美国今年年初出台的武
器出口新政，即如果美国政府判
断接收方可能把美制武器用于攻
击平民等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
行动，将不会提供武器。米勒回
应称，美方“预期”武器接收方“将
完全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
法，以色列也不例外”。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