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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苏宁

　　综合日本多家媒体报道，近一个月以来，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领导的岸田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各主要新

闻社的民调结果普遍出现不支持率反超支持率现象，

甚至出现支持率跌至30%以下的极端民调结果。关于

内阁支持率出现急速大幅下跌的原因，日本各大媒体

普遍认为主要与岸田内阁应对“统一教”问题失信于民

以及违背多数民意为前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国葬有关。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统一教”问题与国葬问题的影响

还将持续，预计近期内阁支持率的下跌趋势不会改变。

不支持率首超支持率

　　据日本《产经新闻》与日本富士新闻网（FNN）17、

18日联合实施的民调结果显示，岸田内阁支持率较8月

下跌12个百分点至42.3%，不支持率上升9.7个百分点至

50%，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另外，日本共同社、日

本经济新闻、全日本新闻网等机构也分别于16至18日

开展了民调，结果大致相同，支持率跌至40%上下，而

不支持率普遍反超支持率。

　　日本政界存在被称作“青木法则”的经验论，即内

阁支持率与执政党支持率相加之和如果低于60%，内

阁就将面临“黄色预警”；而如果低于50%，内阁就将在

短期内倒台。针对《每日新闻》的民调结果，前东京都知

事舛添要一在个人推特上表示，数据令人吃惊，内阁支

持率29%，自民党支持率23%，两项相加之和为52%，距

倒阁的50%只差两个百分点了。

　　面对支持率下跌的窘境，岸田表示将不因民调结

果而患得患失，重要的是努力取得成果；自民党干事长

茂木敏充称将虚心接受民调结果，妥善应对存在问题；

总务会长远藤利明则表示并无迅速挽回的灵丹妙药，

要紧是做好手头的工作。然而，危机感已经在自民党内

萌发，“现在正像菅内阁末期的状况，如果不阻止支持

率下跌，可能重蹈覆辙”，某自民党干部谈到。

　　在野各党纷纷对岸田内阁展开攻击。立宪民主党干

事长冈田克认为，内阁支持率下降体现了国民对首相的

评价，国葬没有法律依据，首相对举行国葬的说明不充

分，对“统一教”问题调查不彻底；日本共产党书记局长小

池晃称，首相在不该决断的国葬问题上进行了决断，在

应当决断的“统一教”问题上却不能作出决断；国民民主

党代表玉木雄一郎指出，内阁支持率下跌原因是首相未

能有效履职，对物价上涨、经济对策毫无办法。

“统一教”影响持续

　　岸田内阁应对“统一教”问题失信于民是导致支持

率急速大幅下跌的一大原因。为回应民众对自民党议

员与“统一教”关系问题的关切，自民党8日公布了“统

一教”问题调查结果，根据调查结果，自民党所属379名

国会议员中，有179人与“统一教”有过不同程度的往

来。然而，调查结果公布之后，媒体纷纷批评自民党的

调查不全面、不彻底，并且接连曝出漏报、瞒报等问题。

进行瞒报的自民党议员不但包括岸田内阁新当选的经

济再生担当大臣山际大志郎，还包括岸田的心腹，官房

副长官木原诚二。有民调显示，对于自民党公布的调查

结果，超过八成的日本民众认为“不充分”，并有超过六

成的民众认为，应当对安倍晋三与“统一教”的关系开

展调查，而岸田内阁以人死无法调查为由一直拒绝就

此开展调查。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尚看不到“统一教”问题得以

解决的迹象，可以预见今后还将陆续曝出更多自民党

议员与“统一教”关联的新证据，如果岸田内阁不采取

更有效的措施，“统一教”问题将继续困扰岸田内阁和

自民党。

　　违背民意决定对安倍举行国葬是岸田内阁支持率

下跌的另一大原因。综合日本各大媒体民调结果，超过

六成的日本民众反对举行国葬，反对者是赞成者的近

两倍。此前，岸田虽然对决定举行国葬的经过、理由以

及必要的经费开支等向民众作出了说明，但67.2%的民

众认为首相的说明“不能接受”。

　　临近国葬举行，日本各地出现了反对国葬的抗议

活动。21日，宫城县仙台律师协会的约10名律师走上街

头以“思想和良心的自由受到威胁”为由反对举行国

葬；同日，一名日本男性在首相官邸附近自焚以示反对

国葬。此外，据日本《每日新闻》统计，目前至少有12个

市町村的地方议会通过了要求取消国葬的决议书或意

见书。

为扭转局面出台政策

　　日本《读卖新闻》分析指出，岸田为扭转被动局面，

将重点从外交和经济两方面作出成绩，谋求恢复支

持率。

　　外交方面，岸田曾在安倍内阁担任近5年的外务大

臣，外交经验丰富，他将利用9月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

以及借举行国葬之机开展“葬礼外交”展现岸田外交

特色。

　　经济方面，针对当前物价上涨，岸田内阁计划于10

月出台综合经济对策，刺激复苏经济，缓解民生问题。

　　据日本总务省近日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日本消费

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8%，创1991年9月以来新高（去除

2014年4月提高消费税影响）。物价上涨在与民生息息

相关的食品、能源领域表现尤为明显，在522个食品品

类中有372个价格出现上涨，能源方面城市燃气上涨

26.4%、电价上涨21.5%、油价上涨6.9%。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经历了“失去的30年”，国民收

