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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智利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加
夫列尔·博里奇宣誓就职。他在首都
圣地亚哥的总统府莫内达宫向民众发
表演说时表示，智利面临抗击疫情、
恢复经济、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等众多
挑战。新政府将推动变革，建设更加
有尊严的、公正的国家。

凭借“变革牌”在大选中胜出，博
里奇主张改变智利新自由主义发展模
式、改革税制、废除由私营企业管理养
老金的制度等。智利新总统如何在任期
内实现自己的新变革主张？这些新变革
将对智利经济社会发展和拉美地区局
势产生哪些影响？国际社会密切关注。

“变革牌”奏效

2019 年 10 月，智利首都圣地亚
哥公共交通票价上涨，引爆了积蓄已
久的社会矛盾，抗议和骚乱波及全
国。其后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进一
步加剧了智利的社会矛盾。在此背景
下，博里奇打出“变革牌”，在去年
12 月 19 日举行的智利总统选举第二
轮投票中，代表左翼政党击败了右翼
政党候选人卡斯特，获得约 55.86％
的选票，当选新一届智利总统。

“博里奇当选是情理之中的事，证
明变革理念在智利深入人心。”中国社
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杨建
民对本报表示，自 1973年皮诺切特发
动军事政变后，一批具有芝加哥学派
背景的经济学家得到重用，在智利开

启了新自由主义实验。多年来，在新
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框架下，智
利一直被视为拉美最稳定、最繁荣的
经济体之一。然而，在新自由主义模式
带来的经济发展背后，养老、医疗、教
育等基本社会保障领域的私有化和市
场化造成一系列社会治理顽疾，阶级
固化与分配不均日益严重。智利社会
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改革非坦途

博里奇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
变革，将主要反映在推进宪法改革、
税制改革、提高社会福利3方面。

“宪法改革是近年来智利政府议
程的重中之重。当前制宪会议具有明
显趋左倾向，但博里奇新政府仍需在
宪法文本的讨论中协调各方利益，特
别是要软化极右翼势力对新宪法通过
的阻力。”杨建民认为，新宪法不仅
对博里奇执政意义重大，也会对智利
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在税制改革方面，提高高收入群
体及采矿业的税负是博里奇政府的改
革重点；在社会保障方面，新政府将
持续推进养老金制度改革，通过立法
改革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由私人企业管
理养老金的个人账户模式，设立国有
机构管理养老金。

“投资者因政权更迭对市场产生
的负面预期、政治格局极化态势加剧以
及民众对新政权竞选承诺兑现寄予的

高期望，将在中长期内对博里奇政府
构成相当程度的执政压力与治理挑
战。”杨建民认为，虽然挑战不小，但
智利的经济基础一直很坚实，可以为
新变革提供良好支撑。此外，博里奇已
经开始有意识地从前期提出的激进主
张中抽离，真正“落地”的举措不会过于
偏激，而是会基于务实主义原则，以经
济增长与吸引投资为主要目标。

外交更自主

当前，墨西哥、阿根廷、智利 3
个拉美大国已“左转”。博里奇将如
何实现他所说的推动地区一体化等目
标，吸引着人们的关注。

3月11日，博里奇向民众发表演
说时表示，智利新政府将在对外政策
上保持自主，并与其他拉美国家共同
应对全球性挑战。

“独立自主是智利政府多年来坚
持奉行的外交政策。”杨建民表示，
博里奇政府将更加强调这一外交政
策。就拉美地区而言，新政府将与地
区进步左翼力量保持密切关系，但执
政联盟内部对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等
国的态度处于分化状态，博里奇需要
不断寻求平衡点。而博里奇政府对新
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变革，也将对拉
美地区具有重大示范意义。在与世界
大国打交道上，博里奇政府可能会逐
步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从自身发展利
益考量，回归务实趋中路线。

借俄乌冲突大做文章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近日在东
京都一家酒店举行的第89届自民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
话，呼吁“团结起来，坚持不懈打赢夏季参议院选举
这场战役”。他表示有意推动自民党提出的四项修宪内
容获得通过，其中包括在宪法第九条中明确写入有关
自卫队的内容。

这不是岸田文雄第一次提及修宪。据日本共同社
报道，岸田文雄 2021 年 11 月 19 日接受采访时就曾表
示，有意把修改宪法作为2022年夏天参议院选举的争
论点之一。2021年12月，岸田文雄罕见地出席了在自
民党总部召开的“自民党修宪实现本部”会议，并在
会上宣称将集全党之力实现修宪。当时他指出，修改
和平宪法“是非常具有现代意义的课题，必须尽早实
现”，还称要将国会讨论和国民理解“作为两个车
轮”，以推进修宪。

