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飓风搏击赛

“哈维”前脚刚走，“艾尔玛”紧随而
至。 9月的美国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
“飓风搏击赛”。 “艾尔玛”带来的破坏之
大难以估量， 它摧毁了巴布达和圣马丁
两处超过90%的建筑， 数十人在飓风中
遇难。 不过美国媒体此次并没有苛责政
府的作为，因为早在奥巴马离任之前，就
已经对重大自然灾害做过预案； 而特朗
普也积极应对“艾尔玛”，命令军队在飓
风来临前严阵以待。《时代》周刊评价说，
“许多有智慧的人做了很多努力才避免
‘艾尔玛’造成历史性灾难。 ”

小池百合子揽东京易，摄国政难
东京都知事所组建的“都民第一会”欲升格为全国性政党“日本第一会”

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的亲

信、众议院议员若狭胜近日表示，由于

在野党持续弱势，有可能让日本“重蹈

衰退之路”，所以他们加快脚步，计划

最晚在今年12月 上 旬 将 地 区 性 政 党

“都民第一会”升格为全国性政党“日

本第一会”， 并参加未来的全国选举，
挑战独霸日本政坛的自民党。

今年7月初，小池百合子率领其新

组建的地区政党“都民第一会”轻松击

败首相安倍领导的自民党， 夺得东京

都议会选举大胜， 取代自民党成为了

本届都议会第一大党。 此时距小池去

年不惜退党以背水一战参选东京都知

事还不足一年， 一时间在日本政坛刮

起一股强烈的“小池旋风”。
日本各界惊呼， 小池组建新党只

半年工夫就获得作为国会大选风向标

的东京都议会选举大胜，这一“伟业”
是否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日本会迎来

女首相的时代。甚至连英国的《金融时

报》也发文称，小池的胜利否定了近几

年日本政治的稳定局面， 其领导的全

新政党很可能会在未来的全国大选中

对自民党发起类似攻势。 然而从日本

的政治体制和现实来看， 小池在东京

都的获胜确实为其走向全国政坛创造

了条件， 然而在日本相当复杂的政治

环境中，未来的“日本第一会”想要复

制“都民第一会”的成功，在全国大选

中获胜却绝非易事。

大阪维新会的前车之鉴

此前， 日本由地方政党最终成功

转为全国性政党的是由政治明星———
前大阪府知事桥下彻所创立的 “大阪

维新会”。 为改革大阪，实现将大阪建

设 成 为 继 东 京 都 之 后 的 第 二 都———
“大阪都构想”， 桥下彻在2010年创建

了大阪地方性政党 “大阪维新会”，并
在2011年的统一地方选举中成功获得

大阪府议会的过半数议席。 2012年9
月，不满足于在大阪地区“称王称霸”
的桥下，为求在国家层面推动“大阪都

构想”落实，以“大阪维新会”为根基并

吸收松野赖久等数名国会议员后创立

了国政新党“日本维新会”。 而在2012
年12月16日举行的众议院大选中，合

并了原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组建的

“太阳党”后的“日本维新会”获得了54
个议席，不但成功进军国家政坛，还仅

次于自民党的294席与民主党的57席，
成为日本政坛第三势力的核心。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桥下与石原

