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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日本自民黨總裁石破茂
在臨時國會眾議院和參議院首相指名選
舉中，均獲得過半數選票，當選日本第
102任首相，並於當天組建內閣。20名
成員組成的 「石破內閣」 被指 「論功行
賞」 意味明顯，而黨內不和已擺上枱
面。石破茂表示，將於10月9日解散眾
議院，10月27日提前大選。分析指，
石破茂提出建立 「亞洲版北約」 ，實現
美日對等同盟關係，外界關注他上台
後，日本的對華及對美政策將如何變化
發展。

【大公報訊】當日上午，日本政府召開內閣
會議，岸田文雄內閣全體辭職。下午，石破茂參
加了在皇宮舉行的新首相任命儀式和內閣大臣認
證儀式。眾議院首相指名選舉中，石破茂在461張
有效選票中獲得291票；隨後進行的參議院首相指
名選舉中，他在242張有效選票中獲得143票，順
利當選。

眾議院首相指名選舉期間一度出現混亂。在
野黨 「令和新選組」 眾議員大石晃子突然衝上
台，舉着印有 「追加預算應對石川縣能登雨災」
以及 「停止解散眾議院以隱藏黑金」 口號的標
語，並大聲抗議。在眾議院議長額賀福志朗命令
下，大石晃子被警員強行帶離會場。

「石破內閣」 閣僚共20人，其中13人為首次
入閣。新內閣中沒有與 「黑金」 醜聞相關的安倍
派成員。在新內閣成員中，外務大臣岩屋毅曾擔
任防衛大臣，新任命的防衛大臣中谷元曾歷任防
衛廳長官、防衛大臣，石破茂本人也曾擔任防衛
廳長官、防衛大臣。日本媒體分析稱，新內閣給
人一種 「重視防衛」 「偏愛防衛」 之感。

新內閣中僅有2名女性閣員，分別是文部科學
大臣阿部俊子和兒童政策擔當大臣三原順子，比
前首相岸田文雄去年改組內閣時的5名女性閣員少
了3人。

原「安倍派」無人獲邀入閣
從所屬派閥或前派閥來看，麻生派、前茂木

派、前石破派與前二階派各有2人入閣；前岸田派
與前森山派各有1人入閣。解散前曾是自民黨最大
派閥的安倍派無人獲邀入閣，而在前首相安倍晉
三遇刺身亡後批評他是 「國賊」 的村上誠一郎被
任命為總務大臣，在黨內引發爭議。

被視為 「安倍繼承人」 的前經濟安保擔當大
臣高市早苗陣營尤其不滿石破茂重用村上誠一
郎。前安倍派年輕成員也認為此舉是向他們 「宣
戰」 。此外，在本次自民黨總裁選舉中擔任石破
茂推薦人的20名議員中，有6人獲邀入閣。

石破茂1日晚間舉行就任後首次記者會，表示
計劃於本月9日臨時國會會期結束時宣布解散眾議
院，15日發布選舉公告，27日提前大選。他指
出，新內閣首要任務便是挽回自民黨因 「黑金」
醜聞而失去的民眾信任，必須立即着手推動政治
改革，實現 「遵守規則的政治」 。

主張派自衛隊入駐關島
分析認為，石破茂接任首相後，未來將會在

一定程度上延續岸田政府的內政政策。在外交方
面，石破茂預計會繼續推進強化美日同盟，但也
希望在美日關係上做出一定調整。石破茂主張日
本應減少對美國的防禦依賴，將美日同盟關係提
升至對等同盟關係，包括加強對駐日美軍基地的
監督等。

在競選期間，石破茂指出，應修改美日地位
協定，在美國關島建立日本自衛隊訓練基地。有
評論稱，明確提出這一主張在保守的自民黨內並
不多見，但結合日本政治和美日關係現實來看，
最終實現的可能性非常低。

石破茂強調，亞洲缺乏像北約那樣的集體自
衛體系，因此，建立 「亞洲版北約」 十分必要，
日本應考慮與美國共享或引進核武。不過，該構
想已被華府拒絕，美國國務院亞太助卿康達認為
這一想法過於草率。

分析指，在對華關係上，石破茂有謹慎務實
的一面，比如他從2002年擔任防衛廳長官以來就
沒有參拜過靖國神社；但同時也有消極的一面，
比如在本次總裁選舉前，石破茂曾竄訪中國台
灣，為自身選舉造勢。石破茂出任首相後，中日
關係可能會面臨較大的壓力和不確定性，但也存
在一定的合作空間。 （綜合報道）

石破茂出任日首相 外交政策受關注
內閣組成重視防衛再提構建亞洲版北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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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華問題上，石破茂有務
實的一面，比如他對靖國神
社、日本侵略戰爭等議題保
持警惕，但同時也有消極的
一面，如在本次自民黨總裁
選舉前，石破茂曾竄訪台灣
地區，為選舉造勢。

•石破茂出任首相後，中日關
係可能會面臨較大的壓力和
不確定性，但也存在一定的
合作空間和轉機，這將取決
於他的政治決策和對中日關
係的把握。

大公報整理

對華政策有待觀察

•石破茂立場親
美，擔任防衛
大臣期間，與
美國等盟友合
作密切。

•他主張日本應
減少對美國的
防禦依賴，將
美日同盟關係
提升至與美英
同盟相當的對
等同盟關係，
包括加強對駐
日美軍基地的
監督。

•石破茂所提的 「亞洲版北約」 將整合現有
的外交和安全協議，包括美日印澳 「四方
安全對話」 （QUAD）和美英澳 「三方安
全夥伴關係」 （AUKUS），以及美日韓不
斷深化的安全合作。

