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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联盟大败
日本国会参议院共有248个议席，

每三年改选一半。本次选举总计争夺
125席，包括改选的124席和补选1席。
根据21日早间揭晓的计票结果，自民、
公明两党共获得47席，非改选的75席未
能超过半数，加之在去年10月的众议院
中未能获得过半数议席，正式成为“参众
两院少数政权”。这是自1955年自民党
成立以来，该党领导的政权首次在两院
同时失去多数。

石破茂在选前将执政联盟维持过半
数议席作为胜选目标，但最终未能达
成。从选举结果看，执政党在地方与大
城市选区全面失利。自民党在全国32
个“一人区”即只有一个议员名额的选区
中仅赢得14个议席，在东北、四国等传
统优势地区明显退步；在东京都选区，该
党参议院议员会长武见敬三落选。

除去年众议院选举失利外，自民党
不久前还在今年6月的东京都议会选举
中大败，现在再次遭遇挫败，作为自民党
总裁的石破茂面临空前压力。

失利两大原因
日本媒体普遍认为，执政联盟遭遇

失利主要有以下两大原因。
首先，民众对物价高涨和政府应对

不满。近一段时期，以大米价格为代表
的物价快速上涨，日本政府虽推动企业
涨工资，但民众实际收入仍不断下滑。
多家媒体的出口调查显示，选民最关注
的议题是“物价对策”，选择比例远高于
其他选项。

石破茂内阁为应对通胀，在选前提
出向每人发放2万日元现金补助。然而
该政策被广泛批评为“撒钱买票”，不仅
难以覆盖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也无法
从根本上缓解民众的经济负担。与此同
时，此前的米价飞涨、阁僚失言、商品券
问题等一系列风波也在不断削弱执政党
的公信力。日本时事社的选前民调显
示，石破茂内阁支持率已跌至20.8%，创
其上台以来的新低，接近日本政界通常
认为进入“下台水域”的20%。相比之下，
在野党的“减免消费税”“废除汽油暂定
税率”等民生政策更具吸引力。

其次，选民对传统政党产生越来越
强的倦怠感。此次选举中的最大赢家是
国民民主党和新兴的民粹保守政党参政
党。前者选前有9个议席，选后达到22
席；后者则从原有1席跃升至15席，实现
重大突破。日本中央大学教授中北浩尔
说，不少选民认为自民党与最大在野党立
宪民主党“都太旧”，因此将选票投向具备

“新鲜感”和草根动员能力的新兴政党。

国民民主党主打上调打工族收入免
税门槛、废除汽油暂定税率等政策，切中
在职群体关切，赢得广泛共鸣。参政党
则主打“日本人优先”的排外口号及相关
反外国人政策。两党特别是参政党均擅
于通过社交媒体吸引选民。日本国际大
学副教授山口真一指出，参政党通过社
交媒体实现舆论突破，形成“网络带动现
实”的效应，带动了多个政党围绕“外国
人问题”展开讨论。

对美谈判更难
尽管未实现选前目标，石破茂明确

表示“暂不辞职”。自民党内有观点认
为，为保持对美谈判的连贯性，此时不宜
贸然更换首相，在野党对此或能予以理
解。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日本“加
压”，称大概率将从8月1日起对日本加
征25%的“对等关税”。日本经济再生担
当大臣赤泽亮正准备再度赴美开启两国
第八轮贸易谈判。他强调，选举结果不
会对谈判构成实质性影响。然而，参议
院选举后执政党地位进一步削弱，日本
政府的“议价能力”遭到质疑。

日本双日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吉崎达彦指出，日本政府正面临“进退两
难”的困境：希望美方在汽车等领域给予
关税例外待遇，但实现的可能性极低；若
接受美方条件，执政党将在日本国内遭
到严厉批评。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
由于选后日本执政党地位被削弱，一旦
在农业、汽车等敏感领域向美国让步，恐
将难以在国会获得足够支持。

面临下台危机
由于参议院选举不直接决定政权归

属，加之在野党在宪法、安保等关键问题
上分歧明显，难以组成联合政府，因此在
石破茂本人不主动辞职的情况下，其首
相之位可暂时维持。

不过，由于执政联盟在众参两院同
时成为少数，其政策推行将更加依赖在
野党。日媒指出，今年秋季召集的临时
国会对石破茂政权而言将是严峻考验。
届时，政府将提交包括应对物价上涨和
美方关税措施在内的2025年度补充预算
案，若无法获得足够支持，预算案恐将搁
置，施政将面临实质性掣肘。