入的增长长期停滞，但由于此前物价相对稳定，民众尚

能接受，但当前的物价上涨水平，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已

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前，民众对岸田内阁的经济政

策并不满意，根据相关民调，77.4%的民众不满岸田内

阁对物价上涨的应对措施。

　　围绕10月将出台的综合经济对策，自民党要求采

取大规模财政支出政策。参议院干事长世耕弘成20日

表示，综合经济对策的首期财政支出总额应不少于30

兆日元（1日元约合人民币0.049元），如果刺激效果不明

显，明年1月将考虑采取进一步财政刺激措施。未来，岸

田内阁的综合经济对策能否取得实效，赢得国民满意，

将影响岸田内阁的能否存续。

□ 际文

　　9月21日，是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一周年。

　　当天，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

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出席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会议时，呼吁国

际社会扎实推进全球发展倡议，确保人

民依法享有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

用的人权，重振落实2030年议程的全球

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5年9月，《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正式通

过。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涉及社会、经济

和环境等各个领域，指出要促进持久、包

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全世界消除

一切形式的贫困。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吞噬全球发展

成果，南北发展鸿沟扩大，发展合作动能

减弱，人类发展指数30年来首次出现下

降。全球将近70个国家的12亿人口面临

疫情、粮食、能源、债务危机。

　　面对疫情带来的严重冲击，2021年9

月21日，中国领导人在第七十六届联合

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全球发展倡

议。倡议以落实2030年议程为中心，以重

点领域务实合作项目为引领，加强同联

合国对接，重视联合国发展系统的作用，

致力于加强同各区域、次区域和国家集团的发展进程

协同增效，汇聚并用好各方资源，更好服务发展中国家

实际发展需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全球发展

倡议的提出正当其时，联合国予以明确支持并愿与中

国就此开展合作，同各国一道推进落实。

　　全球发展倡议是继共建“一带一路”后，中国提出的又

一重大倡议。它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又一生

动实践，为破解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年来，全球发展倡议秉持开放包容的伙伴精神，

支持倡议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增加到100多个，在联合国

平台成立的“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发展到60多个成

员。中方同各方一道积极落实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32项

推进倡议合作的务实举措，取得了多项早期收获：成立

国际民间减贫合作网络，首批已有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

的相关机构加入；同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家机构共

同筹建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1000多期能力建设

项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4万余人次培训。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所说，倡议提出一年

来，有效地推动国际社会重新重视发展问题，为加快落实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可行路径，搭建了

合作平台，汇聚了发展资源，应对了最紧迫的发展挑战。

　　当前，求和平、谋发展仍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回眸一年来，全球发展倡议落地生根、应者云集，正在