现行《日本国宪法》于1947年实施以来，最为核
心的是第九条。第九条明确：日本国民真诚地希望以
正义和秩序为基础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家主权
发动的战争和以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
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留陆海空军及其他
战斗力。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早在 2007 年，安倍政府便推动修宪迈出第一
步——参议院投票通过规定修改宪法程序的国民投票
法。2012 年，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前夕又提出了“修
宪”，不过一直到 2020 年他辞去首相一职，也没有完成
这一目标。2020年 9月，安倍的继任者菅义伟在当选自
民党总裁后也表示有意修宪，但一直未能如愿。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对本报表
示：“《日本国宪法》由美国人参与制定，被日本保守
党视为耻辱。日本政党和民众关于它的讨论不曾间
断。日本国内，特别是一部分保守党势力，不断致力
于修改宪法，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尤其积极。日本自民
党自1955年成立以来，一直主张修改宪法。如今，俄
乌冲突爆发之际，岸田文雄再提修宪。”

情况发生变化

“俄乌爆发冲突后，日本国内出现一些声音，担心
仅靠现行宪法不能维护日本和平。目前，无论是政
界还是民间，都开始向推动修宪倾斜。”周永生分析
指出。

日本宪法规定，修宪必须由 2/3 以上参众两院国
会议员发起议案，必须举行全民公决，获得半数以上
国民的支持。此前，由于重重阻碍，包括安倍晋三在
内的日本前首相未能完成修宪目标。日本国内的政治
力量对自民党推进修宪存在较大分歧，日本民众更是
持谨慎态度。

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情况发生了变化。
据《读卖新闻》等日本媒体调查，本届日本众议院新

当选的议员，近 72%同意修宪。由于自民党和公明党
执政联盟拥有 261个议席，远超 244席的“稳定多数”，
而自民党 98%的议员同意修宪，公明党也同意部分修
宪，加之右翼的维新会议员 100%同意修宪，同意修宪
的众议院议员预计可以超过2/3，即310席。现在的一
个不确定性因素是今年 7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执政
联盟如能获得参议院的2/3选票，就有望推动修宪。

日本民众虽对修改宪法第九条仍持谨慎态度，但
支持修宪的人有所增加。根据朝日新闻 2021 年的一
项调查，支持修宪和反对修宪的日本民众比例几乎持
平——45%的人支持修宪，高于 2020 年调查的 43%；
44%的人表示没有必要修改，低于 2020 年的 46%。朝
日新闻报道称，持两种看法的人比例差距是自2013年
调查以来最小的。

除了国内修宪条件具备，岸田文雄提出修宪可能
还有一个目的——尽可能避免权力被安倍晋三破坏。

“日本网”分析称，岸田文雄可能认为，只要他提倡修
改宪法改革并取得进展，其政府就不太可能受到安倍
晋三的破坏，这是由于岸田文雄在党内属于少数派，
安倍晋三在党内还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岸田文雄的
执政受到了安倍晋三极大的牵制。

蕴含巨大风险

事实上，日本一直在努力突破“和平宪法”的限
制。正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副研究员霍
建岗指出的，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在所谓“专守防
卫”方针之下，除了洲际导弹、战略轰炸机、攻击型
航母等，日本不能拥有之外，连名义上的“防守型航
母”，日本也可以拥有。甚至，1957 年时任首相岸信
介曾明确表示，拥有核武器符合日本宪法。

2015年，安倍政府通过了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
的一系列安保法案，意味着解禁集体自卫权、修订日美
防卫合作指针、扩大自卫队海外军事活动的军事安保政
策在法律层面得到保障，也宣告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专
守防卫国策被安倍政府彻底颠覆。

“虽然安倍政府通过了安保法案，但安保法案无法
确认自卫队的合法性。大部分日本宪法学者认为，解
禁集体自卫权是违宪的。只有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
日本才能真正名正言顺地成立国防军、拥有交战权，成
为所谓的‘正常国家’。”周永生说，“目前看来，岸田文雄
修宪的目标就是取消第九条。当然也还有另一种选择，
即公明党提出的保留一部分原第九条内容，再改一
些、加一些表述。不过，这只是技术层面的事了。明
显的走向是，日本从政坛到民间，不少人对于修宪已
急不可耐，日本修宪的成功概率正在不断提升。”

