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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政經塾由松下

電器創辦人松下幸之

助於1979年私人斥

資70億日圓創立。

位於神奈川縣茅崎市的松下政經塾(下稱「政
經塾」)，由松下電器創辦人、日本「經營

之神」松下幸之助於1979年私人斥資70億日圓(約
6.5億港元)創立，目的是在當時自民黨壟斷的政壇
中，培養具新視野的政客。1993年大選中，大批
政經塾校友當選，並成為日後民主黨的中堅成
員。

最風光時38校友入國會
除野田和玄葉外，前外相前原誠司、總務相樽

床伸二和數名自民黨議員都是政經塾學生。民主
黨於2009年上台後，國會出現歷來最多的38位政
經塾校友，令外界開始關注這家政治學院，甚至
有人將民主黨政府稱為「松下政經塾內閣」。

但隨 新一屆大選即將舉行，政經塾和民主黨
「唇齒相依」的關係變成「唇亡齒寒」，目前在面
積達2萬平方米、可容納100人的宿舍中，只有12
名學生在學。相反，由「第3極」政黨日本維新
會於年初成立的維新政治塾(下稱「維新塾」)，
竟然有超過3,000人報名，比政經塾高峰期還多。

很多維新塾學生都是希望藉此獲得維新會提名
參選的有意從政者，當中不乏20至30多歲青年。
一名30歲男生覺得政經塾毫不吸引，「現在日本
需要變革，校友都是民主黨要員的政經塾是做不

到。」

維新塾以提名參政作招徠
校制也是政經塾失去吸引力的一大原因。其全

寄宿制雖每月有20萬日圓(約1.9萬港元)生活費，
但學生必須「裸辭」入學，且不保證
畢業後能進入政壇。維新塾雖
然每年學費12萬日圓(約1.1萬
港元)，但學生可半工讀，表
現良好更可獲提名參選，
對很多有志者而言吸引力
更大。

不過有評論認為，政
治學院應該是培養憂國
憂民的人才，而非單純政
客，更不應是個別政治勢
力為選舉「招兵買馬」的手
段，長此下去只會令日本
政黨更加失去內涵，
令 政 局 更 不 穩
定。
■日本

《朝日

新聞》

日本大選明日舉行，執政民主黨面臨慘敗。與民主黨崛起關係密不可分、有日本新

一代政客搖籃之稱的松下政經塾，近年光環褪色，由最高峰時報名人數多達900人，

急降至如今100人，今年新生更僅得4人。這家曾出過現任首相野田佳彥、外相玄葉光

一郎等著名校友的政壇名門光輝不再，與「第3極」政黨紛紛自組政治學院、有意從

政的新一代一心求變，有 莫大關係。

多個最新民調顯示，自民黨可於眾院大選取得壓倒勝
利，專家指近年選民擔心立場偏離主流，「見風使舵」
現象愈見明顯。一度被寄厚望的第三勢力選情告急，日
本維新會雖有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助陣，但佔優選
區寥寥可數，在東京亦陷入苦戰。

日本《經濟新聞》調查指，第三勢力在各選區出現頹
勢，自民黨則在民主黨優勢選區的支持度領先。全國
300個選區中，維新會僅領先逾10個，代理黨魁橋下徹
和幹事長松井一郎的勢力範圍大阪已佔逾半。70個游離
選區中，維新會只在其中1個選區大幅拋離。日本未來
黨則有望贏得包括領袖小澤一郎在內的2個議席。

石原橋下京阪衝刺
由於民調反映自民黨已穩勝，第三勢力希望更多民眾

善用選票，支持新興黨派。維新會成員認為，候選人知
名度不足，加上政黨林立，是維新會捱打主因。維新會
計劃把握今日拉票期完結前，集中火力在游離選區拉
票，橋下及石原分別在大阪及東京舉行街頭演講，作最
後一搏。有調查指近半潛在選民仍舉棋不定，既厭惡傳
統大黨，對新黨亦認識不深。專家估計投票率會低於上
屆2009年的69.28%。

《朝日新聞》昨公布民調稱，自民黨可在眾院480席
中奪得297席，盟友公明黨可奪逾30席，維新會少過50
席，民主黨會由目前230席減到最少63席。若自民黨公
明兩黨聯合獲得逾2/3議席，便可無視參議院反對通過
法案。

■共同社/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日本《經濟新聞》

選民跟風撐自民黨

第三勢力苦戰

韓國第18屆總統選舉下周三舉行，鑑於目前兩大候選人叮噹馬
頭，兩營都集中力量互相惡意攻擊，「消極競選」、「黑色宣傳」、
誹謗愈演愈烈。

請巫婆祭鬼VS人民軍兒子
社交網站近期急速傳開來源不明的謠言，例如新世界黨候選人朴

槿惠為了勝選而請巫婆求神祭鬼，還信奉邪教；民主統合黨候選人
文在寅則是「人民軍的兒子」等。

多項民調顯示，朴槿惠的支持率仍領先，但差距都在誤差範圍
內，只有韓國《中央日報》顯示她領先6.8個百分點是超出誤差範
圍；《韓國日報》調查則指文在寅實現逆轉，領先0.4個百分點。隨

兩人支持率差距縮小，約10%搖擺選民成為勝敗關鍵。
另根據韓國《朝鮮日報》和Media Research調查，過半受訪者認為

朝鮮發射火箭對總統選舉不會產生影響。
■韓聯社/韓國《中央日報》/韓國《朝鮮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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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社昨報道，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
周三親臨衛星控制綜合指揮所，下達發射

