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政局的不稳定是

多方面的。一是首相和政党

的错位导致政体变动。二是

国会选举层次错位，政党能

否保持多数摇摆不定。三是

国内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
和民生问题，政府不能拿出

让选民满意的成绩。因此菅

直人短期内要想改变局面

会很困难。

菅直人出身平民，提倡

青年政治，政治形象较好。

但是能不能维持稳定关键

在于成绩，要看政府的表

现。日本国内社会、经济困

难重重，外交也面临巨大考

验，短期内很难改变这种局

面。因此这个问题意义不

大，关键看表现。

中日总的来说还是会

摩擦不断，日本在钓鱼岛

海域扣押渔民渔船事件更

是加剧了日中两国的矛

盾。但是日本政府还是会

努力保持友好。中国近些

年来的日益强大导致了日

本国内民族主义势力的抬
升，但是两国关系不会发

生太大倒退，菅直人应该

会采取相对温和的外交策

略。日本认为中国的发展

对日本政治冲击很大，菅

直人应该妥善处理两国关

系，强调共同协商解决。

见习记者 张鹏飞 整理

菅直人或能坚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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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泽是民主党的元老，但是

为何会惨败呢？其实，从参选的

角度来讲，小泽更擅长选战，政

治经验更丰富，但小泽喜欢幕后

操控，以“影子首相”的形象著

称，这种形象如今并不为日本国

民所乐见。而且小泽身陷献金丑

闻，以及最近的桃色新闻对其民

意支持度影响都很大。

虽然失败，但是小泽的作用

和势力仍然很大，即使不参选其

势力也不小，因此小泽的落败失

不了太多阵地。

菅直人是否会起用小泽担

任要职？

这将是菅直人最费头脑的

地方，他应该会寻求一个折中的

办法。小泽在党内的势力还很强

大，菅直人应该会最大努力地借

助小泽在党内的力量，可能会邀

请小泽担任党内要职，但不会做

内阁的干事长。党内的新兴势力

也会加以阻挠，他们不希望小泽

干涉党代表、党魁等要职。小泽

方面，也未必愿意走到前台担任

要职，更可能的还是做幕后操

控。总的来说，菅直人的态度会

是尊重但不重用。

对于日本目前的经济困难

形势，菅直人内阁将采取新经济

刺激方案，主张依靠国民的信赖

和支持，并在政治上做一些改

革，实行“412内阁”的清廉开放

政治。

对于外交方面，近期的钓鱼岛

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其顺利解决接

下来就看菅直人政府的回应了。

日本自小泉长期执政以后

进入了一个相对变革的时期，执

政党和在野党争夺激烈，造成了

政局的波动和不稳定。菅直人的

政权还有待考察，如果有好的办

法能够妥善处理内政和外交等

诸方面问题，那么坚持一年应该

没有问题。

从国民的角度来讲，国民期

望政权能够持久延续，即使错误

的政策也可以勉强坚持，更何况

菅直人的政策还算是好的。另一

方面，小泽不希望在野，可能对

菅直人的政权造成冲击。

至于日中外交，日本民主党

内阁对中国相对友好。日本现在

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外交环境，

为了稳妥起见，菅直人应该会采

取稳定积极的日中外交政策。

见习记者 张鹏飞 整理

《日本时报》

怎样安排小泽是悬念

“通过击败执政党中最强的

派系大佬，菅直人周二再次确认

了其民主党领袖的地位，保住了

继续担任日本首相的资格。现在

最令外界关注的问题已成为：63

岁的菅直人对内阁将做出怎样的

改组，以及他是否会允许挑战者

小泽在政府和党内扮演某种重要

的角色。”

英国广播公司

菅直人需要团结小泽

“菅直人目前的任务非常艰

巨，他一方面需要重振日本萎靡

的经济，另一方面也需要确保小

泽派系的支持，因为可能出现后

者从民主党出走自立门户的破坏

性后果。”

《华尔街日报》

留任不利日本信誉评级

“菅直人在党首之争中获胜

对他本人来说是个好消息，他可

以继续在那个位置上呆一会儿。

但是考虑到民主党庞大的预算

案，这个结果对日本政府的信用

评级来说可不是好事。标准普尔

的分析师认为，民主党类似取消

高速公路收费这样的承诺对日本

信誉评级来说是相当负面的因

素，如果执政党再不采取强有力

措施改善财政健康，日本雪球般

的债务水平将持续恶化。”

日本大学生高桥三郎
没有人指望菅直人

“这个结果比小泽赢要好，但

菅直人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人们真

正支持他。这不过是在两个人里

面选择稍微好点的那个罢了，再

说我也不认为有很多人在指望着

菅直人给这个国家带来大的变

革。”

索菲亚大学教授中野广一

小泽永远都是破坏者

“在未来菅直人支持率狂跌

的时候，小泽会获得下一个兴风

作浪的机会。他绝不会因为这次

选举败北而就此罢手，除非他不

在人世且被埋葬，否则就算到了

世界末日，他依然不改破坏者的

本色。”

(《中国日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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