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识局：岸田正式卸任，日本又将进入“走马灯换相”漩涡？

2024年10月1日，日本国会正式选举石破茂为第101任首相，接替因政治丑闻和支持率低迷而辞职的岸田文雄。岸田
自2021年10月担任首相，三年来虽在外交上取得一定成就，但因自民党“黑金”丑闻、经济停滞及民众不满，其支持率
一度跌至20以下，创历史新低。8月14日，岸田宣布不参加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意味着结束其首相任期。 石破茂在
2024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击败高市早苗，以微弱优势当选党魁，并迅速组建新内阁，试图以“新面貌”挽回民心。然而，
日本政坛近年来频现短期执政，网友戏称“走马灯换相”，此次更替是否预示日本重回快速换届的漩涡，引发国际热议。 岸
田任期内的表现颇具争议。作为自民党内温和派宏池会出身的领导人，岸田在外交上延续安倍晋三路线，加强美日韩三边合作
，应对中国和朝鲜的区域挑战。他成功举办2023年G7广岛峰会，并推动对乌克兰的援助，赢得国际认可。 然而，国内
经济表现不佳，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加剧了民众不满。2024年初，自民党“黑金”丑闻曝光，涉及80多名国会议员，岸
田解散自身派系并推动政治资金改革法案，但未能平息民怨。 社交媒体上，网友批评岸田“温吞无为”，认为其缺乏改革魄
力，甚至有日本网民调侃：“岸田追随拜登像随从，经济问题却没解决。” 此外，2024年4月的地方选举失利及广岛市
长选举的失败，进一步削弱了岸田的执政根基。 石破茂的上台为日本政坛带来一丝新风，但挑战重重。石破茂以“自民党改
革者”自居，长期批评党内派系政治，2015年创立水月会派系，试图打破传统权力结构。 他主张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
提出建立“亚洲北约”以对抗中国和朝鲜，同时建议修订美日安保条约，寻求更平等的双边关系。 然而，石破茂的强硬立场
可能加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且其“非主流”背景在自民党内引发分歧。10月1日，他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却
导致自民党与公明党联盟失去众议院多数席位，创下2009年以来最差战绩，迫使石破茂组建少数派政府。 网友在X平台
上对此评论：“石破茂刚上台就摔跟头，大选失利让他的首相路更难走。” 日本政坛的“走马灯换相”现象并非新鲜事。1
993年至2012年，日本更换了13位首相，安倍晋三以近九年的任期打破了这一魔咒。 然而，安倍2020年因健康
问题辞职后，菅义伟仅执政一年，岸田三年也未能稳住局面。 分析人士指出，自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和公众对经济、腐败问题
的不满，是导致频繁换相的主要原因。 石破茂的执政前景同样不明朗，其支持率在2025年初仅为20左右，7月上院选
举可能进一步动摇其地位。 2025年5月，农业大臣江藤拓因“免费大米”言论引发众怒被迫辞职，成为石破茂内阁首个
丑闻，网友直呼：“新首相还没站稳，又一个丑闻来了！” 从国际视角看，石破茂的当选对亚太局势影响深远。他上台后迅
速访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承诺对美投资1万亿美元以缓和贸易摩擦，但特朗普对日本汽车和农产品关税的强硬态度让
谈判陷入僵局。 X平台上，有网友担忧：“石破茂想在美中之间走钢丝，但贸易战和军事化倾向可能让日本更被动。”国内
方面，石破茂面临稻米价格飙升的危机，5月超市大米价格达每5公斤4268日元，较去年翻倍，引发民众强烈不满。 他
任命小泉进次郎为新农业大臣，试图通过释放储备稻米稳定市场，但效果有限。 社会反响方面，日本民众对“走马灯换相”
既无奈又期待。X平台上，有网友表示：“希望石破茂能带来改变，别再一年一换了！”但也有声音质疑：“自民党换谁都一
样，丑闻和派系斗争没完没了。” 经济学家分析，若石破茂无法在短期内稳定经济和党内局势，日本可能重回2000年代
的短期首相循环。文化方面，石破茂的“军事宅”形象和对UFO的幽默评论为他增添了亲民色彩，但也有人认为其政策过于
鹰派，可能加剧地区紧张。 展望未来，石破茂需在2025年7月上院选举前巩固支持率，同时应对中美博弈和国内经济挑
战。若其改革失败，日本政坛可能再次陷入“走马灯换相”的漩涡。国际社会密切关注这位新首相能否打破魔咒，为日本带来
稳定与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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