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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参议院选举最终
开票结果 7 月 11 日揭晓，
自民党、公明党、大阪维新
会、珍视日本之心党以及
赞成修宪的无党派议员合
计议席达到参议院三分之
二以上。执政党在众议院
掌握三分之二以上议席，
为日首相安倍晋三启动修
改日本战后和平宪法打开
通路。

秋季或进行修宪公投

日本参议院选举最终开票结果显示，在此
次改选的121个议席中，自民党获得55个议席，
公明党获得 14 个议席，加上未改选议席，自
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共掌
握145个议席，较改选前的135个议席大幅增
加，超过参议院半数。

自民党、公明党、大阪维新会、珍视日本
之心党等修宪四党在改选中共获得 76个议
席，再加上赞成修宪的无党派议员，参议院修
宪势力议席数超过三分之二。此外，民进党
获得 32 个议席，日本共产党获得 6 个议席，
社民党和生活党各获得1个议席。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7月 10日表示，将在
选举后实行大胆的经济政策，强力推行“安倍
经济学”。他计划在 8月进行内阁改组和自
民党人事调整。

共同社推算本次参议院选举投票率为
54.7%，较2013年参议院选举52.6%的投票率
略有上升，但仍在低位徘徊。

日本参议院共有242个议席，议员任期6
年，每3年改选一半。第24届参议院选举投
票于 10日举行，共有9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
总计389名候选人参选。

虽然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受英国脱欧、
“安倍经济学”破产、修宪势力内部就相关议
题存在分歧等因素影响，安倍预计不会在参
议院改选后立即发起修宪动议。但自民党干
事长谷垣祯一7月 10日晚说，将在秋季国会
召开时重启参众两院宪法审查会，就修宪议
题与各党协商。安倍当晚也表示，将在宪法
审查会的讨论告一段落后举行修宪公投。

安倍最大野心：修改和平宪法

1947年施行的日本宪法第九条有“日本
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
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
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
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
战权”等表述，因此被称为和平宪法。和平
宪法的落脚点在于遏制日本军国主义，也是
维护战后体制的一个重要体现。但是日本

日本参议院选举跨过“修宪门槛”
日首相安倍表示将在宪法审查讨论后举行修宪公投

日本参议院选举最终结果 7 月 11 日出
炉，以自民党、公明党为首的修宪势力获得
了超过总议席三分之二的 席 位 。 这 一 结
果 意 味 着 ，已 经 在 众 议 院 掌 握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议 席 的 安 倍 政 权 凭 借 此 次 选 举，能
够轻松跨越修宪所需门槛，为启动 70 年来
首次修改战后和平宪法扫清了主要障碍。

修宪势力获胜的危害显而易见。此次
选举后，修宪势力势必加速推进修宪进程，
如果安倍发起修宪动议，就可以在国会获得
通过，并进入全民公投环节。如此一来，决
定日本根基和未来的和平宪法就有被改写
的可能，战后守护日本 70 年的和平宪法很
可能将毁于一旦。

日本现行宪法以国家最高法律形式承
诺放弃战争、不保有武力，这是日本战后回

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也是日本战后奉行和
平主义路线的法律基石。70 年来，尽管日
本右翼势力多 次 蠢 蠢 欲 动 ，试 图 改 变 国
家 走 向 ，但 这 部 宪 法 及 围 绕 其 建 立 的 法
律和政策体系，成为阻遏日本国家右倾化
的“定海神针”。然而，此次修宪势力的获
胜给日本未来的国家走向蒙上了厚重的
阴影。

安倍本人公开表示，对日本和平主义
的战后体制深恶痛绝，发誓要“与战后体制
决裂”。自 2012 年年底重新上台执政以来，
安倍多次提及修改宪法，尤其把宪法第九条
对行使武力的限制视为实现其军事野心的
最大障碍。无论安倍用怎样的花言巧语、采
取何种手段来掩饰其目的，对宪法第九条进
行修改，其实质就是要摆脱战后和平宪法的

束缚，一步步地将日本引向军国主义的老
路。

和平宪法自1947年施行以来已根植于日
本社会，代表了广大日本国民的意志，修宪图
谋遭到多数日本国民的质疑和抗议。但安倍
政权为了达到修宪和摆脱战后体制的目的，处
心积虑，不惜在选举中屡屡采用欺骗性手段以
赢得选举。至此，修宪势力可凭借其在国会中
占多数的优势，堂而皇之地推动实现修宪目
的。这一伎俩，安倍用过不止一次，《特定秘密
保护法》时如此，强推安保相关法案时也同样
如法炮制。

日本多家民调机构的数据显示，反对修宪
的日本民众其实多于支持修宪者，但选举结果
却是修宪势力赢得三分之二以上议席。这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选举制度无法准确反

