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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G

毕振山

近期日本多项民调显示，日本首相岸田

文雄的支持率已经跌入 20%以下的“下台水

域”，但岸田文雄拒绝辞职。有分析人士指

出，岸田执政以来接连陷入内阁丑闻和“黑

金”丑闻，日本经济也饱受通胀之苦，导致其

执政的“黄金三年”并没有出现。随着 9月自

民党总裁选举日益临近，岸田政权也将承受

更大压力。

日本《每日新闻》6 月 22 日至 23 日进行

的民调显示，岸田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17%，较

该机构上个月的调查下降了 3个百分点。这

是该机构民调中岸田内阁支持率连续 12 个

月处于 30%以下。在日本政坛，支持率低于

20%一般被认为是“下台水域”，即内阁有下

台的风险。

无独有偶，日本共同社 6 月 22 日至 23 日

进行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岸田内

阁的支持率为 22.2%，不支持率为 62.4%。针

对“希望首相岸田文雄继续执政多久”这一问

题，仅有 10.4%的受访者希望其在 9月自民党

总裁选举中连任并继续执政，36.6%的人则希

望其尽快辞职。

此外，日本《朝日新闻》近日发布的民调

显示，岸田内阁的支持率为 19.1%，是 2012年

12 月以来自民党历届内阁支持率最低值。

日本富士新闻网的民调则显示，81.5%的受访

者不希望岸田连任首相。

种种民调显示，岸田内阁的支持率已经

跌至最低谷。在此情况下，日本在野党在 6

月 19 日举行的国会辩论中敦促岸田解散众

议院、提前选举，但是岸田予以拒绝。岸田表

示，他接下来“必须履行作为自民党总裁的责

任，重铸公众对政治的信任”。在野党当天提

交的对岸田内阁的不信任动议，也因为自民

党及其执政盟友公明党在众议院占多数而遭

否决。

实际上，岸田政权支持率低迷已经持续

一年多。岸田 2021年 10月上台之初，支持率

超过 50%，日本舆论猜测岸田可能会迎来执

政的“黄金三年”。然而事与愿违，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爆发，全球能源价格随之上涨，日

本的通胀率也因此不断攀升。2022 年 7 月，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引发自民党

内部不稳。当年 8 月，岸田进行任内第一次

内阁改组，以平衡自民党派系势力。

2022年 10月至 11月，岸田内阁多名阁员

因卷入丑闻而辞职。岸田的长子也被曝出在

首相官邸举办私人派对。此外，岸田的多项

国内政策如“个人编号卡”等也引发争议。岸

田的支持率从此开始走下坡路。

2023年 9月，岸田任内第二次改组内阁，

希望通过人事革新提振支持率。但改组后进

行的民调显示，多数民众仍然对岸田内阁不

满。当年 10月底至 11月，岸田内阁再次陷入

丑闻，3 名官员相继辞职，岸田的用人能力遭

到广泛质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也是从 2023年 11月

起，自民党被曝出存在政治“黑金”。丑闻迅

速蔓延至自民党内的“安倍派”“二阶派”“岸

田派”等多个派系。岸田文雄为自保，先是通

过改组内阁将卷入“黑金”丑闻的派系阁员和

官员清洗，后来又带头解散“岸田派”，其他主

要派系随后也跟进解散。

与连绵不绝的政治丑闻相伴随的，是日

本经济增长乏力和岸田政权的无计可施。

岸田上任之初，曾提出要构建“新资本主

义”，实现“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还提出

了“令和版收入倍增计划”等概念。然而在

2023 年，日本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被

德国反超，跌至世界第 4位。

今年 5 月，日本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同比增长 2.5%，连续 26 个月达到或超