•他強調，建立 「亞洲版北約」 十分必要，
日本應考慮與美國共享或引進核武，以確
保威懾力。

•不過， 「亞洲版北約」 的構想已被華府拒
絕，認為過於草率。專家指出，該政策構
想勢必會招致亞洲其他國家反對；短期而
言，所謂 「亞洲版北約」 的象徵意義大於
實質意義， 「北約畢竟距離亞洲遙遠，不
太可能看到北約軍隊在亞洲出現」 。

建立 「亞洲版北約」加強美日同盟

•他認為，應修改美日地位協定，
在美國關島建立日本自衛隊訓練
基地。明確提出這一主張在保守
的自民黨內並不多見。但結合日
本政治和美日關係現實來看，最
終實現的可能性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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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1日在國會外，高舉寫着
「打倒石破茂」 的牌子。 法新社

颶風襲美逾130死 兩黨藉救災拉票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

路透社報道：颶風 「海倫妮」 重
創美國東南部，迄今已有超過130
人死亡。救災成為美國大選新焦
點。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9月
30日趕赴災區、搖擺州佐治亞
州，批評當局拒絕援助共和黨支
持者。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
當天飛回華盛頓出席緊急事務簡
報會，並表示很快會前往災區。

這場颶風造成北卡羅來納、
南卡羅來納、佐治亞、佛羅里

達、田納西和弗吉尼亞等多州淪
為災區，數百萬人面臨停電和道
路損毀等問題。其中佐治亞州和
北卡羅來納州是受災最嚴重的地
區，也是7個影響11月5日總統大
選結果的搖擺州中的兩個。

特朗普9月30日抵達佐治亞州
重災區瓦爾多斯塔市，承諾為災
民 「提供大量救援物資」 。他聲
稱共和黨支持者求助無門， 「聯
邦政府沒有積極應對災情，而副
總統（哈里斯）正在別處跑競選

行程，忙着籌錢」 ，又指控拜登
在颶風肆虐期間 「睡大覺」 ，置
災民於不顧。

拜登9月30日表示，10月2日
會到北卡羅來納州視察災情，前
提是不會打擾救災工作，並批評
特朗普散布謊言。他又為自己在
特拉華州別墅過周末而不是留在
白宮監督救災辯護，稱他一直在
通過電話指揮救援， 「我昨天打
了至少兩個小時的電話，前天也
是」 。



美4.5萬碼頭工人罷工 恐衝擊哈里斯選情
【大公報訊】據美聯社報道：當地時

間10月1日零時，美國東岸和墨西哥灣所
有36座主要港口全部關閉，約4.5萬碼頭
工人舉行自1977年以來首次罷工。摩根
大通估計，罷工造成的經濟損失每天可高
達38億美元-45億美元（296億港元-351
億港元），衝擊美國消費、出口及就業市
場等，推升美國二次通脹的風險。

由於距離美國大選僅剩一個多月的時
間，美國總統拜登表示不會介入此次罷
工。分析指，罷工將在大選前夕拖累經
濟，恐對希望爭取勞工選票的民主黨總統
候選人哈里斯更為不利。

國際碼頭工人協會（ILA）表示，當
地時間10月1日零時關閉了從緬因州到德

州的36座碼主要港口，罷工人數達4.5
萬。美媒指出，受罷工影響的港口處理着
全美大約一半的船舶貨物。

本次勞資雙方談判的核心爭議圍繞加
薪問題展開。ILA要求資方在新一份6年合
約中加薪77%，以補償因通脹飆升導致
的購買力下降。截至9月30日晚，資方美
國海運聯盟（USMX）表示已將加薪幅度
提高至6年合約期內加薪50%，並承諾保
留舊合約中限制自動化的條款。但ILA希
望完全禁止自動化，雙方無法達成協議。

供應鏈專家表示，消費者不會馬上感
受到罷工的影響，但如果罷工持續數周，
將迫使企業向運貨商支付延誤的費用，推
高商品價格。

▲特朗普（紅帽）9月30日抵達佐治亞州重
災區視察。 法新社

日本
新內閣名單

內閣官房長官
林芳正 前岸田派

總務大臣
村上誠一郎 無派閥

防衛大臣
中谷元 無派閥

外務大臣
岩屋毅 無派閥

法務大臣
牧原秀樹 無派閥

文部科學大臣
阿部俊子 無派閥

農林水產大臣
小里泰弘 無派閥

國家公安委員會委員長
坂井學 無派閥

兒童政策擔當大臣
三原順子 無派閥

財務大臣
加藤勝信 前茂木派

厚生勞動大臣
福岡資麿 前茂木派

首相 石破茂

經濟產業大臣
武藤容治 麻生派

環境大臣
淺尾慶一郎 麻生派

經濟再生擔當大臣
赤澤亮正 前石破派

數碼大臣
平將明 前石破派

地方創生擔當大臣
伊東良孝 前二階派

復興大臣
伊藤忠彥 前二階派

經濟安全保障擔當大臣
城內實 前森山派

國土交通大臣
齊藤鐵夫 公明黨

▲石破茂（右）1日接受德仁天皇（左）的 「首相任命」 。
路透社

◀在野黨眾議員
大石晃子抗議石
破茂當選，被警
員帶離。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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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破茂1日在國會當選首相，起身接受祝賀。
路透社

▲休斯敦碼頭工人1日展開罷工。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