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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一強」落幕，菅內閣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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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執政的自民黨總裁補選，菅義偉在黨內派系的支持下，以壓倒性的多數

榮膺第 26 代總裁，並被國會眾、參兩院指名為日本第 99 代首相，替補安倍登

板，帶領日本在後新冠時代變動的國際秩序中，實現日本國民心繫的安全。本文

將總結安倍內閣的施政成果，並分析繼之而起的菅內閣今後的內、外挑戰。 

 

 

「安倍一強」下的平衡獲日本國民肯定 

帶領日本從平成走向令和的安倍晉三首相，創下連續在位最長紀錄後，不敵

痼疾慢性大腸潰瘍的困擾，宣佈辭職。安倍內閣落幕意味日本政壇「安倍一強（獨

大）」的時代告終，繼之而起的菅義偉能否持續帶給日本國民安定感，在即將到

來的眾議院大選中再獲民意支持，倍受矚目。 

 

在新冠疫情及前法務大臣河井克行醜聞衝擊下，內閣聲望下挫至 3 成左右，

此雖使安倍四連霸之議嘎然而止，但讓安倍「完投」仍為對自民黨最佳之權力布

局。當前日本面臨美國政局混沌未明、美中對立白熱化及日本經濟陷入史上最大

單季衰退等難局，陣前換將不是日本國民所樂見。 

 

因此，安倍請辭後，日本共同通信社進行民調顯示，內閣支持率逆勢暴增近

21 個百分點，此在常態政治中少見，56.9%的高支持率某種程度代表日本國民對

安倍執政的肯定及對未來日本政治的不安。日本網友寫道，「此民調結果才是人

民真正的心聲」、「很難有人可以取代安倍」。 

 

在辭職的記者會上，安倍細數北韓綁架日人懸案、日俄和平條約、修憲、北

方領土、終結通縮、少子高齡化、東京奧運及新冠疫情等未能克盡全功的施政，

此應是安倍留下的遺憾。安倍雖打破其叔公佐藤榮作首相的紀錄，連續在任 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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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但不似佐藤首相在歷史留下從美國手上成功取回琉球行政權的事功，安倍面

對前述 8 道難題，無功而返。 

 

然而，看似無顯赫政績的安倍首相為何能贏得民意的再三肯定？其實，安倍

任內為人津津樂道的「安倍經濟學」（Abenomics）無法解決日本的結構性經濟衰

退，其執政之初口頌的「強大日本」終究未成為事實，但「安倍經濟學」絕非一

事無成，其成功的創造就業，使年輕選民在國會大選中相挺，亦安然挺過兩度調

漲消費稅對執政的衝擊，為少子高齡化下的日本社會福利增闢財源。 

 

相較於內政，安倍在外交的表更為亮眼，不僅在歐巴馬時期的「再平衡」中

扮演稱職的角色，面對將同盟視為交易的美國總統川普亦能發揮「款待外交」手

腕，與其建立私人的情誼，深化美日同盟。惟面對漫天要價的川普，安倍並非事

事投其所好，緊抱美國大腿，換取川普的青睞，而是藉勢改善對中及對俄關係，

在美、中、俄的大國博弈中，維繫動態平衡，拉住日本的安全，並摸索岸信介、

佐藤榮作等先人所持之「自立外交」路徑，在區域多邊合作中，適時替補川普退

縮後留下的空間，提高日本在印太地區的存在感。 

 

此外，面對難解的釣島爭端，善後因「國有化釣魚台」所導致的日中關係惡

化，安倍重開對話，建構「海空聯絡機制」，避免雙方擦槍走火。日、中共同存

在於釣魚台為「國有化」鈞島後的新現狀，但誠如首相官邸人士所言，「即便如

此，也只能與經濟大國中國相處下去」，製造衝突不是應對中國的方法。 

 

其實，安倍為保守色彩鮮明的政治人物，在上台之初，更有媒體以「右翼」

指稱其政治立場，在日中關係深陷谷底之際，沒有人看好安倍能有效打開與北京

的關係，但安倍清楚拿捏治國與個人政治信仰間的分際，未因意識形態侷限施政，

透過不參拜靖國神社及藉國際多邊對話機制，向中國拋出善意，終究實現「首腦

外交」，2017 年以來，日中關係從破冰到升溫逐次改善。2019 年中國近千萬人次

赴日觀光，不僅為日本創造可觀的觀光內需，更助益中國人對日觀感改善，支持

日、中友好。 

 

政治上，安倍不吝與自民黨內盟友分享權力，不論在內閣或黨的人事布局皆

不乏右派人士的身影，但渠等的言論未構成對中外交的制約。身處美、中博弈，

安倍不討好右翼支持者，清楚如何以國益為念，領航日本趨吉避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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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在內政及外交上的平衡之術，雖無法解決棘手的國政難題，卻足以帶給

日本國民安定感，此為成就安倍長期執政的關鍵。「安倍政治學」為實現主義右

派政治手腕的展現，符合以戰後世代為主體的日本社會對政治的務實期待。 

 

令和大叔登板，救援成功或敗投？ 

菅義偉擊敗黨內的競爭者岸田文雄及石破茂勝出，繼安倍主政日本。在世襲

國會議員者眾的自民黨內，菅義偉登上政壇顛峰堪稱異數，其非政治世家出身，

從秋田到東京打拼時，先在紙箱工廠及築地市場工作，之後投考法政大學半工半

讀完成學業，步入政界後，幾乎皆承擔秘書官的角色，唯一的大臣經驗是安倍首

相初登板時任總務大臣及郵政民營化擔當相。 

 

