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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選結果昨日正式出爐，自民黨擊敗民主

黨奪得眾議院過半數議席，重新成為執政黨。這

意味 ，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將在時隔三年多

後，重登首相寶座。多位專家預料，宏觀上安倍

會希望改善對華經貿關係，但在日本政壇整體右

傾化大背景下，未來日本的對華政策將日益強

硬，特別是中日釣魚島爭端，可能會因為日方挑

釁而進一步惡化，甚至不排除會發生一些

直接性的衝撞，而中日關係整體「政冷

經涼」的緊張局面，也料將持

續一段時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安倍上台

安倍「梅開二度」
中日「政經雙冷」難破局

安倍晉三極有可能在本月26日的特別國會上再度被提名出任
首相，在選舉中奪得超過320席，贏得壓倒性勝利的自

民、公明兩黨，也即將組成和啟動聯合政權。昨日選舉結果公佈
後，安倍對日本媒體表示，自民黨執政後將盡快改善日中兩國關
係。但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外交室主任呂耀東向本報指
出，近年日本政壇整體保守化、右傾化趨勢越來越明顯，而對華
強硬也正成為一種大的趨勢，其中突出表現在釣魚島問題上。

料舉動比野田更危險
安倍昨日在勝選後即再度就釣魚島強硬表態，強調在釣魚島問

題上絕不退讓。如果當選，他領導的政府會考慮在釣魚島派駐公
務人員，建立永久設施。呂耀東提醒，日本已打破釣魚島爭端的
「休眠狀態」，令這一問題徹底惡化和公開化。以安倍為首的自民
黨上台後，在釣魚島問題上估計會比民主黨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令這一矛盾更加突顯，而中日關係可能也會因此而變得更加緊
張。
國務院參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殷弘向本報指

出，目前尚無跡象顯示安倍政權會在釣魚島問題上做出重大讓
步，相反其公開表態表明其會更加強硬，甚至採取比野田更加危
險的舉動，並可能導致中日間更大的衝突，但同時，中日也都不
願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都有長遠發展中日關係的願望。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馬俊威指出，安倍

在中日關係上有 較強的兩面色彩。一方面，在釣魚島等領土海
權和安全問題上，安倍將保持對華強硬的態度。而另一方面，從
中日經濟關係考慮，安倍則會採取較為溫和的政策，旨在確保日
本在中國的經濟利益。專家提醒，對華強硬會失去經濟界支持，
安倍不要犧牲國內利益，重蹈野田覆轍。

反華政客手法兩面派
外界輿論分析，安倍在選前提出對華強硬的態度，有些只是選

舉語言，從安倍本人過去和近期的表現來看，他可能在對華關係
上採取更務實的對華政策，體現一定靈活性。時殷弘相信，日本
經濟長期不景，財政因難重重，經濟上對華依存度高，應該會平
衡經濟需要與對華強硬間的平衡。不過，這位專家也同時提醒，
日本國內政治可供安倍對華妥協的餘地並不大。
中國社科院日本所副所長高洪表示，安倍是一個比較有靈活

性，慣於玩弄兩面手法的政客，過去也曾經一方面和中國搞戰略
互惠關係，同時也在構築歷史形態意義上的反華包圍圈，如何對
待安倍政權，中國也要有所準備。
他相信，中方不會因為日本採取了一些強硬措施就有所改變或

做出某種讓步。
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中方副秘書長王泰平指出，安倍的上

台，對於中日雙方可能都是一種機會。當然，這是對打破中日僵
局的一種期待，它能否成為現實，還要看安倍接下來的作為。專
家警告，即將上任的日本政府領導人對所面臨的各方面挑戰需要
有清醒的認識，右傾保守救不了日本，政策的搖擺不但讓選民無
所適從，也會失去鄰國的信任，長期下去，依然跳不出內閣短命
的怪圈。

提升軍事化 修憲劍指中國
安倍力主加強美日同盟關係，提升對釣魚

島的警備，以抗衡中國，他計劃明年一月訪
美。安倍選舉期間，提出修憲，把自衛隊升
格為國防軍、及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等，並
計劃於明年修改日美防務合作指針。專家指
出，安倍的當選，標誌 日本政治繼續「向
右轉」，保守主義色彩加重，甚至可能在
「再軍事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而這勢將
惡化中日關係。
在剛剛結束的日本大選演講中，安倍說，

民主黨當政期間外交失敗，自、公兩黨將
「守衛日本的領土和海洋」。時殷弘認為，安
倍發表的一系列聲明和表態顯示，他上台後
要爭取修改日本和平憲法，實現所謂「軍事
正常化」，其目的是對付中國和朝鮮。他判
斷，中日對抗背景下，日美必然加強在西南
方向的同盟關係。
時殷弘認為，總體看中日對抗局面至少將

持續一段時間，從兩國國內各自輿論等情況
看，安倍如何找到緩解中日釣魚島對立的方
法尚待觀察。

擬下月訪美 欲增防衛合作
安倍已決定明年1月訪美，就修訂日美防

衛合作指針等與美磋商。日本防衛副大臣長

島昭久日前公開向媒體宣稱，日美已經達成
一致，將針對中國軍事力量在亞太地區的崛
起之勢，商討對兩國之間長達15年的防務合
作指針進行修訂，明確遠方島嶼協防戰略。
日本在安全保障上倚重美國已是不爭事

