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田内阁的执政方针与对华政策
高 洪 /戈

世
人关注已久的自民党

总裁选举
,

终于以福

田康夫的高票胜出得见分晓
。

9 月

2 6 日
,

天皇对新内阁的
“

认定
” ,

日

本政局也随之翻开了新的一页
。

由

此
,

福田带领着 由他自己命名的
“

背水一战内阁
” ,

开始了挽回 自民

党政权因安倍政府垮台造成颓势的

政治过程
。

新首相的政治手腕与强势布阵

从表面上看
,

福田康夫性情温

和不见棱角
,

加之涉足政坛前较长

时期在企业以
“

平民身份
”

工作
,

似

乎不及宦海中其他强人那样老辣
。

其实福田虽然政治资历不深
,

却拥

有高超的政治手腕
。

在过去的十几

年中
,

他一方面凭借其父福田赳夫

的政治遗产
,

在 自民党最大派 系
“

叮村派
”

(即原来的
“

森派
”

) 内拥

有很高威望
。

另一方面在错综复杂

的党内外斗争中练就了以柔克刚的

本领
。

2 0 0 0年
,

内阁官房长官中川

秀直因涉嫌与右翼团体头目交往和

婚外情等丑闻被迫辞职
,

森喜朗
“

三顾茅庐
”

请出福田接替中川担

任内阁官房长官
。

森喜朗在执政后

期屡出破绽
,

加藤 一趁势发动了

逼迫森喜朗下台的
“

加藤之乱
” ,

正

是由福田纵横裨阖平息了加藤 一

的进攻
。

2 0 01 年小泉上台后
,

由于

在执政党内的基础薄弱
,

且从政经

验不足
,

所以继续任命在派系内具

有特殊地位的福田担任官房长官
。

此后
,

当小泉与外相田中真纪子发

生矛盾
,

又是由福田迫使田中以及

在外务省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众议员

铃木宗男一起退职
,

除去了小泉和

他自己的心腹政敌
。

为了在当前的困境中重 整旗

鼓
,

福田对新政府的人事安排采取

了基本保留原班人马与小幅调整的

原则
。

大臣中有 13 人来自短命的第

二届安倍政府
。

但在人事任用的考

虑上
,

改由前外务大臣叮村信孝就

任新内阁官房长官
,

前防卫大臣高

村正彦就任外务大臣
,

前防卫厅长

官石破茂出任防卫大臣的新布局
,

以应对新内阁起步后即将遭遇的国

会论战
。

同时
,

为了保持与公明党

联合执政
,

继续由执政伙伴公明党

的冬柴铁三担任国土交通大臣
。

其实
,

福田并不想和盘接受安

倍留下的政治安排
,

暂时继承旧班底

的真正原因在于着眼明年春天可能发

生的大选
。

新政府使用老班子是在为

明年 1月通常国会开幕前大幅度调整

内阁成员打下伏笔
,

以便在可能发生

的大选时拥有较强战斗力的阵容
。

此

外
,

任命大野松茂
、

岩城光英担任官

房副长官也保证了
“

首相 一官房长官

一副长官
”

的首相官邸强势主导核心

完全掌控在自己一家手中
。

在党内人事安排方面
,

福田采

用
“

党内四大要职
”

领导体制
,

由

选举中支持自己的四派领袖伊吹文

明
、

谷垣祯一
、

二阶俊博
、

古贺诚

分别担任千事长
、

政调会长
、

总务

会长和选举对策委员长
,

构筑起自

民党新的领导核
』

乙
。

不过
,

福田在党内只有相对的

凝聚力
,

从选举对手麻生太郎也获

自民党国会议员 1 32 张选票和 65 张

地方代表选票看 (分别占选票总数

的 4 0% 和 43 % 左右 )
,

他的稳定程度

并不比安倍政权启动时高
,

与加 01

年小泉上台时更是无法同日而语
。

另外
,

麻生太郎在选举后对福田发

出的入阁邀请
“

坚辞不就
” ,

也说明

自民党内部仍有相当数量的人对福

田政府的前景不十分看好
。

福田政府当前面 临的内政课题

在对内政策上
,

福田表示要继

续保持 目前的财政改革和经济增长

势头
,

准备进行税制改革
,

努力促进

地方经济发展
,

增加从事农渔业人

的收入和就业机会等
。

福田在长期的

国家战略上采取稳健做法
,

明确表示

不参拜靖国神社
,

对安倍晋三积极推

进的修改有关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

一事
,

也表示
“

有必要慎重研究
” 。

但

由于 自民党目前的首要任务是稳定

局势和恢复元气
,

目前设计的政策

标尺仅到明年春天通过政府财政预

算或下一次大选
,

所以福田政府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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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焦点透视

一
面临的内政课题为以下 4个

:

第一
,

是如何让 日本海上自卫

队在 《反恐特别措施法》 干 11 月 l

日失效后能够继续在印度洋执行供

油任务
。

为此
,

福田新内阁打算向

本届临时国会提交 一项新法案
,

以

取代久攻不克的 《反 恐特别措施

法 》 延续问题
。

当然
,

福田也深知

这场政治攻坚战的难度
。

作为
“

退

身步
”

