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與中美關係
李顯龍：不欲歸邊二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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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明大選「宣言時代」告終
安倍小池政綱粗製濫造 學者批無視現實

日本眾議院大選明日舉行，多項選前最終民調顯示，首相安倍晉三領導的自民黨及公明黨執

政聯盟雖然有望大勝，但未必能保持選前的2/3絕大多數議席優勢，或需聯同其他右翼政黨才能

推動修憲。分析指今屆各陣營的競選政綱，僅着眼於個別措施，例如在達至財政健康一環，沒

有一個陣營提供具體清晰計劃，近年選舉中各大政黨紛紛提出宏觀願景的「宣言時代」或一去

不返。

明仁料2019年3月退位
德仁翌日繼位

回顧日本以往大選，在千禧年之
前，政黨均以宣傳口號為主，

甚少作出堅實承諾。但在2009年，
在野民主黨(現已解散的民進黨前身)
開啟「宣言時代」，作出願景承諾之
餘，並訂下清晰財政方向及期限，聲
言大刀闊斧重組政府的預算架構，結
果成功打破自民黨長期壟斷局面。

安倍無清晰財政方向
但民主黨上台執政後未能兌現承
諾，結果在2012年大選中慘敗。前

車可鑑下，政黨不敢輕言作出承諾，
選民亦對「宣言」有戒心。
有學者批評，自民黨及東京都知事

小池百合子的希望之黨，大選政綱均
屬粗製濫造。安倍急於改選，根本沒
足夠時間擬訂堅實政策方向，小池提
出的12項「歸零」政綱中，包括完全
消滅由植物花粉引起的花粉症、完全
解決繁忙時間列車擠迫、完全廢止電
線桿等，更被質疑無視現實、濫竽充
數，小池也未有提出如何達成目標。
經濟民生方面，安倍提出在2019

年10月增加消費稅，承諾為教育及
社保政策提供更多資源，投資約2萬
億日圓(約1,377億港元)，但這將令安
倍未能達成2020年將基礎財政收支
實現盈餘的目標，可見安倍並未有清
晰財政方向。小池則主張凍結消費
稅，但她提出的向大企業現金儲備徵
稅，被指可能令企業撤出海外。

民調：執政聯盟未達修憲門檻
有學者認為，各政黨均忽略日本正

面對的根本問題，例如人口老化及債

務積聚等，日本總合研究所副理事長
湯元健治批評政黨為討好選民，對於
公眾需作出更大承擔的議題「視而不
見」。東京大正大學經濟學家小峰隆
夫指，到了2025年，日本政府需大
量開支照顧75歲以上長者，但政黨
都不願談及加稅和減少福利這些嚇跑
選民的議題，認為是「國家不幸」。
日本《讀賣新聞》和《日經新聞》

昨日公佈的民調顯示，自民公明兩黨
有望奪得約300席，但未能達到310
席的絕大多數修憲門檻。希望之黨支
持度則繼續下滑，最終有可能只得55
席，比選戰初期民調減少14席。至
於由前民進黨自由派成員組成的立憲
民主黨，維持從後居上之勢，有望奪
得54席。
■日本《讀賣新聞》/《日本時報》/

彭博通訊社/路透社/法新社

日本眾議院大選舉行前，資金持續
流出日本股票基金，截至周三的一個
星期內錄得44億美元(約343.2億港
元)淨流出，是2002年有紀錄以來最
多。雖然民調顯示首相安倍晉三帶領
的自民黨有望大勝，不過投資者仍然
擔心民調失準的情況可能重演，於是
趁高位離場暫避。
近兩年全球多場選舉都出現與民調
不符的「爆冷」結果，例如英國脫歐
公投及美國總統大選，導致投資者對
民調產生抗拒，Pacific Life Fund Ad-

visors資產分配部主管格克曼坦言，擔
心安倍有可能步英國首相文翠珊的後
塵，提前大選卻幾乎把政權都輸掉。

「安倍經濟學」百姓無得益
商店街多吉舖

格克曼續指，日股近期已經累積不
少升幅，當中已經反映了安倍可能大
勝的因素，即使結果一如民調預測，
後市也很難再有上升空間，相反如果
自民黨議席大減，股市便會出現大規
模調整，所以投資者一般都決定暫時

