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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离抛弃和平宪法还有多远？
新一届国会众议员中逾七成赞成修宪

宪法规定“和平主义”
共同社的调查结果显示，在

!"!名新一届众议院议员中，有 #!#

人赞成修改宪法第 $ 条，比例为
%"&'!。其中，有近半数议员认为应
该“全面修改宪法”，另有 #成议员
赞成“对第 $条等进行部分修改”。
根据日本宪法第 $'条规定，修

改日本宪法需要在国会众参两院三
分之二以上的议员赞成的基础上，
由国会发动国民投票并获得半数以
上的赞成方可实施。
日本宪法第 $条规定了宪法三

大原则之一的“和平主义”。第 $条
的主要内容包括“放弃战争”、“不维
持武力”、“不承认宣战权”三项要素。
按照日本政府现在的解释，日本只能
维持自主防卫，拥有最小限度的防
卫能力，因此自卫队不在宪法第 $

条对“武力”的限制内。
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在上月发

布的自民党竞选纲领中提出，要修
改宪法将自卫队提升为“国防军”，

并制定《国家安全基本法》使日本自
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成为可能”。
自民党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
后，安倍表示，修改宪法是上世纪
"(年代自民党成立的目标之一，只
不过由于当时经济发展目标亟待解
决，修宪问题一直被延后。

保守势力蓄谋已久
在日本逐渐实现成为经济大国

目标后，保守势力一直力图摆脱“战
败国”的影响，实现打造“政治、军事
大国”的美梦，因此一直觊觎推翻宪
法第 $条，为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

消除“障碍”。
分析人士指出，宪法第 $条一

旦开始被修改，日本军事发展将逐
步失去限制，步伐无疑将进一步加
快。可以预见的是，国防军的登场、日
本对地区冲突的军事干预，以及其武
器装备的进一步发展都将给周边地
区的和平稳定发展带来不安因素。

日本右倾态势明显
安倍表示，为实现修宪目标，首

先要着手修改宪法第 $'条，降低在
修宪条件上国会发动国民投票需要
三分之二议员赞成的条件。

以国会众议院情况来看，安倍
则若与在修宪问题上持同样主张的
日本维新会与大家党等党派合作，
便可确保三分之二势力。
但在每三年改选一半议席的参

议院方面，自民党等修宪派的势力
还有很大差距。安倍也坦言，在明年
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能不能达成
这一目标还是未知数，也许还需要
再等三年。
另一方面，目前计划与自民党

组建联合政权的公明党则对修宪问
题持谨慎态度，预计这也将对修宪
问题构成一定的阻力。此外，即便安
倍在短期内成功确保了修宪所需的
国会条件，在接下来的国民投票中
能否闯关还有待观察。
但分析人士指出，在日本经济

长期低迷导致社会整体信心缺失，
以及近期领土问题摩擦令民族主义
情绪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日本社会
日益趋向保守封闭，右倾化态势明
显。此种态势若长此以往，可能会加
速修改和平宪法的进程。 王洋

日本共同社17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
7成的众议员赞成修改宪法第9条，达到了在众议
院内提案修宪的条件。
在大选中获胜的自民党在竞选纲领中明确提出

修宪主张。即将成为新首相的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
也表示将就修宪问题与日本维新会等党派合作。自
民党修宪意欲何为？实现修宪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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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 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 )*日表示，
中方重视日本对
华政策走向，并
希望日本走和平
发展道路。

华春莹说，
中日关系对双方
而言都是最重要
的双边关系之
一，保持中日关
系长期健康稳定
发展符合两国的
利益，对亚洲的
和平发展也有重
要意义。
“中方重视

日本对华政策的
走向，一向主张
管控和处理好矛
盾和分歧。”她
说，“希望日方深
刻认识和妥善处
理两国间面临的
困难和问题，按
照中日四个政治
文件确定的原则和精神推动两国
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另有记者问，据共同社报道，

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二赞成修
改日本和平宪法有关条文，超过
八成受调查议员赞成允许行使集
体自卫权。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日方能否正视和

反省侵略历史，走和平发展道路，
向来是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普遍
关注的问题。近年来日本国内出
现了摆脱战后体制、否定和平发
展的倾向，这引起日本一些有识
之士的关切，值得亚洲国家和国
际社会高度警惕。

安倍提前“上马”着手经济事务
敦促央行抬升物价推动日元贬值

! ! ! !新华社上午电 日本自民党党
首安倍晋三 )*日分别约见中央银
行行长白川方明、盟友公民党党首
山口那津男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
企业高管人员，讨论经济政策，意图
为出任首相后着手经济作铺垫。
安倍说，他当天与央行行长白

川会面，敦促央行按照自己先前提
出的方案，设定物价指数上升 +,

的正增长目标，同时借助货币宽松
政策实现这一目标。
安倍一直敦促央行以货币政策

抬升物价，推动日元贬值，以遏制通
货紧缩。
安倍与公民党党首山口那津男

)*日会面，就两党结成执政联盟达
成一致，同时就出台大额特别财政
预算以刺激经济以及加快东北部重
建取得共识。

公民党是自民党传统盟友，两
党获得众院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席，
有望组成强势执政联盟。