之所以带领“日本维新会”初次参与国

会选举就取得如此瞩目的成绩， 关键

在于当时执政的民主党执政水平 “太
烂”，完全丧失民意支持，而“日本维新

会”打出了“革新”旗号，最终成功地分

流到了民主党失去的部分议席， 并一

时间铸就了自身的风光无限。
好景不长， 由于桥下与石原的政

治理念差异导致双方矛盾激化， 一度

被视为可取代自民党和民主党的政界

“第三极”而广受瞩目的“日本维新会”
最终分裂，石原带人退出，桥下领导的

“日本维新会” 仅剩下37名国会议员。
2015年5月， 又由于桥下主导推进的

“大阪都构想”在公决中被大阪市民否

决，桥下宣布退出政坛，“日本维新会”
又陷入混乱，并导致再度分裂，党代表

松野赖久带领部分国会议员与民主党

合并组成民进 党 ， 而 桥 下 的 政 治 密

友———大阪知事松井一郎带领着余下

的26名国会议员继续维持着 “日本维

新会”的衣钵。尽管“日本维新会”目前

依然是第三大在野党， 但其政治理念

特别是在修宪等问题上却与安倍领导

的自民党趋同，因此“日本维新会”现

在仅仅作为安倍制衡执政盟友公明党

的筹码而保持着存在感。
据悉， 作为日本公认的改革 “旗

手”，桥下彻在创建“大阪维新会”之时

曾制定要在国会众议院获200个以上

议席， 并通过政界重组夺取政权的目

标，然而进入国政舞台后，以“大阪维

新会”为根基的“日本维新会”即使是

在最风光时期， 政治地盘也大多维持

在大阪及周边地区， 其目前保留的26
名国会议员的选区更是绝大部分在大

阪及附近的近畿地区，可以说“大阪维

新会”始终未能摆脱地方政党的本色。

从“韬光养晦”走向“有
所作为”

或许是有了“大阪维新会”的前车

之鉴， 在都议会选举大胜之后仍保持

着头脑清醒的小池7月3日在记者会上

就明确表示，要专心做好东京都知事，
并宣布辞去“都民第一会”党首，只就

任顾问一职。而对于是否重返国政，并
与安倍抢夺首相职位， 小池也表示了

否认。 她说：“现在不是谈这个问题的

时候。 ‘都民第一会’还没有在政策上

做出成绩， 就不能去妄想成立一个国

民第一的政府。再说，眼前正在为2020
年奥运进行筹备， 要与国政 （安倍政

府）携手合作的事情很多。 ”
对于小池的这一动向， 东京大学

政治学教授内山表示， 小池是一个精

明的政治家，尽管其一直主导着“都民

第一会”的组建，并筹办“小池政经塾”来
培养人才， 但她选择在今年6月1日才出

任该党党首， 策略就是要以自己的声望

打响这一新党的名声。 但“都民第一会”
还是个新党， 此次当选的都议员都很年

轻且政治经验不足， 这在选举时是对抗

自民党把持的既有陈旧都政体系的新鲜

战术， 在选后却将成为小池的 “深沉顾

虑”。因为小池在此次东京都议会选举中

囤积的政治筹码是否能成为攀登国政的

基石，关键还得看今后“都民第一会”的

表现。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小池选择在

大胜之后辞去 “都民第一会” 的党首一

职， 就是使自己处于可进可退的有利位

置以等待时机。 而作为小池侧近的特别

政治秘书野田数在继任“都民第一会”党
首一职后就声称，“都民第一会” 的目标

就是成为进出国政的政党， 可以说是道

明了小池今后希望借其组建的新党 “都

民第一会”重返国政舞台焦点的野心，目
前不过是她又一次韬光养晦而已。

如今，若狭胜高调宣布将“都民第一

会”升格为“日本第一会”，或许小池认为

现在是组建全国性政党， 进而参加全国

大选的良机。

挑战自民党并不容易

近年来随着对政治现实的失望情绪

蔓延， 日本选民在选举中的投票热情一

直不高， 这种现象造成了在地方基层拥

有强大支持基础的自民党长期维持执政

的局面。 2009年9月，由于当时执政的自

民党执政过于糟糕， 日本选民爆发出了

难得的投票热情， 将当时的最大在野党

民主党推上了执政舞台， 然而民主党的

执政水平却更加低下， 导致在2012年12
月， 日本选民不得不又重新迎回了自民

党执政。因为相对于民主党来说，此前一

直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毕竟拥有更多的执

政经验，政策相对稳健。
正是由于日 本 选 民 这 种 无 奈 的 选

择， 造成了无党派支持层的比率越来越

高。据共同社调查显示，目前日本选民中

无党派支持层的比率高达45.1%， 不但

远高于自民党的31.9%的支持率， 更不

用提其他政党仅个位数的支持率了。 而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东京都议会选中，无
党派支持层中有高达72%的选民选择支

