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倍內閣通過修改憲法解釋後，會着手制訂法律
修正案，將修改的包括《自衛隊法》和《周邊

事態法》等十多部法律。政府消息人士表示，雖然
國際法對集體自衛權和個別自衛權的說法不一，但
國內法統一使用「行使武力」即可。
報道指，日本政府上周五向執政黨提出的內閣決
議最終文件中，「集體自衛權」字眼只出現一次。
若有另一個國家受攻擊，導致「日本國民有權利受
剝奪的危機」，憲法就允許行使武力。

免抵觸憲法 標榜有利國防
共同社指，當局似乎想強調，與《聯合國憲章》
等國際通用集體自衛權概念相比，日本集體自衛權
的含義更有限，淡化日本武力反擊的印象，凸顯集
體自衛權對日本國防的有利一面，同時避免與禁止
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憲法有抵觸。
由於執政自民黨的盟友公明黨對解禁集體自衛權
較謹慎，政府打算藉改變措辭，爭取公明黨支持。
安倍政府昨已與公民黨最後協調修改憲法解釋事
宜，官房長官菅義偉表示，若協調成功，會於今日
進行修改。

七成人反對 內閣不滿度增
公明黨昨日經過約3小時會議後，決定委托執行
部就修憲解釋集體自衛權一事作應對。儘管有黨員
持反對意見，但黨魁山口那津男以「別無選擇」駁
回異議。
不過民意並不站在安倍那邊，《日本經濟新聞》
在上周五至周日民調顯示，五成選民反對解禁集體
自衛權，支持者僅34%；54%受訪者反對透過修改
憲法解釋來解禁，認為一切應依照更正規的程序進
行。民調還顯示，安倍內閣不支持率上升4個百分
點，至36%，是安倍前年12月上台以來新高。《每

日新聞》民調更顯示，71%受訪者反對解禁集體自
衛權，比5月調查時的54%高得多。

提高戰爭風險 4萬人官邸抗議
有市民昨晚在東京永田町的首相官邸外抗議，主
辦單位稱約4萬人參加。另外，由憲法學者等組成
的「國民安保法制懇談會」昨亦發聲明批評政府做
法，「是拋棄和平主義的重大事件」，認為允許某
屆政府恣意修改憲法解釋是對立憲主義的否定，強
烈要求內閣放棄決定。
安倍晉三逆民意而行，日本大學生等年輕一代紛

紛加入抗議活動，並透過社交網站facebook及微博
twitter招攬學生參加。明治學院大學三年級學生奧
田愛基質疑，單憑一屆內閣就隨意改變憲法內容的
做法「很奇怪」。
分析指，日本政府聲稱解禁集體自衛權有利遏制

國際爭端，但實際上只會加劇日本與周邊國家的對
立和緊張。22歲的大學生大野至表示，修憲將提高
戰爭風險，屆時年輕一代很可能被派上前線，批評
政府未得他們同意便一味推動修憲。

■共同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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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晉三自前年利用選民對日本長年通縮的不滿，打經濟
牌上台，暗中推動軍國主義政治議程。雖然他是由民選過程
推舉出來的一國之首，但他經由內閣推動修改憲法解釋、鋪
路解禁集體自衛權，卻是置國家法律體制於不顧，騎劫民
主，濫用民眾對他的信任。

日本憲法清晰列明修憲程序，除了要獲參眾兩院三分之二
的議員支持，還需在全國公投中得到大部分選民認可。門檻
設得高，是要避免民主體制受過度政治化環境所危害。

安倍晉三過去一直企圖推翻限制集體自衛權的憲法第 9
條，於是借美國過橋，稱要成為「美國身邊一個負責任的盟
友」，自編自導了連場戲。他先成立由支持者組成的「安保
法制懇談會」，並理所當然地得到懇談會贊同。為得到「更
廣泛支持」，安倍還派人向華府請示，炮製「美方支持安倍
解禁集體自衛權」的結果。

動議要在參院通過，盟友公明黨的支持票不可或缺。為
此，安倍事先徵詢該黨意見，但料不到對方會提出種種質詢
及阻撓，直至近日才在安倍游說下放軟立場。即使過了公明
黨這一關，還有選民的反對，安倍所屬自民黨亦有反對聲
音，批評其做法過分急進，缺乏公眾諮詢。

安偣明白此事拖得愈久愈不利，否則會影響未來第二次提
高消費稅的方案，以及11月舉行的沖繩縣知事選舉。如今
他通過內閣出手修改憲法解釋，以「走後門」方式繞過國會
解禁集體自衛權。

安倍漠視民意的做法已非首見，去年底通過備受爭議的
《特定秘密保護法案》，嚴重侵害公民知情權。在沖繩美軍
基地搬遷、重啓核電站問題上，安倍同樣對
公眾的反對充耳不聞，短期內牟取了個人政
治利益、實現一己野心，長遠而言則為日後
的執政者立下壞先例，加劇民眾對政府的不
信任。