安倍将在 +'日特别国会后出
任首相。安倍还没有上任便对经济

出手，但他的药方受到不少人质疑，
包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
一些日本分析师说，以眼下经

济状况而言，如果设定 +,的物价
增长目标，意味着食品和能源等商
品价格暴涨，但民众收入难以显著
增加，将损害普通家庭生活。
白川先前对安倍的方案颇有微

词，同时对“绑架”央行自主性的企
图表达极度反感，两人关系一度吃
紧。一些媒体先前援引安倍的话报
道，他有意出任首相后撤换白川。

误说美总统!布什"

安倍还在!过去时"

! ! ! !新华社上午电 日本自民党党
首安倍晋三 )*日出现口误，把美国
总统奥巴马说成“布什总统”。

)*日上午，安倍接到奥巴马打
来的电话。稍后与经济团体联合会
高层人士会面时，安倍说，他刚刚与
“布什总统”通过电话。听到商界人
士和记者席传出笑声，安倍意识到
口误，改口说他与奥巴马通话，谈及
深化日美安全同盟的重要性。

安倍 +--'年 $月至 +--%年 $

月任日本首相，同期的美国在任总
统为奥巴马的前任乔治·.·布什。

联合国：明年经济仍严峻
未来两年面临再度衰退风险

! ! ! !新华社联合国 !" 月 !# 日电

联合国 )*日发布的《+-)#年世界
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说，世界经济
增长明年很可能会继续低迷，预计
+-)# 年全球经济将增长 +/!,，且
在未来两年面临再度衰退的风险。

报告说，欧洲、美国、日本的经
济困境正在波及发展中国家，导致对
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需求减少，资
本流动和物价波动加剧。总之，未来
两年的全球经济前景依然严峻，充满
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滑风险。

报告预计 +-)#年欧元区经济
将增长 -&#,，+-)!年增长 )&!,，与

+-)+年衰退 -&",相比虽略有复苏，
但仍十分乏力。美国经济在 +-)#年
和 +-)!年的前景依然黯淡，预计
+-)#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012）将
在 +-)+年增长+3),的基础上进一
步减速，徘徊在 )&%,左右。

报告显示，东亚地区的平均经
济增速预计将在 +-)+年 "&*,的基
础上略拾升势，在 +-)# 年达到
'&+,，其中中国经济预计在 +-)#年
将增长 %&$,，在 +-)!年增长 *&-,；
在略微复苏的印度经济带领下，预
计 +-)#年南亚地区的 012平均增
速为 "&-,，高于 +-)+年的 !&!,。

5

6

7

8

9

:

;

<

=

>

?

@

A

B

C

D

! ! ! !新华社上午电 调查机构益普
索集团 )*日发布的全球调查报告
显示，+-)+年临近结束之际，超过
半数的人对明年的全球经济持乐
观态度。
调查结果显示，印度、巴西和

印度尼西亚人对 +-)#年的经济
“最乐观”，三个国家均有超过四
分之三的询问对象对明年的全球
经济形势“竖大拇指”。比利时、西
班牙、法国、波兰和意大利的民众
感受不太相同，推测明年经济会
更好的人不到三分之一。
益普索公共关系部门调研经

理克伦·戈特弗里德说，与去年的
调查结果相比，看好明年经济发
展态势的人有所增加，“许多人对

未来表示乐观”。近八成询问对象认为，就个人
经济状况而言，明年会更好。

非国大举行大会
祖马连任党主席
! ! ! !新华社南非布隆方丹 !" 月

!#日电 南非政府三方执政联盟
之一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
)* 日举行第 "# 届全国代表大
会，南非总统祖马在会上再次当
选非国大主席。
祖马获得 +$*#张选票，击败

了竞争对手、南非副总统莫特兰
蒂，再次当选非国大主席。此外，
现任非国大总书记曼塔谢在选举
中再次连任。

南非下届总统选举定于
+-)!年举行。舆论普遍预计，由
于非国大在南非威望较高，新任
非国大主席有望在选举中获胜，
成为下一任总统。换句话说，祖马
有望再次赢得 "年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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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槿惠与文在寅展开对决
! ! ! !本报专稿 韩国第 )*届总统选
举当地时间 )$日晨 '时开始投票，
执政党新国家党的朴槿惠和最大在
野党民主统合党的文在寅是两位最
具竞争力的总统候选人。投票将于
当日 )*时结束。预计大选结果将于
+-日凌晨 +时左右揭晓。
朴槿惠现年 '-岁，保守派代表

人物，已故前总统朴正熙长女，执政
党前党首，人称“选举女王”。文在寅
"$岁，自由派单一候选人，曾任已

故前总统卢武铉的青瓦台总统府秘
书室长，被称为“卢武铉的影子”。这
场对决因而被媒体比喻为“朴正熙
对卢武铉”两大阵营较量。
两人为吸引中间选民，均承诺

与朝鲜改善关系、促进朝鲜半岛和
平，主张“经济民主化”，减少社会不
公，创造就业岗位。调查显示，年轻
人大多支持文在寅，而经历朝鲜战
争以及战后重建、经济起飞的老一
代人大多支持朴槿惠。 （钟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