持小池领导的“都民第一会”，这成为小

池获得大胜的关键， 也可能成为未来小

池率领“都民第一会”由地方走向国政、
在全国挑战安倍领导的自民党的凭借。

然而， 与法国新任总统马克龙借法

国政治巨变之机， 凭借个人政治魅力不

但一举夺得总统大选胜利并乘胜追击组

建新党赢得了议会选举大胜不同， 日本

实行的议会制政治制度却更有利于自民

党这一老牌政党维持长期执政， 特别

是通过长期执政掌握了丰富地方资源

的自民党在全国性的众议院大选中可

以轻松推出更多有魅力的候选人，并

凭借组织动员能力赢得选举。 但对致

力于夺取政权的反对党来说， 就成为

了很难完成的任务。
不 过 有 日 本 政 治 分 析 人 士 就 认

为， 小池新党在东京都选举的成功最

重要的意义在于 “打破了自民党过往

一强多弱的方程式”，给日本死气沉沉

的政治氛围注入了新的动力， 并给日

本未来政治增加了新的变数。 对于这

一可能性， 拥有敏锐政治嗅觉并曾两

次成功迫使自民党下台的日本政坛大

佬小泽一郎近期就公开呼吁，要借“小
池旋风” 加快推动日本政坛的政治重

组，适时给自民党以致命一击。
（本报东京9月20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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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 9 月 16 日

抗癌大作战

在全球， 癌症已成为继心脏病之后
第二高发疾病 ： 超过 40%的美国人会
罹患癌症； 在非洲癌症也超过疟疾， 成
为最厉害的 “生命杀手”。 面对如此劲
敌， 本期 《经济学人》 乐观地呼吁人们
一起 “抗癌大作战”。 研究表明， 经过
科学治疗 ， 美国的癌症存活率越来越
高， 目前至少有 1550 万癌症患者生存
了下来 。 当然科技进步只是成功的一
半， 政府政策也非常重要， 数据显示，
在奥巴马医疗体制下， 越来越多的美国
民众有机会尽早进行癌症治疗， 而及早
治疗对患者来说至关重要。

《纽约客》 9 月 25 日

时尚俏佳人

“我曾经穿着最时兴的皮裤驾车到
金门大桥的收费站， 却发现没有足够的
钱付过路费，” 时尚插图画家盖尔·卡巴
克尔风趣地提起自己的一段往事， “但
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时尚感永远是第
一位的。” 尽管她如今已远离都市生活，
却一直追随着时尚的脚步。 卡巴克尔自
豪地说 ： “我从小就紧追 《华盛顿邮
报》 的时尚专栏， 它培养了我的时尚气
质， 也影响了一代美国人。”

６００ 万人

英 国 《柳 叶 刀 》 一 项 研 究 报 告

说， 印度 ２０１６ 年有超过 ６００ 万人死

于非传染性疾病， 其中心血管疾病是

最大杀手。 在过去 １０ 年中， 糖尿病

引起的死亡人数也较多 ； ２０１６ 年印

度 ５ 岁以下的儿童死亡人数为全世界

最多， 达 ９０ 万人。

４５１ 个种群

世界自然基金会 １４ 日发布报告

显 示 ， 加 拿 大 ９０３ 种 野 生 动 物 中 有

４５１ 个种群数量在减少， 林地驯鹿和

圣劳伦斯白鲸面临逐渐灭绝的危险。
报告指出， 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减少主

要是工农业开发、 城市化进程以及自

然界本身的因素造成的。

一周封面

一周数字

意大利“五星运动”还能否卷土重来
当维吉尼亚·拉吉于去年 6 月成

功当选为意大利首都罗马市长时， 她

所属的政党 “五星运动” 也仿佛横空

出世般出现在世人面前。 孰料一年后

的 6 月， 同样在地方选举中， “五星

运动” 却遭遇了惨败， 在众多城市的

市长选举中几乎颗粒无收。 随着难民

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缓解， 以反移民、
反欧盟起家的 “五星运动” 还有市场

