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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東京都知事參選條件寬鬆，候選人只需繳納300萬
日圓（約14.6萬港元）按金，即可在日本放送協會（NHK）獲得每
人兩次、每次6分鐘的機會闡述政綱，並在東京都張貼競選標語。
《紐約時報》指出，今次選舉的亂象證明日本鬆散的選舉系統被惡
意利用，許多候選人和在野政黨實則根本無意競選，純粹將其當作
吸引眼球、提升自身知名度，甚至賺取政治獻金的途徑。

提名24人參選 脫衣吸票
依照東京都知事選舉規定，只要參選人獲得一定數量選票，競選

按金即可全數退還。規模細小的在野黨「與大家一起創造黨」趁機
在今屆選舉中，接連提名多達24人參選，鼓勵他們用各種與競選無
關的方式博眼球，趁機賺取政治獻金。於是便有該黨支持的參選人
內野愛里（圖），在闡述政綱時當眾脫去上衣、幾乎半裸上身試圖吸
票的荒唐一幕。
日本私立神田外語大學政治學講師霍爾指出，許多參選人只為吸
引眼球，演說內容幾乎與施政計劃無關，加上當局禁止參選人付費
推出競選廣告，「主流參選人反而無法有效宣傳自己的政綱，他們
的聲音被小眾參選人的無效信息淹沒。」
東京上智大學政治學家中野晃一認為，類似的小眾參選人舉止輕

浮、作風誇張，
顯然沒有認真競
選，「他們並不
是為勝選而參
選，這是惡名昭
彰的時期：人們
不擇手段地希望
出名，擁有任何
形式的名氣，都
可以帶來更多商
機。」

選舉亂象歸咎參選條件鬆
政黨趁機宣傳賺政治獻金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近年經濟發展緩慢，但社會制度整體穩定，愈
來愈多民眾相信可以安於現狀。《紐約時報》分析指出，日本整體
衰落過程緩慢，許多潛移默化幾乎無法察覺，人們將「沒辦法」當
作口頭禪：只要未有嚴重影響日常生活，民眾們尤其年輕人即使對
執政自民黨感到失望，也沒有興趣參與政治，更無推動變革、解決
根深蒂固問題的決心，成為「陷入放棄的世代」。

「日常生活不算太差就可以」
《紐約時報》指出，日本社會存在許多問題：工作文化緊張、居

民幸福指數偏低、性別不平等加劇、鄉郊地區空心化等，人口老齡
化與貧富差距拉闊問題更愈演愈烈。然而日本經濟基本維持穩定，
首相等政客被視作「維持現狀的使者」，只要其表現中規中矩、沒
有顯著影響生活水平即可，民眾對政壇的走馬燈顯得毫無興趣。
智庫「東京笹川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渡邊敦解釋，自民黨在

日本長年執政已成習慣，「即使對他們感到失望，日本民眾也會覺
得『不用在意，只要能活下去，日常生活不算太差就可以了。』正
因如此，自民黨的政治變得非常穩定。」
26歲的東京居民、自稱從事音樂行業的辻本千弘（譯音）表示，
他對政治毫無興趣，「我不知道東京都知事是誰，只是偶爾看網上
新聞，例如動物園有什麼動物的幼崽
出生。我對自己的生活條件非常
滿意，我想日本人已經放棄
了，只要處於和平狀態就
行，年輕世代根本不覺得
需要改變這個國家。」
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學
教授中林美惠子指出，
「每個日本人都或多或少
明白，許多潛在的社會問題
正在向我們逼近，但（日本的
衰落）來得太慢，很難用某種方式
在整個日本，倡導一場巨大變革。」

九成年輕人批政壇貪腐「不乾淨」

出口民調顯示，71歲的小池百合子以逾四成得
票率，大幅領先得票僅約兩成的前廣島縣高

藝高田市市長石丸伸二及前參議員蓮舫，小池其
後宣布勝選，成功連任第3個任期。她在勝選後說
深感責任更重大，將守護東京都民眾的生命與生
活，矢言實施升級版的東京大改革。

小池涉學歷造假捲獻金風波
《紐約時報》指出，儘管小池以無黨派身份參
選，但她身為保守派，背後向來有自民黨背書。
從1955年以來，自民黨在日本僅有4年屬於在野
黨。報道形容，面對大學學歷涉嫌造假的小池，
以及捲入獻金風波等連串醜聞的自民黨，「日本
選民的普遍不滿體現在民調中，卻很少體現在投
票箱上。」
多名日本政治學家指出，日本在泡沫經濟後陷
入低谷，面對政壇一潭死水，生活水平長年沒有
顯著變化，當地民眾政治熱情逐漸轉淡，自民黨
與一眾政客亦得過且過。東京法政大學政治學家
山口二郎稱，小池諸如緩解交通擠塞等承諾並未
兌現，但競選期間她提出利用財政預算盈餘補貼
有子女家庭、為私立高中學生免除學費等政策，
已足夠取得當選所需的票數，「日本貧富差距正
在拉闊，不過多數中產民眾對生活在東京感到滿
意。」
規模誇張的參選人團隊，也分散了小池主要競
爭對手、前參議員蓮舫的吸引力。東京大學政治
學家麥克埃爾威恩形容，蓮舫的處境與日本許多
在野黨相若：遠不足以抗衡樹大根深的自民黨及
其背書的參選人。競選期間，蓮舫提出為年輕打

