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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众议院选举15日凌晨终于尘埃落定，联合执政的自民、公明两党总共
斩获 325个席位，由此执政联盟方面的总席位数与选前持平，再度确认其众议
院超过 2/3席位数的绝对优势。这也意味着安倍彻底削弱了在野党力量，在政
策的推行方面再无阻碍。赢得选举之后，安倍能做什么？这对日本是福是祸？

能长期执政

从目前的选举结果来看，安倍解散众议院提前进行大选的“小算盘”相
当精明。

11月 21日宣布解散众议院，并决定 12月 14日提前举行大选。安倍的时
间点卡得相当精准。可谓早一点嫌早，晚一点嫌迟。

安倍的突袭策略基于其对时局的研判。日本《读卖新闻》的主编早在11
月 9 日就发出“解散，就现在”的信号。“因为从今往后，安倍政权将不会
再有令人满意的政绩，如果现在解散的话，还能保住自民党以及安倍首相的
执政地位。”

12月14日提前大选的决策甫一推出，就取得了让对手们“措手不及”的功
效。民主党和维新党连人马都未凑齐便仓促应战，战果可想而知。最终的选举结
果也确如媒体所料，就连民主党党首海江田万里都名落孙山。

安倍的“战果”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恩师”小泉的指点，类似的“策
略”与小泉“突然袭击，声东击西”的手法如出一辙。

当年受困于经济问题的小泉把问题症结简单归结为“邮政改革”，在这个
不关乎大局的问题上要搞选举，问信于民，其手法是搞突击战，结果赢得了
2005年的大选，成为党内最有权势的人。

安倍此次的策略颇为有效。安倍经过此役也成了党内最有权势之人，自
民党在众议院有了稳定多数，自民党的决定将成为日本政府的决定，不受任
何在野党的羁绊。安倍本人也能如期当选首相，执政年限从2015年9月延后
到2018年。

或能修改宪法

安倍是打着拿“安倍经济学”问信于民的旗号进行选举的。他真的在乎
“安倍经济学”吗？事实上，从一开始，安倍祭出“安倍经济学”的目的是谋
求长期执政，以结束政坛走马灯现状。

“安倍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已“死”。其“三支利箭”没能创下显著成
效，加上GDP出人意料地下滑，日本经济的发展状态呈现明显的颓势，引发
国内外普遍的批评和质疑。

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14日报道，NHK实施的出口调查显示，54%民
众对“安倍经济学”给予好评，46%表示不给予好评。但这种数据有多大的可信度，看看新低的投票率
就明白了。

其实安倍的真实目的是实现外祖父岸信介的“遗愿”：修改宪法，成为“正常国家”。
自安倍2012年二次执政以来，他就通过不断翻新的花样挟持国会，挑战宪法。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

议、通过 《特定秘密保护法》、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2014年 7月更是通过了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
议。他的各种动作，最后恐将令日本宪法彻底变质。

根据宪法，重大事件政策的发布需经众参两院批准，即使该政策被参议院否决，只要执政联盟在众
院获2/3以上票即可强行通过。发起修宪动议更需要众院2/3以上的席位，如今，执政联盟已经获得325
个议席，这意味着它满足了修宪的条件。只要时机适当，安倍就有机会在接下来的任期中争取实现修改
宪法、改造国防、教育“复辟”等个人政治野心。

当然，公明党在此次选举中依然是“关键少数派”，在修宪等重大问题上，还会对自民党以牵制。

或将带来灾难

有分析说，日本今后是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在安倍的带领下“摆脱战后体制”滑向重走军国
主义老路的深渊，给日本和世界带来灾难，何去何从，都取决于日本国民此次对国家命运的选择。

但是从日本总务省的统计结果来看，本次众议院选举的投票率为52.66%。因为大多数民众并不是不
想选择，而是别无选择。

此前，自民党一前阁僚对此表示担忧，“极其低下的投票率，即使自民党大获全胜，也不能说赢得民
众信任。”

由日本知名学者组成的“立宪民主之会”此前曾发表声明，称安倍解散国会众议院是滥用“解散
权”，企图借助大选洗白肆意修改宪法解释的事实，并试图得到民意对其施政的全面授权，这是“对选民
背信弃义的行为”。

安倍已把提高消费税延迟至2017年4月1日执行，但若没有具体结构性的改革，也难以令“安倍经
济学”起死回生。

在“换汤不换药”的选举游戏之后，日本外交可能还会是沿袭原来的处方。在修宪的大预期下，这
个原本就不管用的药方不仅不会治病，反而会让病情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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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犯 了
错，要改正。这是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准
则。可是，偏偏有这样的国家，在