表示
“

即使有新法案也可能

无法在国会通过
,

那么就需要以讨

论新法的形式赢得国际社会 (实际

是指美国 ) 的理解
” 。

此外
,

鉴于近

期的民意调查显示
,

日本老百姓对

自卫队在印度佯执行供油任务的支

持已经接近半数
,

自民党也开始用
“

只重视争夺政权
,

不顾及 国家利

益所在的政策
”

来搞臭民主党
。

第二
,

是通过
“

年金制度改革
”

改善政府的民生政策
,

以便尽快恢

复经济利益集团和 国民的支持
。

早

在选举前福田就明确说
,

自民党在

7 月底参议院选举中之所以大败
,

是因为失去 了国民的信赖
,

特别是

在养老金问题上
,

鉴于 经济同友会

等财界利益集团开始显露偏向民主

党的经济
、

税收政策
,

福田表示
“

可

以灵活地对待民主党提出的基础年

金全额税收方案
,

带着增加消费税

的问题意识去考虑年金改革和整顿

财源的整体计划
” ,

并对民主党的禁

止挪用保险金法案作出让步
。

为了

争取民意
,

福田在党内高层会议上

宣布
: “

对造成养老金记录疏漏的问

题
,

不但要制定解决问题的对策
,

还

要严厉追究相关的政治责任
。 ”

第三
,

是解决
“

政治与金钱
”

问

题
。

9 月 25 日上午
,

福田康夫作为

自民党新总裁在国会首相指名选举

前与公明党代表太田昭宏举行了会

谈
。

双方就重视民生
、

促进政治资

金透明化以及努力恢复国民对政权

的信任等基本政策达成了共识
。

福

田还在党内强调说
: “

自民党必 须

要有浴火重生的心理准备… …再走

错一步自民党就将丢失政权
,

为此

必须一步一步扎实行动
,

重新赢得

国民的信任
。 ”

在实际操作上
,

福田

针对政治与金钱的问题
,

宣布修改

《政治资金规正法 》
,

规定即使支出

了
“

l 日圆
”

的事务所经费也要在收

支报告中附加收据
,

用
“

记录必须

全部保留
,

但没有必要全部公开
”

来换取公众的信任
。

第四
,

是迎战为期不远的国会

大选
。

民主党搞垮安倍只是阶段性

目标
,

推翻 自民党后自己掌握政权

才是小泽一郎为首的新保守政党的

终极目的
。

尽管福田在竞选自民党

总裁时已作出重视与参议院第一大

党
、

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对话的姿

态
,

但以民主党为首的在野势力仍

然打算在国会继续围攻政府及自民

党
,

以求尽早解散众议院
,

用问政

于民的方式实现新老保守政党的政

治对决
。

从 目前情况观察
,

福田重

视民生的政策主张及其愿意与在野

党进行协商的姿态受到好评
,

如果

福田施展
“

通过对话虚心地采纳在

野党的政策建议
”

的办法奏效
,

并

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
,

那么将使

民主党难以实现早 日解散众议院并

举行大选的愿望
。

日本各界对 福田政权

的评价及态度

福田政权的产生使人们感觉到

自民党政治似乎在 回 归过去的传

统
。

因为
,

自民党陈旧的派阀政治

自 19 9 3 年起就是政治改革的众矢之

的
。

2 0 01 年以后
,

从小泉到安倍不

断抛出
“

砸碎 自民党
”

或
“

创造美

丽的国家
” ,

极力通过脱离派阀改

变自民党以往的政治结构和决策体

制
。

而这次福田当选恰恰是各个派

阀联合拥立的结果
。

加之与战后出

生锋芒外露的战略派青年政治家相

比较
,

福田以 71 岁高龄才开始执掌

国政
,

难免给人
“

老人政治
”

的感

受
。

一时间
,

《西日本新闻》 等报刊

陆续发表文章探讨
“

历史车轮能否

倒转
”

的话题
。

此外
,

也有日本政治评论家对

福田的政治理念提出批判
,

认为福

田作为小泉过去的官房长官应当对

小泉政治的负面遗产负有责任
。

继

承了乃父思想的
“

新福田主义
”

貌

似是
“

理性的现实主义
” ,

但由于福

田不善于提出成体系的理念
,

不过

是基于对内外环境的判断的具体政

策
,

充其量是一种谨慎的渐进主

义
。

而他本人今天推行的
“

福田政

治
”

的两个核心
—

继承小泉政治

基本路线与修正小泉改革造成的地

域间的经济落差
,

原本就带有 自相

矛盾的成分
。

这种政策上的自相矛

盾又表现在福田既赞成修宪但又反

对急速修宪
,

闭口不谈
“

摆脱二战

后体制
” ,

但却主张
“

日本也可以拥

有核武器
”

并要制定
“

向海外派兵

永久化
”

的法律等诸多方面
。

至于

福田鼓吹的
“

自立与共生
”

