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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率创新低，岸田执政压力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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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多家媒体日前发布的民调结果
显示，首相岸田文雄领导的内阁支持率
继续下滑，创下自民党2012年重新上台以
来的内阁支持率新低，进入被视为下台
前兆的危险区间。

日本各大媒体基本每月都会就内阁
和政党支持率及相关政策等进行民调。
岸田的内阁支持率在此前数月就不断下
滑，11月又出现明显下跌。《朝日新闻》

《读卖新闻》和时事社民调的内阁支持率
分别为25%、24%和21 . 3%，均创下自民党
2012年12月重新上台以来的新低，其中
《读卖新闻》的数字比10月调查下降10个
百分点。另外，《每日新闻》民调的内阁支
持率为21%，创2021年10月岸田上台以来
的新低。

同时，自民党的政党支持率也十分低
迷。时事社的民调中，自民党支持率降至
19 . 1%，是自民党2012年12月重新上台以来
首次跌破20%；《读卖新闻》的数字为28%，
是自民党作为执政党的支持率时隔14年
再次跌破30%；《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
的数字分别为24%和27%，均在低位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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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11月
在内，岸田内阁支持率在一些民调中已
连续数月处于这一区间。

此外，日本政坛还有一个众所周知
的“青木法则”，由日本已故的前国会议
员青木干雄提出。其内容是，当内阁支持
率与执政联盟第一大党的政党支持率之
和，即所谓“青木率”低于50%，政权将运
营困难甚至有可能倒台。岸田内阁的“青
木率”按《每日新闻》和时事社11月的民
调数字计算已低于50%，按其他媒体的数
据计算也已接近这一门槛。

分析人士指出，岸田内阁支持率低
迷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民众对岸田政府经济政策不
满。受国际粮食安全、能源危机等问题影
响，再加上日元自2022年以来大幅贬值，
高度依赖进口的日本物资成本激增、物
价大涨。岸田政府虽采取了要求企业涨
薪等措施，但效果有限，民众购买力严重
缩水。岸田政府11月初提出新的经济刺
激计划，声称要将过去两年增加的税收
以减税方式“返还给国民”，以应对物价
高涨，但财务大臣铃木俊一却表示过去

征收的税金早已用掉。鉴于岸田政府大
幅增加防卫费的措施中包含“防卫增
税”，不少民众认为岸田政府的经济政策
前后矛盾，所谓“减税”，只是提升支持率
的手段。

其次，岸田政府最近丑闻不断。岸田
9月进行第二次内阁改组，更换了外务大
臣、防卫大臣等13名阁僚，希望以此打造
改革形象，提升支持率。然而，自10月下
旬以来，4名政府高官先后爆出丑闻，分
别是文部科学政务官山田太郎爆出婚外
情，法务副大臣柿泽未途涉嫌违反选举
法，财务副大臣神田宪次名下公司拖欠
税款，防卫省政务官三宅伸吾被爆对女
下属性骚扰，其中前三人最终均辞职。对
此，在野党纷纷要求追究岸田的任命责
任，岸田的用人和领导能力也遭到质疑。
特别是柿泽未途管法务却违法、神田宪
次管财务却欠税，让号称在人事任命中

“适材适所”的岸田极为尴尬。
分析人士指出，岸田能否维持执政

地位取决于两点：一是自民党能否继续
执政，二是他能否保住自民党总裁职务。

自民党能否执政，由自民党本身或

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能否在
国会众议院维持多数地位决定。尽管目
前自民党的支持率有所下跌，但仍遥遥
领先其他党派。在今后可预见的一段时
间内，即使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在野党
也不太可能推翻自民党的执政地位。因
此对岸田而言，能否在明年9月的自民党
总裁选举中胜选连任，将决定他能否继
续担任日本首相。

面对内阁支持率的持续低迷，自民
党内部最近开始出现离心倾向。有日媒
分析认为，财务大臣铃木俊一公然与岸
田的“减税”政策唱反调，就是远离岸田
的表现。此外，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
市早苗成立“‘日本力量’研究会”，也被
认为是“在积蓄自己的力量”。

不过，日媒也指出，目前自民党内尚
未出现能和岸田竞争的强有力对手，也
未出现要求岸田下台的集体呼声。岸田
只要自己不辞职，就还能“支撑”下去。但
如果岸田的内阁支持率和自民党的政党
支持率迟迟不能回升，党内危机感将加
重，“倒岸田”的声音恐将逐渐增大，给岸
田的执政前景带来变数。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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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荷兰提前举行议会二院（众
议院）选举，出口民调震惊欧洲：极右翼政
党自由党有望获得全部150个议席中的35
席，成为最大赢家，首次染指组阁权。