众目睽睽之下犯下滔天罪行，但在几
十年之后，依然坚持不悔改。

13日，中国首次举办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活动。77年过去了，那段历史依然刻骨

铭心：30万同胞惨遭杀戮，无数妇女遭到蹂躏残
害，无数儿童死于非命，1/3建筑遭到毁坏……

无数的史料反复证明着这一串数字，冰冷数
字背后的残酷史实一直沉重地压在中国人的心上。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
犯。”

然而，施暴者却有意识地选择遗忘。在针对 13 日
中国国家公祭日的报道中，日本媒体普遍淡化处理，依
然轻描淡写地将南京大屠杀称为“南京事件”。一些报
道仍纠结在数字上。《朝日新闻》的网站文章将30万死
难者称为中国的“立场”，还提到，在2010年公布的中
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报告中，日方主张“以 20 万
为上限，4万人、2万人等各种推算”。

这样的态度怎能不令人担忧？完全否认自
己曾经犯过错，怎么可能真心改正？

世人反复拿日本与德国相比。当年同样
疯狂的两个国家战后却走上了完全不同

的道路。
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
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的“惊世

一跪”让世界看到了德
国与纳粹历史

决 绝
的决心，赢得了世
界的谅解与尊重，也迎来
了自己的轻装上阵，从此，德国
翻过历史上的沉重一页。直到如今，
德国总理默克尔依然在讲，德国对纳粹
罪行负有“永恒责任”。

日本呢？修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
否认慰安妇问题……日本的右翼势力丝毫不见
悔意。首相安倍晋三不久前还强调，（有关那场日
本侵略战争责任等问题）应该交给历史学家去研究
讨论，还说，“如何使日本未来继续作为一个和平国
家为世界做贡献，才是我等的责任。”

这就是日本的态度。如果说，德国的例子太过
“高大上”，日本也可以看看自己的“老大”美国。前
几天，美国参议院公布了一份爆炸性的虐囚报告。该
报告对于美国这个所谓“人权卫士”的打击不可谓不
大。这无疑将是美国历史上的污点。不过，公布报
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在正视这种“不光
彩”。只有正视了，才有将来改正的可能。日本对
美国“老大”亦步亦趋，这种正视历史的做法怎
么就不学一学呢？

“像阳光一样温暖、像雨露一样滋润”
的和平谁人不爱？在日本，除了少数军国
主义分子，大多数的民众依然渴望和平
与稳定。13 日当天，日本有民间团
体举行各种活动纪念南京大屠杀
77 周年。他们的存在让世界
看 到 日 本 正 视 历 史 的
一线希望。

认错，才不会重犯
张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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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海伦·凯勒发出“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呼喊
时，她大概想不到半个世纪后，她的梦想已不再遥
远。科技创造无限可能，如今为人们带去福祉和光明
的，已不仅仅是心目中的天使。

小巧又方便，手表可以替你做“眼睛”。近日，在众筹
网站上出现了一款盲人专用手表。这款手表有一个光滑
的圆形钛合金表盘，没有指针，也没有数字。围绕手表中
心的凹槽处有一个小圆球，用来表示分钟，手表边缘的
另一个圆球表示小时。它以滚珠为指针，通过磁场效应
控制指针的位置，极大地方便了盲人对时间的辨识，即
使在触摸时不小心拨动了滚珠，它们也会自动回弹，解
决了用户的后顾之忧。

有没有见过穿在身上、既保暖又酷炫的导航仪？
一款触觉导航工具，是一件不同寻常的马甲。它拥有
包括激光雷达、超声波、红外线、电磁辐射等不同系
统类型的传感器，当这些传感器监测到附近的物体，
便会把信号转换成震动，传递给用户。这样一件马
甲，是比导盲犬更贴心的存在。

只需一根手指，轻松点亮生活。一款新概念多媒
体指套，可以帮助视障人群每时每刻“阅享”生活的

精彩。这款指套内置光学扫描仪和盲文翻译设备，只
要通过蓝牙与手机相连，就可以将手边一切的纸质信
息转变为指尖的盲文。如果所在地区有无线网络，它
还可以作为 GPS 收集当前位置并提供当前位置的新
闻。这样一来，一只指套、一台智能手机，再加上无
线信号，在桌上随手一划，便可感受到世界尽在指尖
的微妙。