为如期实现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汇聚强大合

力，为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带来新希望。

□ 王一同

　　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黑金”源源不断涌入美

国政坛。近日，英国《卫报》网站刊文揭露，在过去两年里，

通过一系列不透明交易，美国亿万富翁、现年90岁的电子

制造业巨头巴里·塞德向共和党人伦纳德·利奥主持的

一个保守派政治团体“联邦党人学会”捐赠了美国有史

以来已知的最大一笔“黑金”，总金额高达16亿美元。

　　分析人士指出，政治已成为美国少数寡头的金钱

游戏，最后竞选的结果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交

易的产物。金钱政治深入影响美国整个选举、立法和行

政过程，系统性扭曲了美国的公共政策，进一步扩大了

美国贫富差距。虽非政客直接收受贿赂，但这种资本对

美国政治体制的腐蚀，使两党与政府都难逃沦为富有

阶层保护伞的宿命，更暴露出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相。

“黑金”涌入美国选举

　　据美媒报道，巴里·塞德曾是一个美国大型制造业

企业的老板。2021年，他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变卖后

所得的巨额资金，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投入“联邦党人学

会”。《纽约时报》称，这笔总额高达16亿美元的捐款可能

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捐款”，而得到这笔巨款的

“联邦党人学会”将在未来的选举竞争和政治斗争中掌

握巨大的优势。

　　这笔“黑金”不仅通过股票转让的方式成功避税近

4亿美元，更扰乱了美国选举与政治生态，暴露出美国

制度性腐败的冰山一角。

　　美国的政治权力来自资本，也服务于资本。政客表

面上依赖民众的支持，实际更依赖于财阀的捐助。在真

正的初选之前，竞选人就必须筹集到一定金额的竞选

资金，即所谓“金钱初选”。而富豪精英与利益集团则可

以通过对政治尤其是对选举的资金投入，将其经济优

势转化成政治权力，维护自身经济利益，推广个人政治

偏好。

　　“这场政治献金案的真正问题在于，如此巨额的资

金以一种秘密方式影响选举、立法、司法提名和公共政

策。”《卫报》指出，公众不应依赖媒体揭秘才能了解到

任何人本应自如获得的有关竞选活动财务状况的基本

事实，而这些事实现在被隐藏在匿名、空壳公司和阴暗

的政治团体背后。

　　“黑金”涌入美国选举，无疑将对候选人的行为、政

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总统的竞选制度讲究‘论功

行赏’。总统上任之后，会根据政治捐助者的贡献，提供

政治上的回报，例如驻外外交官的身份、进入政府内部

从事公职，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执政过程之

中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回报。”

　　这种“交换”，使得美国政治与“黑金集团”的利益

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质上反映的是幕后“金主”的诉求。

竞选人所作出的承诺中，有许多是应‘黑金集团’的诉

求，每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尤其是新任总统，所谓的‘新

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烧给幕后‘金主’看的。

这使得他们往往颁布一系列反对或者撤销原总统相应

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受到了破坏。如此

反复的政策倾向，不仅直接影响美国政策的施行，也让

美国民众关注的急需改革的领域受到忽视。

金钱政治由来已久

　　“要赢得竞选，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

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帮助

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在他谈到成功经

验时，毫不避讳地道出了美国由来已久的“金钱政治”

的秘密。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人都需要通过“烧

钱”来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广告、雇工作人员、印制宣

传品、到各地举办竞选活动，甚至是打击竞争对手等

等。为支撑巨大的竞选支出，找到出资“金主”是竞选人

的头等大事。

　　据统计，1860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花费10万美元，

使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而现在，美

国总统竞选费用正在成倍增长——— 2004年，美国共和党

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达7亿美元。2008年，

这一数字快速增至10亿美元，2012年则是20亿美元。2016

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

费了66亿美元。2020年，美无党派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

估测，美国大选花费近140亿美元，达历史新高。

　　此外，美国政客“入则为官，出则为商”的“旋转门”

机制，同样体现了金钱政治对美式民主的深入侵蚀。拜

登政府高昂的军事预算就与国务卿布林肯、情报局局

长海恩斯等决策成员的企业任职经历密不可分。

　　“黑金”在严重腐蚀美国政治生态、损害政府的国

家治理能力的同时，还放大了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不

公和族群矛盾。

　　枪支暴力问题已困扰美国多年。面对社会治安的

严重恶化，美国政府在控枪问题上却始终无法拿出有

力措施，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黑金利益链”。作为反控枪

利益集团中的“老大”，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

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已深入渗透到美国选举

政治的各层级和各方面。诸如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

益集团不断游说政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阻碍控枪相

关立法，使得美国在控枪立法上至今未取得重要进展。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弱势群体拥枪意愿

更加强烈，持不同意见的民众对立情绪不断上升，社会

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大。

　　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

斯基表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

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

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

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种种限制形同虚设

　　从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在联邦选举

中可以自主决定对候选人的捐献额度。制度上的漏洞

也使得候选人可以不公开竞选捐献来源。虽然如此，变

革也在缓慢发生。

　　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害，1971年，美国国会

通过了《联邦竞选法》，对捐款、竞选活动中的广告费用

等作出限制，并允许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企业或工

会可以通过注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筹集竞选资金，向

联邦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随后一系列非法捐献和

权钱交易丑闻浮出水面，“金主”通过捐资过度影响和

操纵选举的问题引发公众不满。为遏制“金钱政治”对

民主的侵蚀，1974年，美国国会对《联邦竞选法》进行了

修正，进一步限制竞选支出和政治捐献。该法规定，在

选举中，个人和组织对每位候选人的捐献不得超出1000

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捐献不得超出5000美元；

个人每年向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献不

得超出25000美元。

　　此后，美国又出台了《两党竞选改革法》，但种种限

制却形同虚设，各种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

受限制的“黑金”乱象丛生。而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

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更是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