吗？ 在明年的意大利大选中能否东山

再起？
“五星运动” （M5S） 是一个新

兴的具有浓厚民粹主义色彩的极右翼

政党。 “五星” 是指该政党的五大支

柱理念 ： 水资 源 公 共 化 、 可 持 续 交

通、 可持续发展、 自由上网和环保主

义 。 “五 星 运 动 ” 创 始 于 2009 年 ，
主要创始人是意大利著名喜剧演员贝

佩·格里洛。
“不想当 ‘大 V’ 的喜剧演员不

是好政客”， 用这一句话来形容格里洛

再也合适不过了。 格里洛 1948 年出生

于热那亚， 上大学时迷恋上了喜剧， 毕

业后被意大利著名节目主持人皮博·保

多发现， 从此走上电视喜剧演员之路，
在上世纪 80 年代成为意大利家喻户晓

的喜剧明星。 不过， 由于在 1987 年冒

犯了时任意大利总理贝蒂诺·克拉克西，
格里洛被禁止在意大利国有电 视 台 演

出， 从此逐渐淡出了电视圈。
进入新世纪以来， 格里洛在互联网

上日益活跃， 成为一名博客写手， 据称

他的博客影响力极大， 按现在说法就是

一名 “大 V”。 2009 年， 因不满时任总

理贝卢斯科尼的政策 ， 他开始 投 身 政

坛， 创建了 “五星运动”， 没想到这一

无心之举却改变了意大利的政坛。 2010
年， “五星运动” 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就

崭露头角， 在皮亚琴察、 帕尔马、 热那

亚、 蒙扎等地所得选票都超过了 10%。
2013 年 意 大 利 大 选 中 ， “五 星 运 动 ”
更是以黑马之势在众议院获得 109 个席

位， 成为第一大党 ； 在参议院获得 54
席， 成为第二大党。 但由于其极右翼的

标签， 再加上 “不结盟” 的政治理念，
“五星运动” 未能上台执政 。 2016 年 ，
“五星运动” 则将罗马和都灵市长收入

囊中， 成为意大利政坛的重要一极。
就在 “五星运动” 踌躇满志之时，

2017 年欧洲政治大环境风云突变———
随着德国收紧难民政策， 难民危机暂得

缓解； 欧元区经济逐步复苏， 欧债危机

不再是个急迫问题； 而随着走中间路线

的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 欧洲民粹主义

势头得到了遏制。 果然， 在今年 6 月的

意大利大选中 ， 被贴上极右翼 标 签 的

“五星运动” 遭遇惨败， 多名市长候选

人未进入第二轮， 甚至其创始人格里洛

的家乡热那亚的市长也没拿到。
其实， 由于反移民、 反欧盟而被贴

上极右翼标签， “五星运动” 的另一个

主要政治主张往往被忽略———寻求直接

民主。 “五星运动” 认为， 传统的基于

交通和信息沟通困难而产生的代议制民

主制已经过时， 互联网时代人们可以

轻松获取信息， 因此直接民主是未来

的 趋 势 。 无 论 从 其 成 立 还 是 运 作 ，
“五星运动” 都明显是一个互联网政

党。 比如， 格里洛在个人网站上宣布

成立 “五星运动”， 该党就这么 “简

陋” 地诞生了； 此后该党成立了个网

络运营团队， 负责在互联网上不断造

势 ， 居 然 吸 引 了 众 多 选 民 的 支 持 ；
“五星运动” 提名候选人也是该党注

册党员通过网络直接投票选举产生。
然而， 面对明年的意大利大选，

“五星运动”形势有些不妙。 目前最被

看好的居然是“五星运动”的死敌、今

年 82 岁的前总理贝卢斯科尼。据一项

最新民调显示， 贝卢斯科尼领衔的中

右翼意大利党支持率为 35%，中左翼

民 主 党 为 26.9% ， “ 五 星 运 动 ” 为

26.7%。 不过，距离明年大选还有一段

时间，难民危机、欧债危机难保不会卷

土重来，这或许是“五星运动”明年问

鼎意大利总理宝座仅有的机会。

喜剧演员出身的意大利 “五星运动” 创始人贝佩·格里洛演讲时非常富有感染力。 东方 IC

在今年东京都议会选举中， 小池百合子领导的 “都民第一会” 力克自民党大获全胜。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