實，劉江永認為，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難有
原則性政策調整。近日，美國參議院通過法
案，指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適用於釣魚島。
馬俊威點出，雖然美國表示在釣魚島問題上
沒有立場，看似表面上維持中立，但實際卻
偏袒日本。
呂耀東分析，明年日美修改防務合作指

針，是將矛頭由此前朝鮮轉向中國，這勢必
將惡化中日關係，而美國實際上也是故意製
造中日間的緊張關係，從而為自身漁利，但
這卻並不利於亞太地區的發展與安全。
高洪指出，老百姓真正的要求和日本政要

期待的政治大國目標並不完全吻合，因為老
百姓關注的還是和自己生活息息相關的經
濟、民生問題，政府能不能拿出新的經濟對
策對百姓來說是最重要的，有9成的國民要
求日本新政權有這樣的作為。日本政要要想
穩定施政，走出一歲一枯榮的首相怪圈，就
應該花大力氣搞好內政，和鄰國開展睦鄰的
友好的活動。

釣魚島爭端使中日經貿關係嚴重惡化，對持續
低迷的日本經濟打擊尤其嚴重。6年前任首相時
的安倍把首訪定在了中國，為改善中日關係作出
努力。專家認為，此次安倍「梅開二度」，肯定
會尋求機會幫助兩國的經貿重新回溫，但他若不
採取措施改善中日政治對抗局面，中日經貿關係
還會受到越來越明顯的負面影響。

上台或推「政經分離」政策
上月20日，中日韓宣佈啟動自貿區談判，而飽

受困擾的日本經濟界也頻頻發出信號，希望修復
兩國關係。日本問題專家劉雲指出，目前，在華
的日本企業有2500個，而東證60%的上市公司在
中國都有投資，中國也依賴於日本在華企業的投
資、技術轉移、納稅和就業，中日經貿依存度非
常大，兩個國家，特別是民間經濟層面都希望經
濟回暖，安倍上台之後，肯定會尋求機會去幫助
兩國的經貿重新回溫。
清華大學現代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劉江永教授

也認為，安倍雖曾在東京—北京論壇上說對華關
係要政治經濟兩個輪子一起轉，但其上台後有可
能仍以「政經分離」的路數為主，在經濟層面，
重視推進與中國的關係，因為自民黨與企業界聯
繫更密切，而包括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米倉

弘昌在內的一些人士已經要求自
民黨改善日中關係。
很多年來，中日關係一直有

「政冷經熱」之說。但現在，呂
耀東認為，「政冷經涼」已成
趨勢，日本正將投資中心轉移
至越南、泰國等東南亞國家。
未來「政冷」持續肯定還會對
雙方經貿造成進一步影響。他
認為，中日經貿關係能否真正
回溫可能要視日方在釣魚島的
舉動而定。

多邊問題仍有溝通渠道
時殷弘相信，政治對抗一定會

讓經濟關係受到越來越明顯的負
面影響。他說，相比中國，日本
更不能承受由此而帶來的衝擊。日本新華僑報總
編輯蔣豐稱，由於日本經濟已經陷入第四個季度
衰退，安倍必須設法改善中日關係，從而降低對
兩國經貿的衝擊。
雖然日本目前在華投資勢頭放緩，確實是由於

受到這次釣魚島事件等政治因素的影響，但馬俊
威表示，這並不能說明日本投資者開始放棄中國

市場。有不少日本企業在釣魚島事件後仍在追加
對華投資。在一定程度上，中日民間經濟合作和
交流會獨立於政治關係正常運轉。
呂耀東指出，儘管在雙邊層面可能面臨困難，

中日在多邊問題上仍有溝通渠道，安倍上台後，
中日雙方不排除會在中日韓自貿區、東亞區域合
作等多邊層面有所作為。

專家：對華經貿或溫和 釣島爭端風險增

作為日本政壇中鷹派的代表人物，安
倍將重新執掌權杖，成為六年來日本政
壇的第七位首相。作為日本政壇中強硬
的右翼人士，安倍曾多次否認日本的戰
爭罪行，今年10月17日還參拜了供奉二
戰甲級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公然挑戰
現有的國際秩序，右傾苗頭暴露無疑。
時殷弘判斷，安倍上台後，有可能參拜
靖國神社。
2006年，安倍接替因參拜靖國神社導

致與鄰國關係緊張的小泉，成為新首
相，可作為老「鷹派」的他卻選中國作

為自己首次出訪地，並開始修補與中、
韓之間的關係。也正是在其任內，中日
建立了「戰略互惠關係」，並實現了多
次領導人互訪，使小泉主政時一度「冰
凍」的中日關係出現轉機。
雖然安倍在2006至2007年短暫擔任

首相期間並沒有參拜東京的靖國神
社，但是今年他作為反對黨領袖參拜
了靖國神社，引起了中韓和輿論的譴
責和不滿。時殷弘認為，安倍上台
後，可能會在靖國神社和釣魚島兩者
之間選擇其一，以示對華強硬立場，

在兩個問題上都同時對華很強硬的可
能性相對較低，但也不排除這種可
能。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梁雲祥擔

心，作為鷹派和右派的自民黨黨首，安
倍當選日本首相，由於其對華政策強硬
的緣故，可能導致整個日本社會趨向保
守或右傾化。
專家警告，安倍若以首相身份參拜靖

國神社，必然令中日之間的摩擦火上澆
油，加上本已存在的釣魚島爭端，中日
關係形勢將更加不容樂觀。

日企冀減少對抗 助經貿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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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中）

為第46屆眾院選舉當選議員貼

獲勝標誌紅花。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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