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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大选选情胶着，“超级飓风”被蒙上政治色彩葛
国
际
观
察

距11月5日美国总统选举投票日已不
足一个月，美总统选战进入“最后的疯狂”，
就连飓风“海伦妮”风灾也被蒙上政治色
彩，民主、共和两党相互指责对方把灾害政
治化。

近日，飓风“海伦妮”重创北卡罗来纳
州，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与共和党总
统候选人特朗普均前往该州，前者想表现
赈灾有力，后者则攻击政府应对迟缓。

共和党方面，特朗普等人历数民主党
“罪状”，包括应对迟缓；把钱用于对外军事
援助和非法移民导致救灾经费不足；故意
不援助共和党选民集中的灾区。特朗普9月
30日在“海伦妮”风灾的重灾区、关键“摇摆
州”佐治亚州称拜登在灾情发生后睡觉，不
接共和党籍州长布赖恩·肯普电话，而哈里
斯则只顾竞选和拉赞助。他10月7日发起新
一轮“攻击”，称拜登政府救灾工作“差得难
以置信、前所未有”。

民主党方面则忙着“辟谣”，指责共和
党方面“撒毒”。针对“不接电话”的说法，拜
登说：“他在撒谎。”哈里斯7日指责特朗普

“抛出大量不实言论”“极不负责”。她还把
矛头指向共和党籍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
斯，指责对方“玩政治游戏”“耍政治手腕”。
哈里斯办公室曾称，飓风“海伦妮”过境佛州

后，哈里斯给德桑蒂斯打电话询问灾情，但
德桑蒂斯7日否认哈里斯打过电话。

有媒体评论，这一灾害已变成民主、共
和两党之间的竞选政治工具，双方争相从
中谋取利益。

在决定大选胜负的7个关键“摇摆州”，
哈里斯和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极其接近。
随着选战进入冲刺阶段，双方阵营利用各
种资源相互“曝丑”“揭短”。

负责调查特朗普涉嫌干预2020年总统
选举案的司法部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
日前公布新证据，指认特朗普明知2020年
总统选举失利，仍计划推翻选举结果并为
此进行各种努力，包括开除不能帮助他颠
覆选举结果的律师。

舆论认为，史密斯此时公布本案新证
据，似乎有意为哈里斯阵营选情“助力”。
此外，也有媒体以匿名人士为信源报道，
哈里斯的丈夫埃姆霍夫2012年戛纳电影
节期间打他的前女友，对此埃姆霍夫已
出面否认。

用“黑料”来打压对手可谓美国总统
选举的“传统项目”，此时爆料也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在选战进入最后阶段之
际，双方选情依旧相当胶着，需要加大对
对手的“曝丑”力度，以打击对方支持率、

提升自身选情。
在美国政治极化持续加剧的背景

下，舆论普遍担忧今年总统选举期间会
出现更多政治暴力，特朗普两次遭遇“未
遂刺杀”、哈里斯竞选团队办公室遭枪击已
不啻“预警”。来自纽约布鲁克林的民主党
选民彼得森对记者表示，当前美国最需要
的是“团结”。“我们需要一个不再试图分裂
我们，而是努力让我们团结在一起，并且关
心我们的掌权者。”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9月发布的调查显
示，经济是美国选民最关注的议题，超过八
成选民认为经济形势对于选举投票选择非
常重要。对两党选民而言，其他主要议题的
排序则有很大差异。特朗普支持者中，经
济、移民、暴力犯罪是最重要的三大议题；
哈里斯支持者中，医保、联邦最高法院法官
任命、经济则是最重要的三大议题。此外，
堕胎权议题的重要性也较高。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达雷尔·韦
斯特对记者表示，目前看，特朗普在处理移
民和犯罪问题上有支持率优势，哈里斯则
在处理堕胎权和保护民主方面表现强劲。
特朗普曾在经济方面拥有更大优势，但哈
里斯缩小了这一差距。9月美国就业数据体
现出就业市场依然稳健，这对民主党选情

有利。
马里兰大学国际和安全研究中心研究

员克莱·拉姆齐对记者表示，哈里斯的主
要优势在于她是“新面孔”和意外之选，
有助于向选民传递“带来改变”的信息。
特朗普的主要优势在于许多人对新冠疫
情前和通胀前美国经济有着积极印象，并
将此归功于特朗普。

尽管哈里斯和特朗普都在竭力将自己
塑造为经济治理能手。然而，根据联邦预算
问责委员会7日发布的报告，双方的经济主
张一旦付诸实施，均会加重美国债务负担。
报告显示，无论二人谁当政，其经济政策下
的经济增长都赶不上债务增长的速度，且
在大多数推演情形下，其任内的美国债务
水平都会比当前增速更快、数额更大。

报告测算，哈里斯的经济政策可能在
10年内给美国增加3.5万亿美元乃至8.1万
亿美元债务。特朗普同样“不遑多让”。据测
算，他的经济政策可能给美国增加7.5万亿
美元债务，“最糟糕情形”下会增加15 . 2万
亿美元。