映民意的弊端，另一反面也与安倍在选举中
采取的欺骗性策略不无关系。在安倍眼中，
选举和选票不过是被其利用来实现自我政治
诉求的棋子罢了。

安倍上台后不承认日本侵略战争历史、
参拜靖国神社、解禁集体自卫权、强行通过安
保法案等一系列右翼行径，已经引起了国际
社会的高度警觉和担忧。祸根已经埋下：对
日本来说，一旦失去和平宪法的保护，将很
难避免不会滑向战争的道路；对国际社会而
言，变回“可以进行战争的正常国家”的日
本，是否会重蹈战争发动者的覆辙，没人敢
断言。

由此可见，修宪势力今天的胜利，无论是
当下还是长远，绝非日本国家之幸。

（新华社记者 刘秀玲 沈红辉）

修宪势力获胜非日本之幸

国内企图突破和平宪法的动作一直没有停
歇。

安倍自2012年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挑
战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举动，特别是在2015年
无视反对声音，强推通过安保法案，结束了
日本战后多年“专守防卫”的政策。今年年
初，安倍再次公开鼓吹修改束缚日本行使武
力的和平宪法，提出在宪法第九条中“明确
写进自卫权”。媒体普遍认为，安保法案通
过后，安倍在今年将着手实现其最大的政治
野心：修改束缚日本行使武力的和平宪法。

危险门槛的两大推手

日本国会参议院改选投票后，参议院
“修宪势力”合计超过总议席数的三分之二，
为首相安倍晋三启动修改日本战后和平宪
法打开通路。

探究修宪势力大胜的原因，安倍摆弄民
意的惯用政治伎俩奏效以及自民党内外对
手缺位的尴尬现状，无疑是助安倍跨过危险
门槛的两大推手。

首先，日本社会独立性较弱，政府议题
引导能力很强，而用“安倍经济学”掩盖政
治私心则是安倍屡试不爽的把戏。2014 年
11 月，安倍为确保长期执政提前解散众议
院，以“日本经济复苏之路遭遇挫折”“‘安
倍经济学’需要‘问信于民’”等说辞博取选
民认同，成功连任。但选举结束后，安倍转
脸就把施政重点和政治资源投向以解禁集
体自卫权为核心的安保法修改上，最终强
行通过安保法案，侵蚀“和平宪法”根基。
这次改选前，安倍再次向选民打出“经济

牌”，对敏感的修宪议题则退避三舍，再次
成功转移了公众注意力。

“是继续推进安倍经济学，还是重返黑
暗的低迷时代，将由这次选举决定”，“我们
需要赢得选举胜利，从而继续进行以经济为
首的政权运营”……在不少日本民众生活日
渐困窘之际，安倍正是用这样表面看关乎民
生、实际上摆弄民意的政治口号，让修宪议
题成功“失焦”。

其次，综观当前日本政坛，安倍不仅在
自民党内鲜有对手，以民进党为首的在野势
力更是无法形成强大民意气场，难以对安倍
政权构成实质性威胁。

“如果看自民党党内的话，安倍如今已
经基本降服党内各大派系，换句话说，自民
党内缺乏能够挑战安倍的力量，”中国学者、
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于强说，

“因此，虽然民众反对安倍修宪，也不信任
‘安倍经济学’，但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
择。”

日本大学政治学教授岩井友明（音译）认
为，此次参院改选的结果表明，在野党不应停
留在“只破不立”的层面，即一味地批评安倍
政府，自己却拿不出框架更为明晰、内涵更为
丰富的政策主张，从长远看，这样的策略将无
助于化解选民“即便不爽自民党也不青睐民
进党”的选择困境。

分析人士指出，修宪势力已跨过首道门
槛，修宪问题将进入实质性讨论阶段。不
过，因日本民众的反对意见仍占上风，加上
修宪势力存在内部分歧，修宪仍面临多重制
约。 （新华）

7 月 10 日，安倍在自民党总部为展板上当选者的名字“贴花”。 中新

阅读提示

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记者靳
若城 郝亚琳）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1日
表示，希望日方重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
会的安全关切，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在军事安全领域慎重行事。

在近日举行的日本参议院选举中，
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赢得
了参议院半数以上席位，使安倍政权修
订和平宪法具备了条件。在当日的例
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中国是否对此
感到紧张。

“不存在紧张的问题，但是鉴于日
本在历史上曾经对亚洲人民犯下的严
重罪行，所以今天的日本在军事安全领
域的政策动向一直受到亚洲国家和国
际社会的高度关注。”陆慷说。

他表示，本来参议院选举是日本自
己的内政，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包
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地
区的有关国家，对日本国内现在的一些
政治动向有关切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陆慷表示，中方已一再重申，希望
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重视亚洲邻国
和国际社会的安全关切。“我们希望看
到的日本是一个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在军事安全领域慎重行事，有助于促进
本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的日本。”

中国外交部：
日本应重视亚洲邻国和
国际社会的安全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