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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自民党在日本众议院选举中大胜，安倍晋三再度出任日本首相。日本

媒体和国际舆论纷纷表露对这一鹰派保守人物的警惕，担心其民族主义主张若付

诸实施，将进一步激化地区紧张局势。日本“右倾化”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然而，真正的危险并不在右派掌权，而在于日本的外交安全政策在安倍政权下将

进一步依附于美国，中日关系面临军事化的危险。

日本右倾化了吗？

日本右倾化了吗？或者说，可以用右倾化来概括此次安倍上台的背景吗？观

察大选后的日本政坛，确实是右派势力大涨。自民党在众议院 480 个席位中占据

294 席，取得稳定多数，再加上公明党的 31 席，执政联盟拥有 325 席，足可凭

三分之二多数摆脱在野党占多数的参议院的掣肘。不仅如此，取得了 54 个议席

的日本维新会在修宪等议题上与安倍立场相近，将成其潜在的盟友。

然而，这至多可说是日本政坛的右倾化，日本的民意未必右倾。在《朝日新闻》

的舆论调查中，当被问及选择自民党是因为支持其政策，还是对民主党政权失望

时，仅有 7% 的选民回答前者。事实上，不论是在经济政策还是在外交安全政策上，

自民党的纲领都和野田政权大同小异，所以此次选举结果并不能表示日本社会向

右转了。细看自民党获得的选票，在比例代表选区是 27.6%，仅略高于上次大选

惨败时的 26.7% ；在小选区，自民党也是趁对手力量分散之机，仅凭 43.0%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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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票率就获得了近八成的议席。此外，选举投票率跌至二战后最低的 59.3%，亦

表明自民党大胜并非民心所向。

民意虽不能直接改变政坛的权力构成，但物过刚则易折，安倍新政权能否推

行右倾化的政策，还有很大疑问。从国内看，日本社会中的和平主义思想固然已

式微，但民族主义议题并非大多数人所关心。日本工商界已痛感中日关系恶化造

成的损失，渴盼新政权为重振经济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联合执政的公明党长期

坚持对华友好，且一向对行使集体自卫权态度谨慎。从国际上看，人们普遍担忧

安倍的民族主义倾向，也会对安倍构成牵制。早在 2006 年安倍第一次上台时，《时

代》周刊就刊登封面文章指出，在批评者眼中安倍是个“危险的民族主义者”。此次，

一些美国的有识之士也已明确表示，期待日本新政权推行冷静、成熟的外交。

所以说，右派掌权，并不等于日本右转，也不必然导致右倾化的政策。值得

注意的倒是美国一些保守派论客的反应。他们不仅毫不担忧安倍这个民族主义者，

反而觉得日本的右倾化正合其意。在他们眼中，中国崛起显然比日本右倾化更可

怕，一个强硬起来的日本不仅不会引发地区冲突，反而能更好地与美国合作对付

“中国威胁”和朝鲜核武化。他们期盼日本在安倍领导下能最终解禁集体自卫权，

以使美日同盟向北约或美澳同盟的方向转型，这样日本就能更多地支援美军。对

他们来说，问题只是安倍的过激言论，不是日本的右转，只要右转能落到实处，

美国将乐观其成。

安倍政权能长久吗？

此次大选产生了自民党占多数的众议院，表面上为政权的长期稳定创造了机

会，但实际上再次暴露出日本政治制度的缺陷。1994 年，日本效法英美引入小

选区和比例代表并立、而以小选区为主的新选举制度，希图缔造竞争性的两党政

治，但结果却水土不服。原因在于，日本社会并不存在像英美那样泾渭分明的阶级、

族裔对立，政党政治中既无英国式的劳资分野，也无美国式的大小政府之争。近

年来虽然形式上出现了两大政党，但由于缺乏社会基础，政党间差别模糊，政局

随着民意的变幻无常而摇摆不定。在上两次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民主党分别

赢得 296 席和 308 席，也可说是一党大胜，但都在翌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大败。明

乎此，便可知为什么安倍在胜利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面无笑容，为什么自民党将半

年后的参议院选举视为最大的考验。

众所周知，正是 6年前安倍的第一次上台将日本政治带进了年年换相的怪圈，

这一次安倍会重蹈覆辙吗？几乎所有信号都显示，安倍新政权能否长久，很大程

度上决定于他如何解读民意。从舆论调查看，日本选民最关心的政策依次是：经

济景气和就业（35%），消费税和社会保障（30%），核电等能源问题（17%）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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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宪和外交安全政策（12%）。可以预见，如果安倍将政策重点放在经济增长上，