政治理

念
,

又与其政敌民主党下属所倡导

的
“

自立与共生
”

近似
,

给人以缺

少新意的含糊印象
。

日本财界对福田政权的态度有

所分歧
。

经济团体联合会为防止出

现政治空白而支持福田
,

并希望国

会保持相对稳定
,

不要过早解散众

议院
。

经济同友会比较赞同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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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主张
,

期望
“

从根本上解决

当今的政治困境
” 。

商工 会议所则

取中间立场
,

似乎在等待新政府更

明确的政策出台后再做表态
。

在民

间层面
,

由于腐败
、

失言等丑闻所

造成的国民对 自民党的失望感依然

存在
,

其扭转恐怕需要较长时间
。

从总体上讲
,

日本在新世纪中的社

会转型尚未结束
,

民众在是否接受

两党制问题上认识不统一
,

加上民

主党猛烈的进攻
,

安倍辞职所引发

的政治动荡可能会持续一个时期
。

而福田作为自民党的总裁
,

即便能

完成今后的三年任期
,

能否把首相

的位子坐满三年也还是个未知数
。

日本新首相能否为

中日关系
.`

广种福田
”

自民党此番总裁更替
,

带有内

政上破解困局
,

通过政策调整恢复

民意支持
、

固本强身的明显色彩
。

而

日本新政府的外交基点
,

也早在福

田竟选的政策演说中归纳为
“

联合

国外交
、

日美同盟
、

亚洲一员
”

等
“

三个中心
” 。

大幕拉开
,

主角登场之

后
,

自我定位为亚洲一员的 日本政

府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

便

成为海内外华人十分留意的看点
。

在外交政策方面
,

福田表示将

推行以重视联合国
、

保持日美同盟

和作为亚洲一员为核心的外交
,

并

将注重保持日美同盟与对亚洲外交

的平衡
。

在具体 日程上福田考虑在

11 月访问美国
,

其后接受中国方面
“

年内访华邀请
” ,

展示自己重视同

中国关系的姿态
,

使日本在六方会

谈上走出新的步骤
。

此外
,

注重保

持日美同盟与推行对亚洲外交的平

衡的同时
,

争取谋求通过与朝鲜对

话方式解决
“

日本人质被绑架问

题
” ,

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

并继续

推行国际性的反恐措施等
,

也是福

田外交 日程表上的首选课题
。

或许是某种机缘巧合
,

日本的

新首相名为福田康夫
。

按照佛教的

理解
, “

福田
”

者
, “

能结善缘
,

可

生福德田地之略也
” 。

如此譬喻
,

盖

指所做努力犹如农人耕田
,

其收获

也是
“

种瓜得瓜
,

种豆得豆
” ,

故以

田为喻
,

称为福田
。

我们是唯物主

义者
,

当然不会简单照搬宗教义理

去要求日本政治家的行为
。

但中日

关系的现实倒是的确需要福田首相

拿出更大的智慧和勇气
,

为中日两

国的互惠互利
、

共同发展去种善

果
、

结良缘
。

人们高兴地看到
,

福田

在选举前曾明确表示
,

如果他就任

首相将不参拜靖国神社
,

因为
“

没有

必要做让对方讨厌的事
” 。

此举
,

较

之安倍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
“

模糊

手法
”

自然是一种善意的进步
。

那

么
,

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

题上
,

福田首相及其领导下的政府

也应当格守
“

三个政治文件
”

的原则

精神
,

切莫给台独势力发送错误信

号 ; 在中日战略利益发生对抗的东

海问题上
,

也需要本着减少冲突
、

弥

合矛盾的态度稳妥行事
。

当然
,

错综复杂的中日关系不

可能一帆风顺
,

日本新政府与中国

政府的关系需要经得起历史与时间

的考验
。

若依 《梵网经 》 所云
,

消

灾除病乃广种福田之首要
。

笔者以

为
,

当前中日关系上的
“

病症
” ,

在

于互信不足导致的
“

战略猜忌
” ,

日

本需要正视与中国经济增长相伴随

的安全防务建设
,

理解中国和平发

展对地区和世界局势稳定所起的正

面作用
。

中国方面
,

在肯定日本过

去和平发展的同时
,

更期待新一届

政府能够带领 日本走一条让世人放

心和赞许的健康道路
。

一年来
,

中日关系在两国政府

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
,

得到了

明显的改善与发展
。

一贯重视和推

动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的中国

政府和人民将继续致力发展与日本

的友好关系
。

如果说安倍前首相为

改善两国政治关系而积极
“

破冰
” ,

使小泉执政时期的外交困境出现了

转机
,

那么我们期盼福田康夫新首

相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

使新政府

的建立成为中日关系进一步新发展

的良好契机
。

毕竟
,

巩固两国关系

符合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

而维护
“

战略互惠关系
”

的发展势

头更是中日两大民族寻求最终和解

的福音
。

但愿福田康夫先生在处理

对华关系上坚持以大局为重
, “

多

行善事
,

广种福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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