離場。
安倍第二次就任

首相後，力推「安
倍經濟學」，利用
寬鬆貨幣政策和政
府財政開支，刺激
疲弱的經濟和擺脫
通縮。表面上頗有
成效，日本正處於逾10年來最長的
增長期、失業率下跌，日股亦創21
年來新高。然而有意見認為只有大
企業賺錢，未能帶來「涓滴效應」

惠及普羅大眾。有商店街東主表
示，很多商舖已結業，遊客看在眼
裡還以為是公眾假期。

■英國《金融時報》/法新社

憂民調再失準
日股基金最大撤資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將於明日出訪美國，其
間將與總統特朗普等官員會晤。他在訪美前
的專訪中，被問到新加坡如何長期在中美之
間左右逢源，他表示，新加坡與兩國的關係
很大程度受制於中美關係演變，直言每當中
美關係緊張，新加坡便會被迫歸邊，但該國
從來都不希望在兩者中二選一。
李顯龍說，小國要處理與大國的關係不

易，「如果你有一個大國為鄰，會很難處
理；如果你有兩個大國鄰居，某程度上你可
能會多點朋友，但同時你也會面臨更難的抉
擇。」他表示，新加坡和美國的深入關係是
建基於對世界和地區局勢的基本戰略看法一
致，亦是多年貿易、投資和國防合作的成
果。

東南亞國家都想與華結交
特朗普上任後退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

伴協定」(TPP)，李顯龍認為現時不是與美國
重新協商多邊貿易協議的時機。被問到東盟
國家會否因此轉向中國，李顯龍表示中國影
響增加，東南亞國家都想與中國結交，並受
惠於中國的發展和成功，但他同時呼籲特朗
普政府恢復將注意力放到亞洲，認為當地是
美國強大與繁榮的來源。
至於南海問題上，李顯龍強調新加坡對南

海主權並無訴求，因此不會站在任何一方，
但認為有必要維持航海自由，並應透過和平
方法解決爭端。

■CNBC/新加坡亞洲新聞台

日本國會6月通過法案，
為83歲的日皇明仁退位鋪
路，《朝日新聞》報道，日
本政府已經初步決定，明仁
退位日期將為2019年 3月
31 日，使用 30 年的「平
成」年號同日告終，皇太子
德仁將於翌日 4月 1日繼
位。

新年號最快明年公佈
《朝日新聞》引述消息指，退位的正式程序審議已進入最後

階段，首相安倍晉三下月會見高層官員及皇室成員後，將正式
宣佈明仁的退位日期，至於新年號則可能最快明年公佈。當局
原本亦曾考慮讓明仁在2018年除夕退位，但考慮到皇室歲晚事
務繁忙，加上2019年1月7日是明仁父親裕仁逝世30周年，為
免皇位交接影響紀念活動，遂將退位日期推遲3個月。
皇后美智子昨日83歲生日，她表示，每當想到與明仁四出出

席皇室活動將成絕唱便很感觸，但同時對於明仁經過多年勞
碌，終能過上平和寧靜的日子感到欣慰。

■日本《朝日新聞》/法新社/路透社

李顯龍：幾年後下台 閣員接棒機會大
李顯龍接受專訪時亦表示，他已準備好在幾
年後下台，又透露下任總理很大機會已經在現
屆內閣之中，但確實人選仍然有待決定。

財長前陸軍總長成熱門
65歲的李顯龍接受CNBC專訪時表示，新
加坡有可能於現屆國會2021年5年任期屆滿
前的任何時間，提前舉行選舉。被問到是否
已經準備在未來幾年下台時，他說：「我已
準備好了。」
不過李顯龍強調，他必須確定接班人已準備
好在下屆大選後不久接手。他還說：「已經有
人蓄勢待發。問題是誰會接班，還有待決