美联社援引报告内容报道，由于美国
政府财政收入跟不上社会保障、医疗保险
等联邦项目支出的增长步伐，预计美国公
共债务水平还会继续攀升。 据新华社

主笔 赵世峰

10月1日下午，自民党总裁石破茂当
选日本第102任首相。但在临时国会首相
指名选举投票期间，出现两个小插曲，似
乎预示着“石破丸”的航程不会顺利。

在临时国会众议院投票现场，一名
来自“令和新选组”党派的女议员举着标
语牌，抗议在未通过能登震区补充拨款
的情况下解散众议院以及自民党“黑金”
的问题，被保安当场带走。而在参议院首
相指名选举中，自民党出现“跑票”现象，
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各获得1票。从种种
迹象来看，自民党内保守势力并不配合，
在野党也全力制衡，摆在石破内阁面前
的难题堆积如山。

石破茂当选自民党总裁，除了直接
竞争对手高市早苗外，最不爽的就是党
内大佬麻生太郎。很多人都注意到石破
当选后麻生太郎的表情，一脸严峻，与选
前轻松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虽然接受
了石破出任自民党最高顾问的邀请，但
在1日的自民党会议之后，麻生拒绝与自
民党高层合影。其落寞的心情可想而知。

而在党总裁选举中仅以21票被逆转
的高市早苗，断然拒绝了担任自民党总
务会长的邀请，声称“非干事长不干”。另
一位保守派代表小林鹰之也对广报本部
长的职位“嗤之以鼻”。不可忽视的是，在
总裁选举第一轮投票中，两人分别拿下
72票和41票，再加上与麻生关系密切的
茂木敏充的34票等，足以与支持石破的
阵营分庭抗礼。

此外，石破在党内势单力薄，虽然在
菅义伟、岸田文雄等党内大佬的支持下
登顶，但菅义伟和岸田并非石破的天然
盟友，菅义伟与石破还曾是竞选对手，这
次出手相助实在是出于“敌人的敌人是
朋友”的考虑，为的是不让麻生、高市等
对立势力上台。

从自民党领导层和内阁的人事安排
来看，不是石破的战友就是在选战中支
持他的人，加之极少数需要拉拢和平衡
势力的人，“酬庸”意味浓厚。参加总裁选
举的高市早苗、小林鹰之、上川阳子、茂
木敏充和河野太郎等未能入阁，也未被
任命党内职务。支持高市早苗、茂木敏
充、小林鹰之、加藤胜信阵营的人都未获

任用自民党干部，小林鹰之和茂木敏充
阵营也无人入阁。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原“安倍
派”无人进入内阁。日本媒体分析，这反
映了石破茂排斥保守派、反安倍路线的
姿态。这次被任命为内阁总务大臣的村
上诚一郎在总裁选举中曾担任石破茂的
推荐人，当年在安倍去世后，村上诚一郎
在电视节目中称安倍为“国贼”，因此受
到自民党停职一年的党纪处分。数字大
臣平将明在总裁选举期间曾向高市阵营
发难，指责其违规向全国党员邮寄30多
万份政策宣传单。他们的当选被认为体
现石破告别安倍路线的执政思路。

而高市早苗和小林鹰之故意不与新
政权合作，既有拆台的意味也表明其并
不看好石破政权。有议员认为，“倒阁运
动”已经开始了。也有人建议高市早苗不
要在石破权力机构中任职，避免为其加
分，而是积蓄力量以备东山再起。

石破在党内一向“孤家寡人”，2015
年为与安倍晋三竞争自民党总裁，成立
了自己的派系“石破派”（水月会），但始
终缺乏号召力，在2020年的党总裁选举

中败给菅义伟后，导致派阀所属议员接
连退出，最后只剩下12人，派阀运营出现
困难，2021年12月不得不宣布解散。此番
问鼎大位，同样面临势单力孤的局面。

另一方面，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和国
民民主党已经达成共识，不允许自民党
派系“黑金”事件轻易收场，力争让联合
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议席在27日举行
的众议院选举中不过半数。为此，在野党
将协调统一推举候选人，阻止有“黑金”
问题的自民党议员当选。

另据共同社10月1日、2日实施的电
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石破内阁支持率为
50.7%，低于2021年10月岸田内阁上台时的
55 . 7%和2020年9月菅义伟内阁上台时的
66.4%。73%的受访者认为石破茂不会推动
解决自民党“政治和金钱”问题。

总起来看，自民党派系“黑金”丑闻
导致的信任危机尚未消除，总裁选举造
成的党内隔阂也愈发明显，支持前首相
安倍晋三的强硬保守派与其保持距离。
接下来的众议院选举和明年的参议院选
举将是对石破内阁的重大考验，如果出
现差池，恐怕难逃“短命内阁”的宿命。

自民党保守势力不买账，“石破丸”启航暗流涌动葛
透
视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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