分析普遍指出，日本修宪将对日本以及亚太格局
产生消极影响，冲击地区安全稳定。专家指出，日本
修宪不是把日本两个自卫队组织改成日本军这么简
单。其修宪蕴含的风险包括而不限于：即使不加入北
约也能享受北约的“准国民待遇”，使北约获得干涉朝
核问题、东海问题的通道；从法理层面歪曲颠覆二战
后国际秩序，增加东亚地区的主权纷争；恶化东北亚
安全局势，推动核军备竞赛等。

针对日本修宪一事，中国外交部曾多次表达立
场，希望日方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倾听日本国内外爱
好和平的民意呼声，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
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急于修改“和平宪法”，意欲何为？
本报记者 张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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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红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日本岸
田政府不少成员以安全环境发生变
化为由，多次在与修宪相关的事务
上制造声势，放风探路。近日，岸
田文雄在日本自民党大会上发表演
说，再次表达对日本宪法第九条进
行修改的意图。

环 球 热 点

智利或将刮起新变革风潮
本报记者 贾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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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德国法兰克福市气温逐
渐回暖，美因河畔的鲜花次第开放。

▲图为 3 月 16 日拍摄的法兰克
福美因河畔的初春景色。

◀3 月 16 日，人们在法兰克福
美因河畔休闲。

新华社记者 逯 阳摄

春到法兰克福

近来，日本部分政客频频借俄
乌冲突大做文章，企图浑水摸鱼。

据日媒报道，3 月 13 日，日本
首相岸田文雄在出席其上台后的首
次日本自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时表
示，愿意实现该党的四项宪法改革
建议，包括将自卫队纳入宪法第九
条。同时，岸田文雄又拿联合国说
事，以联合国未在俄乌冲突中发挥
应有作用为由，要求联合国安理会
进行改革，甚至提出让俄罗斯交出
五常席位，由日本取而代之。在此
之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还曾表
示，鉴于俄乌冲突，日本应考虑

“核共享”政策，与北约部分成员国
一样，在本国部署并共同使用美国
核武器。

修宪、拥核、入常……日本政
客种种表态，看似冠冕堂皇，实则
居心叵测。事实上，自俄乌冲突发
生以来，日本便颇不消停，一边跟
随美国加强对俄制裁，一边“夹带
私货”、趁机牟利。从考虑通过修改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来全面强化日
本防卫力量，到“不失时机”地宣
称南千岛群岛是日本“固有领土”，
日本借题发挥，刻意渲染外部威
胁，一通谋取私利的算盘打得噼里
啪啦响。

众所周知，近代日本军国主义
在亚洲四处侵略扩张，给包括中国
在内的广大受害国人民带来深重灾
难。二战之后制定的 《日本国宪
法》 中，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国
民真诚地希望以正义和秩序为基础
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家主权
发动的战争和以武力威胁或行使武
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
到前项目的，不保留陆海空军及其
他战斗力。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正因如此，日本的宪法被称作“和
平宪法”。

然而，近年来，随着日本右翼
势力不断抬头，修改宪法第九条、
推动军事正常化等杂音在日本国内
甚嚣尘上。日本部分政客更是不断
在红线边缘疯狂试探，不仅频繁上
演否认甚至美化其侵略历史的政治
闹剧，而且接连发表威胁地区和平
稳定的刺耳言论，并采取一系列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的
不当举动，给周边国家以及地区的安全稳定带来严重隐
患。其野心昭然若揭，即强军扩武，使日本成为所谓

“正常国家”。
如日本国内分析人士所言，煽动外部安全威胁为修

宪铺路，是日本保守势力的惯用套路。如今，俄乌冲突
成为保守势力鼓吹修宪和挣脱战后体制束缚极好的借
口。眼见有可乘之机，日本部分政客急不可耐地粉墨登
场，全然无视当年侵略他国留下的斑斑血迹，全然不顾
曾经允诺的核不扩散国际义务，大肆放出危险言论，让世
界看到军国主义的阴魂依旧在日本游荡，也让周边邻国乃
至国际社会不得不质疑日本能否真正走和平发展道路。

当前，世界需要和平，而非制造恐慌、借机渔利。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应切实得到尊重和遵守，而
非肆意破坏、恶意挑衅。对日本而言，最迫切该做的是
深刻反省历史、汲取历史教训，尊重亚洲邻国的安全关
切，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作出应有贡献。如果执意在军
国主义的歧途上一路狂奔，最终将撞得头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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