此外，自民党内要求石破茂下台的
呼声可能高涨。有日媒披露，已有人开
始就更换首相、重新举行总裁选举的时
机展开讨论。在日本历史上，前首相桥
本龙太郎和安倍晋三都曾因自民党在参
议院选举中失利而辞职。目前，石破茂
虽声称暂时留任，但面对内外困境，其政
治前路亦难言平坦。 据新华社电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0日说，
以军当天对援助物资分发点及援助车队附
近的民众开火，造成至少85人死亡，这是本
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民众在领取
救济时死于以军火力“人数最多的一天”。
联合国机构发表声明，证实领救济民众遭
受以军袭击。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统计主管扎希
尔·瓦海迪20日告诉美联社，一支联合国援
助车队当天从以色列驶入加沙地带北部
后，饥饿的民众试图从车队“获取援助物
资”，但遭到以军攻击，导致至少 79 人丧
生。加沙地带多家医院说，另有150多人
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此外，美国和以
色列支持的“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设在拉
法市的一处援助点附近当天也发生以军向
巴方民众开火事件，导致6人死亡。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社交媒体发
表声明说，25辆运载援助物资的卡车20日
从以色列驶入加沙地带北部时，遭遇大量
迫切希望获得救助的民众，他们“只是想为
处于饥荒边缘的自己和家人获取食物”。
然而，当民众靠近车队时，他们“遭以军坦
克、狙击手及其他火力射击”，造成“不计其
数的生命损失”。

声明说，以色列政府先前承诺将改善
加沙地带人道主义援助行动的条件，且以
军不会在援助车队执行任务的任何环节开
展军事行动，但20日发生的事件凸显了加

沙地带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不得不在“日益
危险的情况下进行”。

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数据显示：加沙地
带几乎每三人中就有一人多天未能进食；
大约9万名妇女儿童因营养不良亟需救治；
当地一公斤面粉的售价已飙升至100美元
以上，人道主义援助成为当地大多数民众
唯一的食物来源。

该机构强调，“必须立即停止”在人道
主义援助机构、物资运输车队和分发点附
近开火射击，任何针对试图获取援助的饥
民的暴力“均完全不可接受”。

以军20日称，以方起初向加沙地带北
部聚集的数千名巴勒斯坦人鸣枪警告，随
后为解除人群对以军“构成的威胁”而展开
行动。以方承认行动造成人员伤亡，称其
初步调查所得死伤数据远低于巴方所发布
情况。以方还指责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
动（哈马斯）制造混乱，但未提供证据。

幸存者的回忆描绘了与以军说法不同
的另外一幅场景。美联社援引亲历者埃哈
卜·泽伊的话报道，联合国援助车队附近的
饥民被坦克团团围住，子弹和炮火“倾泻而
下”，人们被困了“约两个小时”。

法新社援引亲历者卡西姆·阿布·哈提
尔的话报道，他本想从援助车队获得一袋
面粉，但以色列“坦克向我们随意开火，狙
击手像在森林里猎杀动物一样向人们开
枪”。 据新华社电

据韩联社等当地媒体报道，截至 21
日，韩国连日的极端暴雨天气已致18人死
亡、9人失踪。

报道说，出现山体滑坡事故的庆尚南
道山清郡死亡人数最多，山清郡、京畿道加
平郡及光州都有人员失踪。此外，极端暴
雨还导致约2000处道路、河堤等公共设施

受损，2200多处住房、耕地等受损。
本月16日以来，韩国全国普降暴雨，

多个航班和列车班次因恶劣天气取消或延
误。不过，21 日韩国政府已解除暴雨警
报，应急响应警报级别从“严重”下调至“注
意”。

据新华社电

参众两院都失守
石破茂前景堪忧

日本第27届国会参议院选举

于21日早上完成计票。自民党和

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未能获得

过半数议席，至此在参众两院都沦

为“少数派”。

分析人士指出，自公执政联盟

此次败选，主要是因为民众不满物

价高涨和政府应对不力，此外，传

统政党形象老化等因素也导致选

民流失。此次选举后，首相石破茂

将面临更大执政压力，政策推进将

更加依赖在野党的配合，外交上对

美国关税谈判空间也将受到压

缩。日本政局和对外关系走向充

满不确定性。

加沙：以军子弹“倾泻而下”
领食物饥民惨历“致命一天”

韩国极端暴雨天气致死人数升至18人

以色列军队袭击加沙城等待领取援助物资的人群。图为伤员被转移至医院。

7月21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在记者
会上发言。 本版均为新华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