「光明星3」號衛星的命令，並觀看整個發
射過程。他對成功發射表示滿意，認為象
徵朝鮮已登上世界尖端科技高峰，今後還
要發射更多衛星。數十萬民眾昨於平壤金
日成廣場集會，慶祝發射成功。

韓國統一部長柳佑益昨出席國會外交通
商統一委員會全體會議時表示，朝鮮核試
準備已取得很大進展，故朝鮮在發射遠程

火箭後，進行第三次核試的可能性頗大。

韓撈起朝火箭殘骸研究
韓國國防部發言人金 奭昨表示，韓國

海軍艦艇已打撈起朝鮮的火箭殘骸。由韓
國民事及軍事專家，以及美國專門研究前
蘇聯導彈科技的專家組成的團隊將分析殘
骸，冀了解朝鮮火箭性能技術和彈道技術
水平。

■法新社/韓聯社/中新社/新華社

維新會開校搶客 民主黨失光環

野田母校乏新人問津

日本人口老化，元老壟斷政
壇，年輕一輩不是拉攏對象，他
們大多不關心政治，形成惡性循
環。數據顯示，上屆2009年大
選，平均選民年齡達54.2，20至29
歲選民投票率不過半，遠遜60至
69歲的85%。

輿論批評，自民黨等主流黨派
爭取年輕人支持的態度消極，不
願與時並進，透過社交網站擴大

宣傳層面。選舉法規定，候選人
在大選前13日起不准在微博留
言，否則列違規。學者指，放寬
網絡宣傳對守舊政客最不利，他
們自然不願改變遊戲規則。

日本智庫指，長者左右選舉結
果，政策自然向他們傾斜。社會
保障制度令20歲出頭的年輕人百
上加斤，根本不能持續發展，但
政客仍無動於衷，生怕得失長

者。
剛解散的國會480席中，約1/3

議員年屆60以上，正好代表佔人
口約23%的65歲以上長者。說客
組織「青年宣言」成員高橋認
為，用作討好長者的退休金稅務
寬免，應改為支援育有子女的打
工仔，紓緩年輕人負擔。他又促
請政府降低合法選民門檻至16
歲，推動更多人投票。 ■法新社

元老壟斷政壇 年輕選民政治冷感

大摩羅奇：日本QE落錯藥
外界預期一旦自民黨黨魁安倍

晉三帶領自民黨重奪政權，日本
將進入積極量化寬鬆（QE）年
代。曾任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師
的耶魯大學學者羅奇大潑冷水，
指QE是對抗下行經濟的工具，但
無助帶動內需，批評自民黨無對
症下藥。

受釣魚島主權爭議影響，日本
對華出口大跌，分析預料日本第4
季會持續衰退。羅奇表示，日本
經濟存在結構性問題，需求、資
本開支、出口等範疇均需改革，
依賴央行放水無補於事。

安倍上月承諾當選後積極推行

QE，消息利好日股，過去1個月
累升12%；同期日圓兌美元回落
逾5%，昨早段報83.73日圓，是近
9個月低位。羅奇認為，日圓貶值
有利出口，但刺激經濟力度有
限。他稱，1990年代末，日本致
力為銀行再融資、推行企業重組
等，方向正確；結構改革未必即
時見效，但這是日本唯一出路。

釣島爭議重挫日企信心
日央行昨公布企業短期經濟觀

測調查顯示，本月日本製造業巨
企信心指數為負12，比9月份上次
調查下跌9點，是近3年新低。調

查指，在全部28個產業中，21個
的巨企信心指數下降，當中汽車
業指數大跌28點，電子機械、產
業機械、造船重工等出口相關產
業亦跌幅明顯。

本月日本非製造業巨企信心指
數亦下滑，從上次的8回落至4，
是8季以來首次惡化，與旅遊業相
關的住宿餐飲服務業下降16點，
至負10。日銀短觀指數若出現負
數，代表持悲觀態度的企業佔多
數。日媒指，上一次調查未反映
釣魚島爭議的經濟影響，最新結
果正好顯示中日關係惡化打擊日
企信心。 ■彭博通訊社/CNBC

自民黨高層消息稱，儘管黨首安倍晉

三屢發表對華強硬言論，但若他當選首

相，將避免與中國發生嚴重衝突，並與

亞洲國家發展務實睦鄰關係。不過，東

京上智大學教授中野晃一稱，安倍靠右

翼支持者當上黨魁，自民黨就算贏得眾

議院大選，但顧慮到明年中參議院選

舉，對華態度仍難軟化。

自民黨眾議員新藤義孝說：「日本不

想和任何鄰國爆發軍事衝突，我們需要

冷靜處理局勢及緩和中日關係。」他表

示，自民黨執政後不想製造事端，使目

前狀況進一步惡化。

安倍雖對領土主權爭議態度強硬，但上

台後採務實路線有先例可援，如他首次拜

相後，以中國作為首個外訪國，以及拒絕

參拜靖國神社。曾在安倍內閣擔任防衛大

臣的林芳正建議，中日政府應設立電話熱

線，使潛在危機不會升溫。他指中日對話

應由外交官

級別提升至

政治層面，

這可能需要

花點時間，

但實際問題

不大。兩國

建 立 框 架

後，可依據

框架繼續對

話。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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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下徹和石原在大

阪作最後衝刺拉票。

首相野田佳彥
政經塾校友

前外相前原誠司
政經塾校友

外相玄葉光一郎
政經塾校友

■金正恩在指揮所與

官員交談。 路透社

■火箭殘骸被運上韓

國海軍艦隻上。

金正恩指揮射衛星 韓：朝核試可能性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