一副眼镜，让光明不再是梦。英国牛津大学博士
主导研发的一款智能眼镜，具备透明屏幕、两个小相
机、陀螺仪、指南针、GPS以及一个耳机，可以帮助视
障人士辨别障碍物及人脸。由于大多数视障人群还是
能够分辨出光线的明暗，所以这副眼镜便利用深度摄
像头，将现实中拍到的环境，以高对比度的明暗图像
呈现。带上它，眼前可以显示出各种各样、不同方位
的黑白物体轮廓，就像是在看胶卷一样。遇到人脸，
眼镜还会集中处理他的脸部表情及轮廓，让用户读懂
对方反应。

天使温暖人心，科技延伸人性。虽然暂时不能让
失明者看到真正多彩的世界，但让他们离宝贵的光明
又近了一步。

利马大会仍有难题留给巴黎
荀 伟 刘 隆 贾安平

带来光明的不只是天使
王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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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30多个小时的延时，利马气
候大会14日凌晨通过最终决议。几经
弱化的决议文本背后，是发达国家令
人失望的表现和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妥
协，但也有难题被推给了 2015年的巴
黎气候大会。

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
主任解振华会后说，最终决议满足了
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要求，达到了中国
代表团预期的成果，虽然不十分满
意，但可以接受。他同时强调，明年
谈判的任务还很艰巨，需要各国既要
有决心、雄心，还要展现出更大的灵
活性。

拟议中的巴黎协议，将是 2020年
后唯一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
议，也将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中新的核心。利马气候大会从一开始
就肩负着为明年巴黎大会“铺路”的
重要使命，被看作多边气候谈判的重
要节点。

本届大会有三个主要成果：一是
重申各国须在明年早些时候制定并提
交 2020年后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并
对其所需的基本信息做出要求；二是
在国家自主决定贡献中，适应方面的
要素被提到更显著位置，国家可自愿
将适应纳入自己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
中；三是会议产生了一份巴黎协议草
案，作为 2015年谈判起草巴黎协议文
本的基础。

利马大会使各国对相关问题的认
识差距进一步缩小，形成的最终决议
文本简单明了，5 页正文加上一份附
件，与前几次大会动辄数十页形成鲜
明对比。这对巴黎大会无疑是个好消
息。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一直诉求

的资金问题也获得一定进展。在出现
新的捐资承诺后，绿色气候基金获得
的捐资承诺已超过 100 亿美元。尽管
这个数字距离气候资金在 2020年达到
1000 亿美元的目标似乎还很遥远，并
且如何实现这笔捐助承诺的路线图也
不清晰，但它毕竟是一个积极信号。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说，
这笔资金将增进各方信任，而且是减
排行动和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能
力的一笔“首付款”。

但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围绕气
候谈判主要议题的实质性争议并未得
到解决。

首先，最终决议文本一再被弱化。
决议中关于巴黎协议的核心议题——
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的表述比较模糊；在
发展中国家诉求最强烈的资金问题上，
发达国家的表现依然令人失望。包括中
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主张，按 2011 年
德班大会的要求，巴黎协议应包括减
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多个
要素，而发达国家始终侧重减缓，并试
图弱化其他要素。

解振华会后直言，希望利马大会
决议能在实际执行中真正体现共同但
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包含应对气候变
化的各个要素，并希望发达国家真正
兑现承诺，履行公约责任，在减排、
提供资金技术和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
能力方面做更多工作。

其次，各方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如
何体现在巴黎协议中还存在较大争
议。在减排问题上，发展中国家所坚
持的这三项原则继续受到发达国家挑
战。一些发达国家企图曲解这些原则
的含义，为了推诿自己的历史责任而

宣扬无差别责任，试图让发展中国家
承担超出自身能力和发展阶段的责任。

一些气候问题专家认为，如何在
即将制定的巴黎协议中与时俱进地反
映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将是未
来谈判中最棘手的问题。

与之相比，中国在本次大会上的
表现受到各方赞誉。从会前开始，中
国就一直与 77 国集团及“基础四国”
其他成员保持密切沟通，致力维护广
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坚持共同但
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推动南南合作
机制。

谈到对明年巴黎大会的预期，解
振华说：“巴黎协议能做到让‘大家都
不满意但都能接受’，可能就是最好的
结果。” （据新华社电）

12 月 13 日，
在美国洛杉矶，
一名工作人员展
示 HiTec 公司生
产的无人机。

首届洛杉矶
无人机博览会当
日举行。展会面
向公众开放，旨
在讨论如何安全
地把无人机技术
应用于商业、卫
生、公共安全、
城市规划、娱乐
等 其 它 商 业 领
域。

新华社/法新

气候问题博弈又走过一站

首届洛杉矶首届洛杉矶
无人机博览会举行无人机博览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