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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晋三 麻生太郎 野田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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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媒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8月3日上午对自
民党领导班子成员进行人事任命后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汇
总内阁成员的辞呈，并于当天下午设立组阁总部，进行了内
阁改组。 ▋国际在线

这次改组安倍如履薄冰
今年以来，由于“地价门”、“加计学园”、防卫省“瞒报

门”等丑闻频发，安倍内阁民意支持率跌入“危险区域”。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正面临二次上台后最大执政危机。

日本媒体分析，安倍希望以此为契机，扭转内阁民意支
持率下跌的态势，倘若再出岔子，对安倍内阁的打击可能是
致命的。因此，这次改组，安倍可谓如履薄冰。

《日本经济新闻》称，在“基本架构稳定”的前提下，安倍
还是对内阁及自民党高层做了一些关键调整。

日本新防相对华强硬
此次内阁改组，防卫大臣人选是关注焦点。安倍决定

让前防相小野寺五典接替因“瞒报门”辞职的稻田朋美。为
尽快结束防卫省的“混乱状态”，同时避免再出丑闻、失言等
问题，安倍有意从前防相中挑选继任者。

小野寺五典此前曾有过担任防卫相的经验，他在包括

钓鱼岛、南海等一系列问题上对华态度强硬。

小野寺五典具有外交安保部门任职经验。他曾在小泉

内阁担任外务大臣政务官，在安倍第一次执政末期及福田

康夫内阁时期担任过一年外务副大臣，2012年12月安倍再

次执政后，小野寺五典入阁担任防相，直到 2014 年 9 月。

安倍第二次执政期间，小野寺五典是迄今为止任职时间最

长的防相。

自民党党内普遍认为，相比稻田这样虽有安倍宠信，但业

务上“相当外行”的政客，曾经担任中央省厅要职的小野寺五

典显然更有应对问题、掌控局面的经验。此前在国会上关于

安全政策的审议中，小野寺五典代表执政党“答辩得当”，得到

安倍信任，被认为“比起稻田等缺乏经验的阁僚强很多”。

河野太郎将出任日本新外相
除防相任用有“经验者”外，安倍决定由外相岸田文雄

转任作为“党三役”(自民党三个最高职位)之一的政调会

长。岸田自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一直担任外相，至今已超

过4年半，成为安倍外交的“忠实执行者”。

外界称安倍曾基于政策连续性考虑，打算继续让岸田

担任外相，但在党内作为派阀领袖的岸田本人希望从事党

务，因此最终让岸田转任政调会长。

媒体分析，岸田似乎有意为自己与安倍竞争“大位”扫
清障碍。岸田“转岗”后，前行政改革担当相河野太郎将出
任外相。

河野太郎的父亲河野洋平是日本自民党内主张对华友好
的外交专家、鸽派政治家，是日本国内的“知华派”。

他在内阁官房长官任内曾发表著名的“河野谈话”，为
“二战”时期慰安妇问题道歉。

文相人选难产
最让安倍头疼的要属文部科学大臣的人选。因加计学

园丑闻，原文部相松野博一和负责国家战略特区计划的地方
创生担当大臣山本幸三“下课”已成定局。

就加计学园丑闻，安倍认为文部省里有人“造反”，整顿
文部省是当务之急。如果文部相的人选有差错，很可能诱
发其他省厅更多的“造反”行为。

因此，安倍十分希望前众议院议长伊吹文明接任文部
相。伊吹曾在安倍首次担任首相时担任文部相，还担任过
自民党干事长等要职，是“老资格”，“镇得住局面”。但伊吹
却明确拒绝安倍的邀请，理由是自己长期在国会工作，到内
阁任职“不合适”。

最终，安倍决定让前农林水产大臣林芳正执掌文部省。
林芳正曾在前首相福田康夫内阁担任防相，被誉为“政策通”。

安倍改组内阁能否扭转执政危局？
安倍能否通过这次改组和调整来扭转眼下的执政危局

呢？日本资深政治评论家森田实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
达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安倍此番动作，日本舆论普遍认为，仅靠简单的人
事变动恐难以扭转其内阁的颓势。尤其是当日本官员被丑
闻缠身，这一举措可能还会适得其反。日本埼玉大学政治
教授松元正生指出，当民众将不满焦点转向安倍个人，支持
率便很难恢复。

英国广播公司(BBC)指出，安倍的民望急跌，公众对他
的领导能力存疑，面前的路可谓不容易，其推行的修改和平
宪法等政策也令一些人感到不满。

《日经新闻》民调显示，虽然安倍内阁支持率曾于2015
年夏天因为“安保法”争议而下跌，但当时民众不支持内阁
的理由主要是政策方面，相反今次连串丑闻中，44%受访民
众认为安倍的人格“不值得信任”。

而被指可挑战安倍首相地位的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近
日也指出：“消除丑闻，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日本《读卖
新闻》发表文章指出，安倍政府假如不改变傲慢的本性，“难
以重拾公众信任”。

给印度

三点“忠告”
印军越界事件已经持续一

个多月，中国外交部 2 日发布

《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锡

金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

和中国的立场》的长篇重磅文

件，引发国际关注。这里，想送

印度三点“忠告”：

一是希望印度不要强词夺

理，不要胡搅蛮缠。在 21 世纪

的今天，一国军队悍然越过无

争议的国界，并长时间驻留在

他国领土上，极为罕见。而且，

印度还倒打一耙，炮制种种站

不住脚的理由，为印军非法越

界行为编造种种借口，让人“大

开眼界”。

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外交

部的这一重磅文件的核心作用

就是以正视听，全方位说明了

事件的来龙去脉，充分阐述中

国的坚定立场。值得一提的

是，文件还附加公布了《中英会

议藏印条约》（简称“1890 年条

约”）全文、“印度总理尼赫鲁给

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信”原文、

《1960 年 2 月 12 日印度驻华使

馆给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原文

以及有关图片，可谓有数据有

真相，摆事实讲法理。

需要提醒印度方面的是，

针对印军越界这一蛮横无理、

藐视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行径，外交部的立场

文件已将其定性为“侵入中国的领土，侵犯中

国的领土主权”，性质极其严重，带有警告的

意味。

二是希望印度尽快老老实实退回去。无

论印度方面怎么狡辩，都不能改变印军赖在

中国领土上这一事实，一切有意义的对话必

须以印军无条件撤回为前提。印方所作所

为违反 1890 年条约及其确定的中印既定边

界，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不仅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更

是对地区和平稳定和正常国际秩序的严峻

挑战，不会为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所容忍。

中国人向来讲究先礼后兵，中国珍视边

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一直本着最大善意，保

持高度克制，但印度不要错误理解中国方面

的克制。外交部的文件已充分表明了中方的

立场，意味着中方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已经仁

至义尽，球在印度那边，且看新德里如何踢。

三是希望印度不要执意挑衅中国，与中

国为敌没有好下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

年的历史证明，任何试图与解放军掰腕子的

对手都没有好果子吃。今天，中国国力进一

步强大，中国不惹事更不怕事，人民解放军有

能力、有信心打败一切来犯之敌。我们绝不

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

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

分裂出去，谁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

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是非自有曲直，公道自在人心。希望印

度方面从两国关系大局和两国人民福祉出

发，尽快撤回军队，不要执迷不悟，不要误判

形势，一意孤行只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

▋据新华社

安倍又组了个新内阁，还能撑多久？

国际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