面對日本民眾和國際社會反對聲浪，安倍晉三內閣將於今日通過決議案，修改解禁
集體自衛權的憲法解釋。共同社昨引述消息指，內閣考慮在修改相關法律時棄用「集
體自衛權」一詞，改用憲法所允許的「行使武力」、「自衛措施」等措辭，企圖淡化
軍事反擊色彩，以及凸顯「防衛」的好處。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私人諮詢機構「安保法制懇談會」委員
佐瀨昌盛批評，懇談會就解禁自衛權一事的實質討論不足，
質疑懇談會的運作方法，並認為解禁自衛權之前，應先得到
國民理解。
本身是日本防衛大學名譽教授、國際政治專家的佐瀨昌盛
指出，每次會議一名委員發言時間最長僅5分鐘，很緊迫。
懇談會於5月15日提交解禁自衛權的報告，安倍隨即在記者
會公布解禁主張。佐瀨坦言，遞交報告只是為配合安倍政治
日程的「儀式」，而且報告明顯由首相官邸主導及策劃，
「我們不過是其過程中的道具」。
對於內閣今日將批准解禁集體自衛權，佐瀨強調，集體自
衛權是難於理解的概念，對國民來說如同「妖怪」，重要的
是詳盡討論、加深理解。 ■共同社

共同社前日引述日本政府消息報道，首相安
倍晉三擬在下周一訪問澳洲時，與澳洲國家安
全委員會(NSC)成員會談，日方正就此事與澳
方協調。由於日本會於今日決定修憲解禁集體
自衛權，預計安倍將與澳方通報有關決定，以
謀求支持。
安倍將於本月7日至10日訪澳，謀求與兼任

NSC主席的澳總理阿博特就強化兩國安全領域

合作達成共識。日方把澳洲視為可行使集體自
衛權合作對象的「關係密切國」，故預計安
倍會呼籲強化兩國關係。
法新社報道，安倍此行將罕有地在澳洲國

會發表演說。安倍亦會在行程中簽署兩國自
貿協議《日澳經濟夥伴協議》，容許97%由
澳洲入口的產品取得優惠，甚至免除關稅。

■共同社/法新社

針對朝鮮上周發射短程導彈，日
本首相安倍晉三昨日召開國家安全
保障會議，決定在今日於北京舉行
的日朝政府間磋商中向朝方提出抗
議。

朝將審判兩美遊客
另外，朝鮮在4月先後拘留兩名

到當地旅遊的美國遊客，朝中社昨

日報道，有關部門經調查後，根據
相關證據和本人陳述證實，24歲的
米勒和56歲的福爾「反朝敵對行
為」證據確鑿，將繼續接受調查和
審判。
朝方早前聲稱，米勒在入境檢查
時做出魯莽動作，包括持旅遊簽證
進入朝鮮後撕毀護照並聲稱要求朝
鮮庇護；福爾則被指以遊客身份進
入朝鮮期間，從事「與旅遊目的不
相符」的違法行為。
朝鮮昨日以國防委員會名義，向

韓國發出「特殊提案」，要求韓國
在今年9月19日至10月4日舉行的
仁川亞運會期間，取消韓美年度
「乙支自由衛士」聯合軍演，以及
於下月4日零時起，停止一切針對
朝鮮的「敵對行為」，以此開闢北
南關係的新階段。韓國《朝鮮日
報》分析，朝方今次表態可能是考

慮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3日的
訪韓之行。
韓聯社分析指，朝鮮在臨

近《7．4共同聲明》發表42
周年，兼1994年7月7日金
日成在去世前簽署與韓
國政府進行統一會
談的相關文件
20 周 年 之
際，提出
這 種 提
議，顯示
朝鮮意圖
宣揚自己
正為半島和
平努力。
■法新社/

韓 聯 社/韓 國
《朝鮮日報》/
共同社/中新社

「走後門」騎劫民主
孫志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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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安倍道具 智囊批討論不足

鴿派噤聲在野黨散沙 欠制衡

安倍擬抗議朝射短程導彈

下周訪澳 拉攏支持解禁

■■安倍修憲無視民意安倍修憲無視民意，，
有反戰民眾將他比喻為有反戰民眾將他比喻為
希特勒希特勒。。 美聯社美聯社

■民眾高舉「打倒安倍
政權」標語。 路透社

■■公明黨黨魁山口那津男公明黨黨魁山口那津男((左左))與黨員等開與黨員等開
會後會後，，表示表示「「別無選擇別無選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大批民眾在安倍官邸前抗議解禁集體自衛權大批民眾在安倍官邸前抗議解禁集體自衛權。。路透社路透社

■朝鮮昨日發射戰術導彈。法新社

■■日本企圖藉着修改措辭日本企圖藉着修改措辭，，淡化淡化武力反擊的武力反擊的
印象印象，，凸顯集體自衛權對凸顯集體自衛權對國防的有利一面國防的有利一面。。
圖為自衛隊早前軍演圖為自衛隊早前軍演。。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首相

安倍晉三
日本政府不顧民意反對，強行解禁集體自衛權，反映政壇

缺乏制衡力量。執政自民黨盟友公明黨本來持審慎態度，但
後來同意解禁，加上自民黨內幾乎沒反對聲音，曾擁有影響
力的「鴿派」已近乎不存在。最大在野黨民主黨贊成和反

對意見難統一，結果削弱對政府的
監督功能。
公明黨早前召集地區黨員會議，
部分人提出有保留和反對解禁集體
自衛權的意見，然而黨領導層無意
改變今日與自民黨達成解禁協議
的安排。日本共產黨書記局長山
下芳生昨嚴厲批評公明黨，指它
若協助自民黨，將成為戰爭的同

謀。
自民黨內唯一公開提出
異議的，是前行政改革擔
當相村上誠一郎。他上周
質疑「為何非要贊成（解
禁）不可呢？」暗示將不
服從黨的決定，但其呼聲
未獲響應。
在野黨要求自民黨在國會

徹底審議解禁方案，但缺乏
影響力。民主黨黨魁海江田
萬里沒明言應否解禁集體自
衛權，僅表示希望在國會討
論，而非只是執政黨私下磋
商。 ■共同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