工仔加薪、控制政府預算等措施，試圖將自身政
綱與小池分開，但未能吸引選民注意。

政客與官僚機構成「鐵三角」
《紐約時報》指出，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及其政

客，已與日本大量官僚機構和既得利益集團關係
合作，成為關係密切的「鐵三角」，「日本政壇
的反對派一片混亂，選民對政治參與度不足，自
民黨似乎可以一再挺過自身犯下的大量失誤。」
日本不少民眾坦言，他們不滿現時政治環境。

東京一名大學講師松下由美（譯音）參加蓮舫的
競選集會期間受訪稱，她不喜歡小池忽視弱勢群
體訴求，「但我真正反對小池的原因是，連續3個
任期實在太長了。」
澳洲公立樂卓博大學日本研究高級講師道爾頓

指出，當改變日本政壇現狀成為不可能的任務，
人們便透過鬧劇宣洩情緒，「許多參選人用最粗
俗的方式批評小池，因他們知道小池會贏。我想
知道這種現象到底是民主在發揮作用，或只是人
們自以為是的所謂『民主』而已。」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東京都知事選舉於周日（7月7日）舉行，日本放送協會（NHK）的

出口民調顯示，現任知事小池百合子在執政自民黨選民力撐下確定連任。這場被視為「日

本政治環境象徵」的選舉，竟有多達56人參選，其中絕大多數陪跑參選人只顧博眼球，未

有提出正式政綱。《紐約時報》指出，正如長期執政的自民黨民調低迷，東京都知事選舉

的亂象背後，是日本民眾對當地政治的厭倦，滑稽的競選掩蓋了改善民生的訴求，真正的

變革仍遙不可及。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執政自民黨去年底爆出政治
獻金醜聞，首相岸田文雄（圖）政府多達12名高官
捲入醜聞下台，重挫自民黨民望。非牟利組織日
本財團今年4月中訪問當地約1,000名年齡介乎17
歲至19歲的年輕人，當中近九成受訪者表示，他
們認為日本政壇「不乾淨」、充斥貪腐問題。亦
有約80%受訪者認為，日本現時政治狀況不能反
映民眾的意願和訴求。

政客做法無法反映民眾意願
民調結果顯示，約42%受訪者聽說了政治獻金
醜聞但不知道細節，知曉細節者約有30%。對於

岸田就政治獻金醜
聞的回應，
60% 受

訪者直言「不能信任」，認為可信任者僅佔
15%。對於捲入醜聞政客的回應，只有9%受訪者
認為可以信任，不信任者多達69%。
被問及日本現時政治狀況，80%受訪者批評政

客的做法無法反映民眾意願，75%受訪者認為，
政客們沒有及時作出必要的決定改善民
生。
被問及他們認為政

府是否廉潔、沒有
不當行為且保持透
明運作，持否定態
度者佔比達87%。
對於日後是否參

與選舉投票，願意
參與者佔 64%，不
願參與者佔 13%。
在表示願意投票的
受訪者中，23%表
示他們希望透過投
票，表達對捲入政
治獻金醜聞的自民
黨和相關政客的
不滿。至於不願意投票的受訪
者，有人表示他們認為「政客和
政黨都不好」，亦有人表示自己
「不在乎日本的政治環境」。

年輕人無意參政推動變革
淪「陷入放棄的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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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許多在日本工作的外籍記者指出，日本傳媒界自詡
擁有「新聞自由」，實則要順從執政自民黨政客、高級官員和大型
企業高管的要求，才能換取新聞來源。澳洲金融評論報記者史密斯
今年4月離開日本，他撰文形容日本傳媒界存在一種「懦弱文化」，
為保護所謂「獨家信息來源」不敢指出過失。
史密斯憶述，他訪問日本官員時經常受挫，「有一次首相岸田文
雄準備出訪澳洲，我向外務省諮詢，希望獲得一次訪問機會。但對
方禮貌地告訴我：『你應該慶幸你被允許向首相提一個問題。』外
務省一名負責對接外媒的高級新聞顧問還告訴我，如果我想提問有
關福島核污水排海的問題，必須先與外務省討論我計劃在報道中使
用的『措辭』。」

故意淡化政治獻金風波
《紐約時報》也指出，自民黨早前捲入政治獻金風波時，多間日
本傳媒雖然跟進報道，但似乎有意淡化醜聞。部分新聞報道稱，一
名涉嫌貪腐的議員是用政治獻金「購買自己撰寫的書籍以增加銷
量」，類似的形容或會令部分民眾認為，政客的貪腐問題並不嚴
重。
美國記者阿德爾斯坦是首批任職於日本主流報刊的外籍記者，他
離開日本後批評稱，在前首相安倍晉三任內，自民黨政府多次施壓
大型傳媒，要求其解僱「不友善」的記者，「許多日本傳媒在高壓
氛圍下，甚至會主動隱瞞問題，我對日本傳媒感到非常失望。」

傳媒討好政客換獨家料
外籍記者批「懦弱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