根据投票结束后的出口民调，除了
自由党以35席成为众议院第一大党，主
要政党和政党联盟中，绿色左派联盟和
工党组成的党派联盟获得26席，现任看
守首相吕特所在的自由民主人民党获得
23席，8月成立的新社会契约党获得20席，
六六民主党获得10席。

虽然自由党在选前民调中一度猛蹿
至第二位，但一举赢得大选令整个荷兰
乃至欧洲为之震惊，甚至连自由党的支
持者也对这场胜利感到意外。自由党成
立于2006年，当年便在议会选举中成为
第五大党；2010年议会选举中，自由党一
度赢得24席，成为第三大党。近些年来，
在欧洲极右翼政治势力起势的背景下，
自由党一直是荷兰政坛一支不容忽视的
力量。

荷兰议会由一院（参议院）和二院
（众议院）组成，自1918年起众议院采用
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每4年选举一次。

因此，长期以来荷兰政坛党派林立，2021
年大选就有多达37个政党的1579名候选
人角逐众议院150个席位。

由于政党政治碎片化，荷兰大选后
往往需要多个政党谈判磋商组建联合政
府。自2010年至今，吕特已经担任首相长
达13年，是荷兰历史上连续执政时间最
长的政府领导人。2021年大选后，自由民
主人民党与六六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
盟、基督教联盟组成四党联合政府，吕特
第四次组建政府。

然而，今年7月，四党因移民政策分
歧导致执政联盟破裂。自由民主人民党
和基督教民主联盟认为，限制移民家属
团聚人数可以减少移民流入，但遭到六
六民主党和基督教联盟反对。吕特无奈
宣布辞职，荷兰不得不提前举行大选。

选前民调显示，移民问题是选民最
关心的三大议题之一。拥有1800万人口
的荷兰，是欧洲移民政策最严格的国家
之一。即便如此，根据荷兰官方数据，去
年仍有超过2 . 1万欧洲以外的人到荷兰
寻求庇护。

另据路透社报道，荷兰去年接到超
过4 . 6万份庇护申请，较2021年增加三分
之一。荷兰政府预计今年的庇护申请可

能会超过7万份，超过2015年欧洲难民危
机时创下的最高水平。

大量移民拥入造成的住房紧缺等社
会问题，令荷兰政府压力很大。为此，今
年以来吕特政府内部一直在为减少寻求
庇护者入境进行政策磋商，最终导致执
政联盟瓦解。

自由党领导人维尔德斯在移民问题
上持强硬立场，主张关闭边境、驱逐非法
移民，因而得到不少选民支持。此外，他
还持“反伊斯兰”及反欧盟立场，主张大
幅减少对欧盟的支出，阻止任何新成员
国加入欧盟。他还认为荷兰应停止向乌
克兰提供武器。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7月底，荷兰已承诺向乌克
兰提供24 . 8亿欧元援助。这次大选前夕，
荷兰国防大臣奥隆格伦17日表示，荷兰
将在2024年再向乌克兰提供20亿欧元军
事援助。此外，荷兰还与丹麦牵头组建一
个11国联盟，为乌克兰提供F-16战机相
关培训，而荷兰已同意向乌克兰移交42
架F-16战机。

自由党此番胜选，维尔德斯有望获
得组阁权，但其组阁前景并不被看好，主
流政党对其敬而远之。自由民主人民党

在选前就表示不会参与任何自由党主导
的内阁，新社会契约党也因维尔德斯的

“反伊斯兰”立场而与自由党保持距离。
相比之下，处于政治光谱另一端的绿色
左派联盟和工党联盟领导人蒂默曼斯倒
是有可能成为组阁的最佳人选。

除了选择执政联盟合作伙伴，各党派
之间的组阁谈判也将旷日持久。有统计显
示，1946年以来，荷兰组阁平均耗时94天。
2017年大选后吕特创纪录地耗时225天才
完成组阁，而2021年大选后他就刷新了四
年前的纪录，耗时271天才完成组阁。

作为荷兰政坛的“常青树”，吕特今
年7月宣布辞职的同时，也决定在新一届
政府成立后退出政坛。在党派林立、政治
日益碎片化的情况下，吕特可谓保持荷
兰政治稳定的“锚”。

这次大选意味着荷兰迈进了“后吕
特时代”，极右翼政党异军突起、新生党
派新社会契约党表现不俗、传统政党六
六民主党则从第二大党跌至第五大
党……种种迹象显示，接下来荷兰政坛
将不得不面对一个迷乱时期，就算极右
翼的自由党不能牵头组阁，也将对未来
荷兰在移民、与欧盟关系、俄乌冲突等问
题上的政策走向产生较大影响。

荷兰大选震惊欧洲，“后吕特时代”有些迷乱
葛
国
际
观
察


	A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