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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直人 3日晚在民主党总部召开
新闻发布会发表“竞选宣言”，表示如
果当选民主党党首并出任首相，他将
努力开创一个没有政治献金丑闻的政
治环境，为实现日本“新生”继续努力。
“现在是时候改革、是时候打破障碍了”

他说，自由民主党执政导致日本
过去20多年经济发展陷入停滞，自民
党未能采取有效策略带领国家重新
回到增长道路，“现在是时候改革、是
时候打破障碍了”，如果当选，他将

“大力推动实现国民期待的经济、社
会和财政改革”。
日美同盟是“基轴”，日中关系很重要

谈及外交，菅直人说，日美同盟
关系是日本外交政策“基轴”，同时，

“我们将重视发展日中关系；对日本
的未来而言，这是正确选择”。

菅直人说，他将根据日美两国关
于驻日美军冲绳普天间基地搬迁的
共同声明，努力减轻冲绳居民负担。

未能在普天间基地搬迁一事上兑
现承诺，是导致鸠山下台的“导火索”。
今年不会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选举

鸠山 2日宣布辞职后，最大在野
党自由民主党要求解散国会众议院、

“问信于民”。
不过，菅直人3日暗示，他今年不

会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选举。

胜算大增 新当选首相有望在今晚组阁
日本媒体预计，获得非小泽阵营的广泛支持后，菅直人胜算大增。

“对于许多民主党议员而言，菅直人是合适的候选人，因为他继任（党首）不会在党内引发
太多混乱。”东京学习院大学名誉教授川井秀一（音译）告诉法新社记者，“无论谁出任新首相，
都将面临诸多困难，这也是为什么其他有潜力的候选人不愿出马。”

根据日本媒体披露的政治日程，民主党4日选出新党首后，将在当天召集国会众参两院，举
行首相指名选举。新当选首相有望在4日晚组阁，7日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

川井说，由于菅直人是副首相，一旦当选首相，有望顺利完成政权交接。由于组阁时间短
促，预计大部分内阁成员有望留任。冈田克也3日即公开表示，他希望留任外相。

民主党领导层届时也将改选。焦点之一是谁接替小泽一郎出任干事长。
不过，无论谁当选民主党党首，均难以轻易跨越小泽的权力之墙。

“小泽在党内的影响力依旧强大，他暂时会放低身段，但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卷土重来。”川
井说。

菅直人 3 日获民
主党重要派系和数名
实力人物支持，当选
党首胜算大增，从而
有望接替鸠山由纪夫
出任日本新首相。

日本民主党定于
今天选举新党首，副
首相兼财务大臣菅直
人和众议员樽床伸二
两人参与竞争。

实力悬殊 众议员参选不过是“陪太子读书”
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菅直人和民主党众议员樽床伸二3日晚分别举行记者会，正式宣布将

竞选执政的民主党党首。
民主党党内除小泽领导的派系定于3日晚开会商议外，其他派系均表示支持菅直人担任党首

和首相。菅直人接替鸠山出任党首并在国会首相指名选举中当选胜算大增。

如果当上首相
菅直人想这么干

“我生长在一个普通日本工薪家庭，我没有“我生长在一个普通日本工薪家庭，我没有
特殊社会关系，如果像我这样背景普通的人能特殊社会关系，如果像我这样背景普通的人能
担负起（首相）这一重大职责，对日本政治来说担负起（首相）这一重大职责，对日本政治来说
将是一件相当积极的事。”将是一件相当积极的事。” ————菅直人

与出身政治世家的前首相福田康夫、安倍
晋三等人不同，菅直人出身很普通。

日本可能出现“平民首相”日本可能出现“平民首相”

关键支持 非小泽阵营实力人物都力挺菅直人
菅直人2日晚分别会晤前原诚司、野田佳彦以及前原盟友、行政改革担当相枝野幸男，希望

得到这些非小泽阵营实力人物支持。
日本媒体报道，前原和野田当时称，菅直人对小泽比较“弱”，暂时未表明态度。但枝野和

众议院议长横路孝弘和副议长渡部恒三当晚表态支持菅直人。
3日上午，前原派系和野田派系分头举行会议后，决定支持菅直人。同时，菅直人再次会晤

冈田克也，取得后者支持。
冈田在两人会晤后告诉媒体记者，作为支持条件，他向菅直人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排除“双

重权力结构”，二是在政治和金钱问题上重塑民主党清廉形象。
《读卖新闻》解读，冈田的这两个要求暗示菅直人需要与小泽“切割”。鸠山执政期间，政府

决策深受小泽影响，外界诟病为“双重权力结构”；而小泽所涉政治资金丑闻至今仍未平息。
“我的理解是，菅直人能满足这些条件，我支持他。”冈田说。
鸠山派系尚未明确表态。鸠山和菅直人是民主党共同创始人，两人长期交情不错。
关键的小泽派系没有推举候选人。众议院环境委员会主席樽床伸二3日宣布竞选党首，得

到小泽派系部分议员支持，但据媒体报道，小泽派中倾向于菅直人的议员也不在少数。
菅直人与小泽本人关系也不错。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祥认为，由于日本的国家机器和政党分开，国家机器只对
国家负责不对政党负责，因此老百姓的生活不受直接影响；而日本经济运行有其本身的逻辑，

也不会因为政坛的变化受到直接影响。
他认为要想改变首相短命的局面，就涉及政

治体制的根本改革，但这在短期内很难实现。“暂
时看不到日本政体改革的可能性，日本政坛在8
年到10年之内可能一直处于动荡期。”梁云祥预
测说。 综合新华社、《广州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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