并能取得成效，或有希望长期执政；如果把重点放在外交安全政策上，则不仅难

以收效，还会带来内外风险。在这方面，安倍已有惨痛教训。他在 2006 年刚上

台时一度人气颇高，却误读民意，在选民寄予厚望的经济改革上逡巡不前，反而

热衷于人们并不关心的意识形态政治，结果很快失掉民心，导致自民党在其后的

参议院选举中大败。这一次安倍似乎吸取了教训，竞选中抛出货币宽松政策，胜

选后又立即宣布将优先实施一项大规模的补充预算，用于公共建设项目。前一项

政策意在阻止通缩和日元升值，或被认为是必要的，但后一项政策给人印象是回

到了自民党的老路上，几乎无人相信靠开动印钞机就能复兴日本经济。

其实，人们早就为医治“日本病”开出了药方，包括扩大海外和国内的需求、

减少政府干预、增加妇女职业机会、吸收外来移民、改革福利和税收制度等。眼

下较迫切的政策问题是，如何通过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谈判和参加跨太平洋战略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来扩大外需，以及如何通过减税及改革政府规制

来刺激内需。此外，是否重启核电站也是重大问题。然而，这些都是引起争议的

政策领域，难以成为安倍内阁的优先选项。相比之下，货币宽松和公共开支更可

能立竿见影，即便难以奏效，也至少可以显示新政府的决断力和执行力，为自民

党政权捞取一点短期的政治利益。

可以说，大选结果给日本政治带来了更多的稳定性，短期内是利好消息，但

明年的参议院选举仍将是一个很大变数。为了在参议院选举中赢得多数，结束朝

野分掌两院的立法僵局，安倍政权的理性选择应当是重经济、缓政治。问题在于，

除了上述短期刺激措施外，安倍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有说服力的经济改革计划，所

以即便能在参议院选举中侥幸获胜，也不大可能引领日本经济走上复兴之路。不

仅如此，如果安倍在参议院选举后祭出集体自卫权立法、修宪等议题，那么日本

政治恐将再度陷入乱局。

中日关系军事化的危险

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外交安全政策的走向。安倍宣称当选首相后将首先访美，

以修复被民主党政权破坏的日美关系。事实上，2010 年的中日撞船事件已经让

日本投向美国，2011 年 3.11 地震后的救灾活动让日美走得更近，野田政权还在

海上安全、对伊朗制裁、部署反导系统、购买 F-35 战机等问题上积极与美合作。

可以说，美国对民主党政权下的美日关系相当满意，无需修复。那么，安倍急于

访美意欲何为呢？他本人已经坦言，将不只从双边关系的角度处理中日关系，而

是要把中日关系置于以日美同盟为轴心的大战略中考虑。可见，安倍访美无非是

想让美国为其对华强硬立场背书。美方对此会有多大热情还未可知，但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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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美同盟为杠杆制衡中国的战略已然明朗。

因此，安倍上台的真正危险，不在于他的民族主义倾向。他在慰安妇、靖国

神社等历史问题上的认识早就广为人知，倘若诉诸外交实践，不仅会招致韩国激

烈反弹，还会引起美国的戒备。真正令人忧虑的，是新政权将延续和强化日本“倚

美制华”的战略，这也可称为外交安全领域的右倾化。进入 21 世纪以来，日本

的战略思想已经完成现实主义转型，“中国威胁论”弥漫于政界和媒体。在五角

大楼的影响下，日本的对华政策日益显露出军事化的兆头。这才是日本右倾化的

真正危险。

日本的保守势力大致可分为两大派，二战后大部分时间里的自民党政权和最

近的野田政权属于亲美保守派，安倍率领的自民党右派和新崛起的日本维新会则

属于国粹保守派。国粹派的意识形态中隐含反美倾向，上台后会有所收敛，但与

亲美派相比，其在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和强化防卫体制方面更为进取。上一次安倍

政权虽然惨淡收场，却通过了指向修宪的国民投票法，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

为日本的军事转型做了实质性的准备。如今安倍再次登场，其安全战略必将沿着

这一方向继续推进。事实上，自民党在竞选纲领中已写明深化日美同盟的具体措

施，包括制定承认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国家安全保障基本法，为与美国的新国防战

略联动而强化自卫队的作用，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防卫大纲和中期防卫

力整备计划，扩充自卫队的人员、装备和预算等。在这些政策上，民主党、日本

维新会的立场也基本一致。有调查显示，在新一届众议员中，有 89% 的人同意修

改宪法，79% 的人赞成行使集体自卫权。在钓鱼岛问题上，各主要政党的竞选纲

领也一致主张强化海上保安厅的体制。

在当前的亚太大棋局中，美国对日本这种军事转向的态度是利用多于警惕。

美国的鹰派将中国视为军事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其强大影响将长期存在。即使

有鸽派出来制约，也难占上风。日本的鹰派瞅准机会，极力散播日美联手制衡中

国的战略迷雾，意欲投入与中国的军事竞争。日本的民意和工商界对此能有多大

约束还未可知。日本当然也有自由派，但他们一方面主张强化日美同盟，另一方

面又希望与中国建立互信互惠的关系，这种政经分离、军经分离的想法过于天真。

因此，中日关系向军事竞争的方向发展，是一个现实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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