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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3 日，日本
首相岸田文雄（左）在日
本东京首相官邸召开记
者会后走过内阁官房长

官松野博一（右）。

(一)
黑金链条浮现

在日本，政客常常通过所谓“政治资金派对”筹款，
即举办演讲会、新年会等活动吸引支持者参加，支持者
则以购买“派对券”的形式向政客捐款。此次自民党曝
出的“黑金”丑闻就与此有关。

11月中旬，日本媒体开始报道，因接到有关自民党
5个派阀未按要求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中记录“政治
资金派对”收入的举报，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开始以
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对涉事派阀进行调查。随
着事件不断发酵，一条隐藏的“黑金”链条浮出水面。

原来，自民党派阀会为所属国会议员制定各自的
“派对券”推销任务，如果超额完成任务，则超出部分会
返还议员。涉事的派阀和议员没有将这些“回扣”记录
在各自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中，这些钱就成了不受监
管的秘密资金。

在涉事派阀中，前首相安倍晋三曾领导的“清和政策
研究会”（即安倍派）问题最大。安倍派目前拥有99名国
会议员，是自民党党内最大派阀，占据了政府和自民党高
层很多要职，比如内阁二号人物、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
就来自该派阀。有报道称，安倍派最近5年有问题的“回
扣”金额高达5亿日元（约合2519万元人民币），涉事议员
人数多达数十人，其中包括松野等重要人物。

鉴于此次丑闻的严重性，一些日本媒体将其与日本
战后最大贪腐事件——1988年的“利库路特事件”相提
并论。日本前外务省高级官员孙崎享指出，自民党长期
以来声称要进行政治改革，但其权钱交易做法非但没有
改善，反而有强化趋势，此次丑闻不过是冰山一角。

(二)
岸田断臂求生

面对在野党和媒体追问，涉事的自民党议员往往以
检方正在调查等为由回避作答，引发强烈不满。其中，松
野作为内阁首席发言人，多次在记者会上和国会答辩中

拒绝就自身所涉政治资金问题做出说
明。在野党分别于12日和13日

在国会提出针对松野个人
和岸田内阁的不信

任案，但均被执
政 联 盟 否

决。

岸田此前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止损，包括退出自己领
导的派阀“宏池会”（即岸田派），要求各派阀暂停举办

“政治资金派对”等，但这些举动都未能挽回其持续下滑
的支持率。

日本广播协会11日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岸
田内阁支持率比11月下降6个百分点至23%，不仅创
岸田内阁成立以来新低，还创自民党2012年12月重新
执政以来的最低纪录。自民党支持率也在重新执政以
来首次跌破30%，降至29.5%。81%的受访者认为应制
定更为严格的政治资金规则。

受“黑金”丑闻影响，岸田内阁民意支持率进一步下
滑。日本时事通讯社14日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岸田内阁所获支持率跌至17.1%，首次陷入20%以下的

“下台水域”。
为挽回民众信任，岸田采取“断臂求生”之法，舍弃

政府内安倍派高官，于14日撤换包括松野在内的4名阁
僚以及5名副大臣。4名阁僚的替换人选均为自民党其
他派阀或无派阀并且有过阁僚任职经验的政客。此外，
在自民党内部，来自安倍派的政务调查会长萩生田光
一、国会对策委员长高木毅、参议院干事长世耕弘成也
于14日正式递交辞呈。据报道，岸田作为自民党总裁
将于近期调整党内高层人事安排。

(三)
执政前景堪忧

分析人士指出，自民党党内有多个派阀，目前受丑
闻影响的主要是安倍派，被撤换和辞职的政府及自民党
高官都来自该派阀，岸田撤换内阁高官的举动意在与安
倍派切割。

但由于包括岸田派在内的其他派阀也涉及相关问
题，岸田“断臂求生”恐怕也不一定能保证自身平稳度过
危机。虽然丑闻目前主要影响的是安倍派，但自民党其
他多个派阀也有问题。随着检方调查和媒体报道的深
入，不排除撤换后的高官也卷入丑闻的可能。

同时，岸田派也是涉事派阀之一。据报道，岸田派最
近5年内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中记载的“政治资金派
对”收入比实际少了数千万日元。预计岸田派未来也将
接受调查，曾长期担任该派阀会长的岸田恐难脱干系。

随着内阁和自民党支持率不断创新低，岸田的党内
凝聚力也在减弱。据报道，岸田本来有意请党内无派阀
议员、前防卫大臣浜田靖一接任内阁官房长官一职，但
遭拒绝，于是只能让岸田派二号人物、前外相林芳正临
危受命。有日媒解读，岸田内阁已成“泥船”，自民党党
内很多人不愿“上船”。