定。」被問到是否已接近物色到接班人時，李
顯龍說：「我覺得很有可能他已在內閣，但是
哪一位還需要時間決定。」新加坡媒體和分析
師指，財政部長王瑞杰以及前陸軍部隊總長、
總理公署部長陳振聲均是接班人選。

近期沒聯絡弟妹
李顯龍在訪問中亦回應了月前的「兄弟鬩

牆」事件，他表示對事件感到難過，又指近
期沒有再與弟妹聯絡，認為不肯定事件算不
算已經解決。他寄望對方有朝一日可以平心
靜氣處理事件，但承認需要時間。

■CNBC/新加坡亞洲新聞台
■財政部長
王瑞杰

■前陸軍部隊總長、總
理公署部長陳振聲

捷克億萬富商有望勝選
民粹黨成最大黨

一 連
兩日的捷
克國會大
選今日結
束 ， 由
「捷克特
朗普」億
萬富商巴
比什領導
的右翼民
粹 政 黨
「不滿公
民行動」

(ANO)，有望成為國會最大黨，其他
反歐盟政黨亦有可能在選舉中取得議
席。分析估計，最終或有多達8個政
黨進入國會，組閣過程將會非常混
亂，巴比什未必可以成為總理。

不讓捷克入歐元區
巴比什揚言不會讓捷克加入歐元

區，亦批評歐盟實施難民配額等政
策，是限制成員國主權，不過他反對
捷克脫歐，支持歐洲延續一體化進
程。選舉期間巴比什爆出多宗醜聞，
包括被指涉嫌在10年前騙取歐盟津
貼。
目前ANO與現時國會最大的左翼

社民黨聯合執政，由於社民黨表明拒
絕讓巴比什入閣，所以兩黨能否繼續
合作成為疑問。巴比什也有可能在共
產黨和極右反歐盟政黨「自由與直接
民主黨」支持下，以少數派政府執
政，不過分析相信機會不大。選舉初
步結果最快將於香港時間今晚8時後
公佈。 ■法新社/路透社

CIA局長笑談顛覆外國政權
美國中情局(CIA)局長蓬佩奧前日出

席智庫「保衛民主基金會」論壇，他
談及朝鮮半島局勢，表示不排除朝鮮
在數月內發展出可襲擊美國本土的洲
際彈道導彈(ICBM)。他又以中情局顛
覆外國政權的「黑歷史」開玩笑，說
若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可能有一天不見
了，他不想多談。
蓬佩奧表示，雖然情報顯示朝鮮的

核技術並不完善，但距離其目標也不
遠，美國應該假設朝鮮即將具備可打
擊美國的核彈，並設法防止這情況發

生。
中情局過去被指曾策劃顛覆和暗殺

等秘密行動，試圖推翻伊朗、古巴、
越南、智利等政權，朝鮮今年初便指
責中情局與韓國合謀，意圖暗殺金正
恩。蓬佩奧笑說金正恩是個理性的
人，務必讓自己保住權位及「每天仍
能在自己的床上醒來」，又向在場人
士戲言「一旦發現金正恩突然人間蒸
發，鑑於中情局的歷史，我不想談論
此事」。

■法新社/美聯社

■■巴比什巴比什

■■李顯龍受李顯龍受CNBCCNBC訪問時訪問時，，直言每當中美關係直言每當中美關係
緊張緊張，，新加坡便會被迫歸邊新加坡便會被迫歸邊，，但該國從來都不希但該國從來都不希
望在兩者中二選一望在兩者中二選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有商店街東主表示有商店街東主表示，，很很
多商舖已結業多商舖已結業。。 法新社法新社

■■明仁及美智子明仁及美智子

■■東京有示威者舉牌東京有示威者舉牌，，表示安倍表示安倍
和小池是和小池是「「同類同類」。」。 彭博社彭博社

■■小池的政綱被質疑無視現實小池的政綱被質疑無視現實、、濫竽充濫竽充
數數。。圖為她為黨友拉票圖為她為黨友拉票。。 法新社法新社

■■安倍領導的自民黨及公明黨安倍領導的自民黨及公明黨
執政聯盟有望大勝執政聯盟有望大勝。。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