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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8日
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
选。安倍此举原本是打算利用
主要反对党民进党当前的混乱
局面，一举奠定自民党今后4
年的执政优势。但东京都知事
小池百合子突然宣布创立“希
望之党”，成为集结包括民进党
在内各派反对党势力的中枢，
令日本政坛出现大洗牌，这使
得自民党选情不确定性大增。

鉴于“希望之党”与自民党
在安保、外交、修宪等问题上立
场大同小异，无论大选结果如
何，日本政坛保守化趋势将进
一步强化。而从安倍此次解散
众议院的前因后果看，此举也
标志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
本政治改革的大失败和日本宪
政危机的大爆发。

这次安倍提前解散众议院，直接
导致民进党事实上解体和日本政坛大
洗牌，也标志着20多年前启动的日本
政治改革的失败。

1994年，为打破自民党的垄断地
位，日本推动了以改革选举制度为核
心的政治改革，以期效仿美国等国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两党轮流执政。作为
自民党的主要挑战者，民进党的前身
民主党于1996年成立，最终在2009
年大选中击败自民党，首次上台执政。

但安倍率领的自民党2012年重
新上台后，汲取下台“教训”，屡屡利用
日本宪法和选举制度的灰色地带，滥

用解散权、宪法解释权等巩固自身执
政优势，打压反对党。安倍上台不足
5年，已经两次提前解散众议院，这正
是安倍执政后不断掏空日本现行宪政
体制的又一体现。

东京大学前校长佐佐木毅是上世
纪90年代日本选举制度改革的主要
鼓吹手。但他近期在接受日本媒体采
访时承认，当年以打破自民党派阀政
治为特征的改革，导致了首相权力在
缺少党内制衡的情况下极度膨胀，安
倍首相对解散权的滥用和日本宪政危
机的大爆发，正是这一恶果的体现。

（据新华社）

安倍25日宣布了将在28日临时
国会召集首日解散众议院的决定。
27日，小池百合子召开记者会，宣布
成立“希望之党”，由她出任党首。

28日一早，更有戏剧性的一幕出
现了，最大反对党民进党党首前原诚
司在党内提议，与小池的新党“合流”，
民进党候选人以“希望之党”候选人名
义参加即将举行的众议院选举。这意
味着民进党事实上的“解体”。

实际上，前原诚司也是不得已而
为之。自从安倍放出提前解散众议院
的风声后，民进党议员退党者络绎不
绝。发起成立“希望之党”的议员中，
以民进党退党议员居多。

日本《每日新闻》27日公布的最

新民调结果显示，“希望之党”目前在
选民中的支持率为18％，仅次于自民
党的29％，远高于民进党8％的支持
率。这使得包括前原在内的民进党阵
营愈发动摇。

民进党与“希望之党”合流，无疑
将导致日本政坛大洗牌。民进党内保
守派议员预计绝大多数将投入小池门
下，而党内自由派议员对小池新党的
保守色彩比较抵触，有可能另立门户
或成为独立候选人。

小池也已经放风，将对前来投奔
的民进党议员进行“甄别”，在安保、修
宪等问题上与其理念不同的民进党议
员将不会被吸纳进“希望之党”。

安倍强行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

日本大选：政坛洗牌 政改失败

“希望之党”在立党纲领中将自身
定位为“包容的改革保守政党”。但从
其主要发起人阵容看，可以说比自民
党更保守、更右倾、更具排外色彩。

新党纠集了长期与石原慎太郎等
极右势力沆瀣一气的中山恭子、长岛昭
久、松原仁等保守派政客，也吸纳了部
分从自民党退出的议员。而小池本人
在政治理念、历史观等方面与安倍可谓

“声气相通”。正如日本共产党委员长
志位和夫所指，小池新党在修宪等政策

上只是安倍自民党的“补充势力”。
随着越来越多“非自民党”保守势

力集结在小池新党旗下，这次大选很
可能出现“保守派对决”的格局，即安
倍领导的自民党对阵小池的新党。

无论二者如何此消彼长，日本政
坛的保守势力都将进一步扩张，日本
政界的国家主义、保守主义、修正主
义，乃至排外主义的势头可能更加猛
烈，政府外交安保政策的鹰派色彩也
将更加浓厚。

新华社消息 泰国总理巴育
28日在总理府说，根据泰国外交
部的消息，前总理英拉目前在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巴育
说，泰国有关部门将与国际刑警
组织协调，按照程序让英拉回来。

泰国最高法院27日在被告
英拉不在场的情况下，对她涉及
的大米收购案进行了宣判。法院
认定英拉渎职、纵容腐败等罪名
成立，依法判处其5年有期徒刑，
且没有缓刑。

泰国警方28日表示，警方将
与国际刑警组织联系或对英拉发
出通缉令。目前，警方已在泰国
全国发出通缉令。

大米收购案原定8月25日
宣判，但当天本该出席的英拉以
身体不适为由通过律师宣布不出
庭，于是延迟到9月27日。随后
泰方经调查，认定有警察协助英
拉离境。

大米收购项目是英拉2011
年8月上台之初开始实施的一项
政策。2014年起，这一以高于市
场价格向农民收购大米的政策被
批评导致国家财政亏空及大量腐
败。2014年5月，泰国宪法法院
以滥用职权、违反宪法为由，解除
英拉总理职务。不久，泰国军方
发动政变，推翻英拉政府。

2015年2月，泰国总检察长
办公室向最高法院提起针对英拉
的诉讼，指控她任总理期间推动
的大米收购项目触犯刑法和反贪
污法，造成财政亏空及大量腐败。

泰国前总理
获刑五年被通缉
英拉目前在迪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