岸田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将于明年9月结束，本届国
会众议院任期也已过半，岸田如何迎战总裁选举以及何
时解散众议院并举行大选都是舆论关注的焦点。

分析人士认为，尽管岸田政权因此次丑闻遭
受重创，但由于在野党力量仍较弱小，且自民

党党内尚未出现要求岸田下台的强大声音，
因此岸田短期内还能“坚持”。不过，
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纐缬厚认为，

随着检方调查的深入，此次丑闻
一旦发展成刑事案件，岸田内阁
倒台也并非没有可能。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黑金”丑闻近期不断发酵。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4日
撤换4名阁僚和5名内阁副大臣，自民党高层3名重要人物也于同日宣布辞职。

受“黑金”丑闻影响，岸田内阁民意支持率进一步下滑。日本时事通讯社14
日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岸田内阁所获支持率跌至17.1%，首次陷入20%
以下的“下台水域”。

岸田才是“回扣门”真正输家？
此次因为“回扣门”受波及的“安倍派”属于

自民党五大派系之一，在自民党的五大派系中，
“安倍派”人数最多，占100人。其他四大派系分
别为“麻生派”55人、“茂木派”54人、“岸田派”46
人，以及“二阶派”42人。自民党的派阀形成是受
到早年日本众议院选举时采取中选举区制度的
影响，党内逐渐形成了五大派阀，虽经历了政治
生态的变迁，但依然延续至今。

“安倍派”曾经盛极一时。“安倍派”正式名称
为“清和政策研究会”，此前由前首相安倍晋三领
导。自安倍晋三 2022 年 7 月遭枪杀之后，“安倍
派”有将近一年群龙无首，目前暂由该派系的“五
人核心小组”掌管会长事务，即生田光一、西村康
稔、松野博一、国会对策委员长高木毅及参院干
事长世耕弘成。也就是说，“五人核心小组”成员
在这次政治风波中无一幸免。日本共同社指出，
作为自民党内最大派系，“安倍派”如果无人担任
政务三大要职（大臣、副大臣、政务官）将是十分
罕见的局面。

自2000年以来，“安倍派”长期霸占日本政坛
多年。随着安倍的意外被杀和继任者的能力难
以服众，该派系正面临生存危机，其影响力将不
可避免地下降。有声音开始认为，“安倍派”在自
民党内统治的时代可能很快结束。

今年9月的时候，岸田已经进行过一次内阁
改组，作为自民党的第四大派系，岸田不得不倚
重“安倍派”的政治影响力，“安倍派”和“麻生派”
各有四名成员进入内阁。由此看出，岸田希望借
助各方力量达到平衡内阁的期望。但是“回扣
门”一出，这种政治平衡被打破。可以说，被“血
洗”的是“安倍派”，但是岸田才是真正的输家。

目前岸田内阁支持率已跌破20%的“下台水
域”，创下他从2021年10月出任首相以来的最低
纪录。“回扣门”则进一步重创了岸田政府在民众
中的支持率。针对自民党内部派系政治资助问
题，岸田指示党内高层暂时不要为各派系提供政
治资助，直到采取必要措施恢复公众信任为止。

12月7日，岸田文雄正式表明，决定辞去自民
党内岸田派系会长一职，不过继续担任首相职务。

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内部有看法认为，“如果
不改组内阁或调整党内高层干部的话，政权将难
以为继。”岸田打算评估事态对政权运营的影响
和舆论走向，慎重地考虑应对措施。

岸田上任以来，多项政策饱受批评，就“回扣
门”处置上，岸田政府反应慢半拍。爆出该丑闻
多日后的12月4日，岸田才在自民党党务主管会
议上说“党中央也将考虑如何因应”，失去了黄金
应对机会。

民调显示，自民党在应对“回扣门”存在很大
问题的占72.6%。

由于日本民众不满生活费用不断攀升，和政
府即将准备加税，加上受到“回扣门”拖累，75%的
日本民众对于岸田的经济政策并没有抱有太高
的期待，舆论对于“换相”的呼声愈发高涨。

据日媒FNN报道，在对于谁更适合担任下一
任首相的民意调查中，仅有2.5%的受访者认为是
岸田文雄，而领跑者则是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
石破茂、环境相小泉进次郎和数字大臣河野太
郎，这三位政治人物的支持率都达到两位数，大
大领先岸田。

岸田出任下一任首相的可能性不高，甚至低
于他的前任菅义伟。

目前看来，岸田要挽救黯淡的政治前景，内
阁大洗牌恐怕远远不够。 综合新华社、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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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金丑闻重创自民党
日本首相身陷下台水域

9 月 13 日，日本
首相岸田文雄（前排
中）在东京的首相官邸
率阁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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