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日本民众参加众议院选举投票

深
海评 沙特伊朗联手“秀肌肉”释放何种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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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第50届众议院选举结
果显示，执政的自（民党）公（明
党）联盟从选前的279席大幅下
滑到215席，时隔15年再次失
去控制众议院所必须的过半数
席位（233席）。日本政坛地震
影响几何？本期论坛特请专家
分析。 ——编者

“豪赌”惨败 日本政坛地震
“留校察看”石破深陷困局

 石破茂（左一）在记者会上承认败选 图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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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金”丑闻处理不力
石破在选前将目标设定在自公联盟合计

席位超过众议院过半的233席，因此从选举结

果来看，他的这场“豪赌”无疑以惨败收场，主

要原因还是让民众耿耿于怀的“黑金”丑闻。

虽然石破将此次选举设定为“日本创生

选举”，但在野党和日本社会均将之定位为对

自民党“黑金”丑闻的政治审判。石破曾在施

政演说中表示对党内涉案议员“原则上都予

以推荐”，虽然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改弦易

辙，对涉案议员不推荐为候选人，但已经让民

众质疑他不能真心与“黑金”政治决裂。

而在投票前一周，石破又批准部分自民

党地方支部可以给不予推荐的议员拨付2000

万日元补助金。他辩称“这是本来就计划好

的选举支援金，只是用于地方支部选举之用，

而非给特定竞选者”。但越描越黑，民众不仅

加深了原本的疑虑，甚至还给他贴上了“‘黑

金’政治老手”的标签。民调中，有72%受访

者不满意石破对“黑金”丑闻的处理。

选举结果也显示，不但涉“黑金”丑闻的

议员大批落马，自民党内众多重量级议员也

铩羽而归，影响所及还让上任仅27天的法务

大臣牧原秀树、农林水产大臣小里泰弘匆匆

结束“大臣梦”，甚至连公明党新党首石井启

一和副党首佐藤茂树也因选情低迷而落选。

面对自公联盟遭遇如此败绩，石破也只

能沮丧地表示，“我们受到了非常严厉的审

判，必须谦虚、严肃地接受”。

野田也未实现目标
石破惨败，那么议席从98席大幅增加到

148席的立宪民主党算得上大赢家吗？

据悉，从解散国会到选举投票的18天里，

石破和立宪民主党党首野田佳彦二人跑遍全

国各地，行程累计达到8.3万公里，可以绕地

球两圈。相比石破扯破嗓子呼吁民众支持，

拼尽全力要保住政权，野田则是每到一处必

定喊出“唯有政权轮替才是最大政治改革”的

口号。但选举结果显示，虽然立宪民主党议

席大增50席，依旧不具备撼动自民党执政地

位的能力。这说明日本民众虽然不信任自民

党，但还无法放心将政权交给立宪民主党，因

此给石破投下的是“留校察看”，而非“立即开

除”。从这个视角而言，立宪民主党距离政权

轮替的目标尚远，也不能说是大赢家。

除了上述三个政党外，其余主要政党的

议席也出现了较大幅度变化。掌控关西地区

的日本维新会影响力有所衰退，从44席降为

38席，日本共产党则从10席降为8席。相比

之下，国民民主党与令和新选组的议席则呈

现飞跃式增长，分别从7席增至28席，3席增

至9席。两党在国会声量大增，尤其是国民民

主党极可能对日本政坛后续发展产生重大影

响，算得上是最大赢家。

急需拉拢在野阵营
日本是议会内阁制国家，首相人选的决

定权归属众议院，由于首相指名选举和绝大

多数国会决议的通过都需要票数过半，因此

众议院议席能否过半是评判执政党是否掌握

国会话语权的核心指标。这就意味着石破若

不想成为“史上最短命首相”，就必须从在野

阵营中拉出一些新伙伴，寻求政局的可控与

稳定才行。

自公联盟距离众议院过半数的233席还

差18席，使得日本维新会和国民民主党成为

关键少数的机会大增。日本维新会政治理念

与自民党相近，也一直有交流，但与公明党素

来不睦，势同水火，恐怕石破未必会优先考虑

日本维新会。而国民民主党与自民党不但理

念相近，也有过政策合作的经历，因此后续两

党如何合作也就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

目前石破一方面表示将于11月11日举

行首相指名选举，一方面又坚称“不考虑邀请

在野党进入执政联盟”。无独有偶，日本维新

会和国民民主党也表示不会与自公联盟或立

宪民主党任何一方结盟，且在首相指名选举

中只会投给本党领导人，未来在国会也只会

依据具体政策内容决定投票指向。朝野政党

的表态让人看来一头雾水，石破的表态让人

觉得他对执政前景似乎自信满满，丝毫看不

出刚经历败选，日本维新会和国民民主党则

似乎向民众保证，不会为了贪恋一两个阁僚

的位子与自公联盟“同流合污”。

然而细品这些发言，其实各方的政治逻

辑十分清晰。石破既要强作镇静维持气场，

也不排除与国民民主党围绕具体政策进行合

作。国民民主党一方面表明不会与自公联盟

组成新的执政联盟，因为这对其长远发展不

利，另一方面则体现出自抬身价的谈判策略，

即倘若自民党可以允诺国民民主党的各种条

件，那么对于政策合作还是有协商空间的。

此外需要指出，国民民主党表示在首相

指名选举中要把票投给自己，表面看是既不

支持石破也不支持野田。但此举意味着野田

不可能得到超过石破的票数，从而确保石破

会续任首相。对此，石破恐怕早已心知肚明。

“朝小野大”挑战重重
石破虽然可以续任首相，但因为选举惨

败，执政根基已经极其不稳，且还要应付党内