因此，菅雖未具派系背景，政策取向不明顯，但安倍應是其政治生命中的伯

樂，亦襄助安倍創下連續在任最長首相的紀錄，其稱職的表現，贏得「安定的菅

氏」之美譽，為安倍內閣官房長官的不二人選，成就史上在任最久之官房長官的

成績。 

 

菅長期輔政，對安倍推動的國政熟稔，以其過渡接班應為黨內派系共識，此

可從細田派（99 人）、麻生派（54 人）、竹下派（54 人）、二階派（47 人）及石

原派（11 人）相繼表態支持可見。此外，黨內派系力挺也助勢獲得在地方黨代表

票的奧援，在總裁選舉中，以 377 票壓倒性勝選。 

 

菅義偉能否傳承安倍調和鼎鼐的政治手腕，為延續安倍施政的關鍵，《每日

新聞》以「安全駕駛」形容這位日本人口中的「令和大叔」。菅義偉主政訴求「繼

承」及「守成」，揭櫫「自助、共助、公助」為其治國的基本理念，不走「高負

擔」、「高福祉」的「大政府」路線，打破行政的條條框框，提高行政效率，向既

得利益者開刀，此與小泉及安倍兩位首相的理念一脈相承。 

 

然而，相對於安倍在外交上表現亮眼，菅義偉的強項為內政，其在國土交通

大臣政務官及總務大臣任上勇於推動改革，被民意認為是位接地氣的政治人物，

「繼承」及「守成」不應侷限其提出受日本國民歡迎的民生政策。即將到來的眾

議大選為自民黨舉黨最大的挑戰，亦為新首相的要務，菅內閣應是定位為「選舉

型內閣」，內政應較外交更受選民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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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屆眾議院大選重返執政近 8 年的自民黨大意不得，因與自民黨總裁補選同

時，立憲民主黨與國民民主黨重新合流。屆時，眾議院大選將回歸兩大黨拼場的

態勢，因「小選舉區與比例代表並立制」的選制特性，下次大選若有 7%左右的

自民黨支持選民轉向支持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或投票率拉高至 6 成以上，

則眾議院選舉可能出現鐘擺效應，自民黨能否延續眾議院的絕對優勢，不無疑問，

此將影響未來的自民黨所主導的修憲等政權營運，甚至再度政黨輪替。 

 

黨內的工具人菅義偉在因緣際會下臨危受命，其結局不外乎「救援成功，表

現意外出色，從牛棚戰力成為先發，並在下場比賽登板」；「未能守成，救援失敗」；

「成功中繼，解決場上的危機，但被定位為佈局投手，將比賽交給牛棚的另位投

手」，菅義偉的臨場表現不只決定自身在黨內的角色，更攸關自民黨在眾議院大

選的成敗。 

 

 

外交，菅首相的最大挑戰 

安倍首相的外交政績十分亮眼，使接任的菅義偉的外交能力倍受關注。菅是

安倍政治上的賢內助，襄贊國務表現亮眼，為自己爭取到黨內的信任，臨危受命，

希望能保住安倍內閣的成果，帶領自民黨在即將來到的眾議院大選中，再獲民意

授權。 

 

誠然，在日本的國政選舉中，內政議題遠較外交事務更受選民重視，但首相

若無妥慎處理對美、對中關係，亦難以創造內政所需的安定之外環境。站上第一

線的菅義偉無法只「安內」不「攘外」，「菅外交」須在華府及北京兩頭拉扯、施

壓下，展現「大國外交」的槓桿操作，找出日本遊走兩邊的空間。缺乏安倍的外

交家學淵源及秘書官出身的背景，菅義偉若對外交事務陌生或不感興趣，安倍外

交中十分重要的「首腦外交」勢將弱化，此不利於未來日本對美及對中外交開展。 

 

短期間，日本在美、中對立下，仍將持續不選邊的「避險」外交操作，探索

避免美、中衝突之策。新任防衛相岸信夫及留任外相的茂木敏充皆為專擅外交的

美國通，而自民黨中與北京具有信任關係的二階俊博更為安倍內閣改善日中關係

的靈魂人物，二階帳下的垂秀夫年內將出使北京，在新內閣或黨的執行部中，這

些要角若能持續發揮作用，一個安倍缺席的「安倍外交」始可能被暫時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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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待 11 月美國總統的結果出爐，不論誰主白宮，菅義偉皆須粉墨登場，

開創外交新局，以具體的表現爭取日本民意的支持，證明自己至少是「長中繼」

的角色，否則美、中恐不願以其為對象，實質推進彼此的關係。 

 

此外，當前的日本外交，內閣交替的影響不若美國大選結果重要，美國的亞

太戰略布局及美中關係的定位為日本外交決策的關鍵外環境因素。若美國總統川

普連任，美日同盟存在不確定性，且美、中是否交易亦存疑慮，日本須經營日中

關係以創造籌碼拉住美國，避免「遭棄」或「被捲入」，且在美、中博弈中，中

國須要爭取日本，日中關係存在相互需要，日中關係改善的動力仍在。 

 

惟菅義偉無法承繼安倍與川普的好交情，美、中對立若升高，菅缺乏擔任調

人的能力與意願，此將不利區域穩定，且處於停滯狀態的日中關係亦可能滑坡。

若 11 月，拜登當選，重視盟國與重回多邊將重現於印太區域，日本對中外交的

需求將弱化，自民黨內的對中「慎重派」的影響力即可能隨之上升，日、中在東

海海域的齟齬是否再度導致日中關係惡化值得關注。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