法》限制企业或工会有关独立支出和竞选宣传的条款，

使得美国进入“新献金时代”。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

不公开信息的非营利组织成为资本干涉政治的重要媒

介，过去十余年，数百万美元甚至数千万美元的捐款逐

渐变得司空见惯。

　　“这个裁决直接导致大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和非营利性政治组织出现。”分析人士指出，最高法院

的裁决实际上是从法律上为这些企业和社会组织“开

绿灯”，相关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

更多隐秘的影响。

　　巴里·塞德本次16亿美元捐款是放松管制政治支出

时代的“里程碑”，不仅将政治献金的数额提升到一个

空前高度，还意味着超级富豪与利益集团将更多“借

道”非营利组织，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

的影响。

日本岸田内阁支持率“亮黄灯”

  在美国，选举就是有钱人的权力游戏。共和党以及民主党背后都有自己的金主，这些人为政客们提供资金支持，而政客们只需要在当选后，制定有

利于这些金主继续牟利的政策。选举简直就是一场权钱交易，如今又有一位亿万富翁，为共和党直接捐出16亿美元的巨款。“金钱政治”下的种种乱象，

揭开了“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纱和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实面目。

16亿美元！美最大政治献金案曝光

　　图为人们在美国

首都华盛顿举行集会

示威活动，要求政府和

政 客 应 对 枪 支 暴 力

问题。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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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张春友

　　当地时间12日晚至13日凌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

边境发生大规模冲突。在俄罗斯的协调下，最终双方很

快达成新的停火协议。然而就在此时，“麻烦制造者”美国

众议长佩洛西打着“维护外高安全”的幌子到访亚美尼

亚，且高调谴责阿塞拜疆“非法打击”，再次挑起事端。

　　17日一下飞机，佩洛西就公开谴责阿塞拜疆，指出

战斗“是由阿塞拜疆人发起的”。佩洛西的言论当即遭

到阿塞拜疆反击。阿外交部发表声明，指责佩洛西正在

危害该地区的和平，声明说，“佩洛西针对阿塞拜疆毫

无根据和不公正的指控是不可接受的。这是对亚美尼

亚和阿塞拜疆关系正常化努力的严重打击”。

　　有分析指出，表面上看，佩洛西的出现似乎给亚美

尼亚带去了“声援”与“希望”；但实际上，她怀揣的只是

虚伪的算计。

　　阿塞拜疆国际关系分析中心主席法里德·沙菲耶

夫表示，佩洛西正在加州选区争取亚美尼亚裔美国人

的选票，“到访亚美尼亚对她来说是个很好的公关手

段，但她伤害的却是域内国家的利益”。

　　此外，有分析指出，佩洛西借此访离间俄罗斯与亚

美尼亚的企图也显而易见。

　　访亚期间，佩洛西就宣称，“亚美尼亚现在对俄罗

斯很失望，他们（亚美尼亚）没有得到这种（和俄罗斯结

盟）关系的保护，而美国将尽其所能为亚美尼亚提供安

全援助”。

　　对于佩洛西的这种算计，俄罗斯与冲突双方都看

得非常清楚。

　　佩洛西9月19日离开亚美尼亚当天，俄罗斯副总理

阿列克谢·奥韦尔丘克率代表团抵达埃里温出席第九

届俄罗斯-亚美尼亚区域间论坛。他在论坛上表示，俄

方坚决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纳卡问题，“我们正在积极

推动亚阿两国边境去军事化进程。除了和平解决这场

冲突，别无其他军事选项。我们还主张通过谈判和深化

俄亚经贸关系来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

　　9月19日，俄总统网站刊登总统普京对俄亚区域间

论坛的致辞。普京在致辞中特别提到，今年是俄亚《友好

合作互助条约》签署25周年，“过去一段时间俄罗斯和亚

美尼亚在各领域的建设性合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两国

关系已提升到了高水平的同盟关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

斯科夫同日表示，俄罗斯欢迎旨在化解亚美尼亚和阿塞

拜疆紧张关系的任何真正努力，但佩洛西此番造访亚美

尼亚的行为和言论“真的很不像外交，而是别有用心”。

　　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稍早前已表示，亚方没有

推迟举行亚俄区域间论坛是因为，“亚美尼亚与俄罗斯

的区域间合作在发展两国同盟战略伙伴关系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据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TRT）当地时间19

日报道，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长申托普表示，一个国家

的议长访问另一个国家是正常活动，但考虑到亚美尼

亚与阿塞拜疆的关系近期处于正常化进程中，此次访

问“可能加深危机”。

　　有国际政治分析人士指出，对于阿亚边境冲突，各

方当务之急应是呼吁理性克制，让紧张局势尽快降温，

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离间域内国家关系，肆意操弄地

缘政治。

佩洛西访问亚美尼亚不安好心

　　图为2021年11

月10日，议员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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