和在野党接踵而来的各种挑战。尤其是野田

念兹在兹的就是将自民党赶下台，石破将在

国会运营、政策制定与执行等过程中越来越

多地遭到立宪民主党等在野党的强力掣肘。

石破在败选后表示将履行自己的职责，

“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实现政策

目标”。但上述挑战势必牵扯他极大的精力，

从而挤压他在内政外交上施展拳脚的空间，

无暇对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倾注大量心力，

更不要说在外交上有何积极作为。因此，石

破虽然暂时躲过一劫，但跛脚首相的形格势

禁已经让各界对他的未来看法暗淡。

尤其是明年7月日本将迎来参议院改选，

石破要想实现凤凰涅槃，唯有拿出改革的魄

力，一方面预防日元过度贬值，平复资本市场

各种波动，振兴日本经济，另一方面围绕摆脱

物价上涨困局、改善民生等问题，交出一张民

众认可的合格答卷。

然而，“朝小野大”的结构困局已经深深

束缚住了石破，他真的还有时间、有魄力、有

能力去完成这份答卷吗？换言之，民众留给

石破“留校察看”的时间仅仅九个月，届时如

果民众还是不予认可的话，则不仅关乎石破

的去留，对自民党而言也是生死攸关。若然

如此，日本政局毫无疑问将会再度迎来动荡

不安的混沌时刻。

  月  日，伊朗海军司令伊拉

尼公开表示，沙特已经提议与伊朗

在红海海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两

国代表团将就如何演习进行必要的

磋商”。仅仅一天后，  月  日晚，

沙特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马勒基便发

布公告称，“沙特海军与伊朗海军及

其他阿曼湾周边国家最近进行了联

合军事演习”。

这是历史上首次以沙特伊朗两

国为主的联合军演。不难看出，两

国在红海军演问题上大唱“双簧”，

大放“烟雾弹”，尤其是在刻意模糊

演习时间和具体细节上，保持着高

度的默契。

沙伊红海联合军演并非随意为

之，而是与当前中东地区总体情势

息息相关。而    年  月开启的

“中东和解潮”，则为两国在军事上

走近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三方复杂博弈
自    年   月 7日新一轮巴

以冲突爆发以来，不仅巴以双方冲

突愈演愈烈，外溢效应也日趋强

烈。以色列相继对哈马斯两任最高

领导人哈尼亚和辛瓦尔进行“定点

清除”，通过寻呼机和对讲机爆炸事

件等对黎巴嫩真主党也造成了出其

不意的重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

胡公开承认以色列正处于“七线作

战”之中，并将最终矛头直指伊朗，

以伊之间针对对方领土特定目标的

“表演式”互袭愈加频繁。

伴随着以色列强硬态度而来

的，是中东地区冲突的持续升温和

局势的日益失控，这使得沙特和伊

朗均充满忧虑。沙伊两国同为中东

地区大国，此前虽经历了七年断交，

但当前已驶入恢复与发展双边关系

的“快车道”，得以在维护自身红海

海域安全利益上尝试形成合力。

沙伊红海联合军演从沙特主动

擘画到最终落地，离不开两国就新

一轮巴以冲突中阿拉伯、以色列、伊

朗三方复杂博弈格局的精准把握，

均期望在纵横捭阖之中达成自身的

意愿。自    年以色列同阿联酋、

巴林签署历史性的和平协议“亚伯

拉罕协议”以来，部分阿拉伯国家对

以关系或出现全面突破，或存在改

善空间，但此轮巴以冲突的延宕又

令这些国家对以充满矛盾心态，这

与伊朗鲜明的反以态度不尽相同。

就沙特而言，它希望在近年沙

以关系将会有较大突破的消息沸沸

扬扬之际，通过与伊朗的联合军演，

向以色列传递其支持巴勒斯坦合法

权益的基本态度，同时也希望在红

海安全上加强与伊朗的利益求同，

避免也门局势进一步恶化。

就伊朗而言，它希望通过与沙

特的联合军演来进一步推进其倡导

的海上安全合作机制。此前，伊朗

与俄罗斯和阿曼便在印度洋北部举

行了联合军演，沙特则以观察员身

份参与。伊朗还希望通过与沙特、

阿曼等国的军事互动来向以色列传

递信号，即伊朗在阿拉伯世界并不

孤立。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近来连续

出访中东多国，声言所有邻国均向

伊朗保证不允许美以利用己方领土

领空来针对伊朗。

总体来看，沙伊的共同目标在

于通过红海联合军演对美国施压，

希望美国在新一轮巴以冲突及其外

溢的治理中切实发挥重要作用，适

度改变对以色列的过分偏袒与纵容

态度，对以色列能够有所约束。

增强战略自主
沙伊红海联合军演也显示了中

东国家战略自主性的增强。

长期以来，沙特等海湾国家作

为美国盟友，在安全上和地缘政治

博弈上加强了与美国的捆绑。但随

着近年美国不断从中东“抽身”，并

要求中东盟友在安全上自我承担更

多责任，沙特等国的不安与不满情

绪日增。美国在推进新一轮巴以冲

突降级上的举措乏善可陈，使得开

启和解的沙伊进一步主动寻求双边

军事合作，这也反映了美西方的“光

环”在中东国家越来越黯然失色。

沙伊红海联合军演显然是对拜登政

府打造的“红海护航联盟”的消解。

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过分夸大

此次沙伊红海联合军演的功效，军

演详情仍旧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两国既要在一定程度上共同“秀肌

肉”，又不愿过分刺激美以，故而此

次联合军演的实质是形式大于内

容。事实上，就在沙伊官宣将举行

联合军演之后数日，以色列便于  

月  日对伊朗本土目标进行系列

袭击，作为对此前伊朗袭击的报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