过日本央行设定的 2%通胀目标。受通胀影

响，截至今年 4月，日本实际工资收入已经连

续 25 个月同比减少。今年第一季度日本实

际 GDP环比下降了 0.5%，占日本经济比重二

分之一以上的个人消费环比下降了 0.7%。

为刺激经济，岸田曾在 2023年 11月提出

高达 17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不久前他

又宣布将以 2030 年为时间节点，制定“经济

财政再生计划”。就在 6月 21日，岸田又在记

者会上表示将进行政治改革，同时将推进形

成成长型经济，今年秋季将大力推动民众工

资形成实际上涨。为应对通胀，还将采取能

源价格补助、对低收入人群进行资金补助等

举措。

有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当前的通胀与日

元贬值有关，在日美利差不变的情况下，日本

恐怕很难扭转当前高通胀、低增长的局面。

而相关民调也显示，不少日本民众对岸田的

经济政策不抱期待。尽管如此，由于自民党

及公明党掌控众议院，当前的低支持率并不

能威胁岸田文雄的执政地位。

不过，自民党总裁选举将于今年 9 月举

行，如果届时自民党“换帅”，那么日本首相也

将“易主”。据日本媒体报道，自民党前干事

长石破茂、现干事长茂木敏充及日本经济安

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等人已经蠢蠢欲

动。在日本媒体关于下一任首相人选的民调

中，石破茂、小泉进次郎、河野太郎的支持率

也都领先岸田文雄。

作为一名曾长期担任外相的首相，岸

田习惯于利用外交表现来为自己加分，此

前他曾通过举办七国集团广岛峰会来挽回

一定支持率。就在最近，岸田曾赴意大利

出席七国集团峰会，7 月初他还计划去参加

北约峰会。岸田很可能会谋求在外交和内

政上有所作为，毕竟，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

多了。

岸田执政前景堪忧

新华社记者 徐永春

百年来，人文交流在中法两国交往中发

挥着桥梁作用。日前，中法两国教育部门在

巴黎共同举办首届中法教育发展论坛，重温

教育交流佳话，总结教育合作成果，开启交流

合作新篇章。

法国是最早与我国开展教育交流的西方

大国之一。从 150年前法国人士参与建设福

建船政学堂，到上世纪初中国青年赴法负笈

求学，再到如今中国一些高校内保存的法文

教材和法式洋房，中法教育交流合作留下诸

多珍贵的历史印记。

20 世 纪 初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医 学 院 前

身——震旦大学医学院成立，以法国医学教

学模式培养人才，培养出王振义、邝安堃等一

批名医大家。1964 年，中法两国正式建交

后，当时的上海第二医学院即今天的上海交

大医学院开设首届临床医学法语班。

去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期间到访中

山大学。中山大学的前身——国立广东大学

曾参与筹备里昂中法大学，后者是近代中国

在海外设立的唯一一所大学类机构。此外，

20世纪 80年代，中法两国政府在武汉大学试

点开设中法数学班，培养了一批数学顶尖人

才；1999 年，同济大学与法国国立路桥学院

签约成立中法工程和管理学院。

本世纪初以来，中法两国通过深化合作

办学，使教育交流再上新台阶。据中国教育

部提供的数据，目前，两国高校举办本科以上

层次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69个，涉及清华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等 50余所中国高校和法国

巴黎中央理工大学、巴黎第一大学等 60余所

法国高校。

中国积极借鉴法国工程师教育的先进

经验，双方合作创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法

工程师学院、中山大学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

院、上海交通大学巴黎卓越工程师学院等多

所学院。

法国是欧洲较早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

系并由国家制定教学大纲的国家。法国目前

建有 18 所孔子学院和 1 个孔子课堂，法国国

民教育部汉语总督学易杰说：“中文已成为法

中友谊的载体。”目前，在许多中国高校开设

有法语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点。

中方官员在巴黎举办的中法两国教育发

展论坛上表示，中法两国有着悠久的合作历

史和深厚友谊，教育合作是双方人文交流的

重要部分。为积极落实中法两国元首达成的

共识，中法双方将深化教育交流与合作，促进

学生平衡流动，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以及产

业合作等方面拓展合作前景，为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共同寻求科学解决方案。

法国高等教育和科研部长西尔薇·勒塔

约说，过去一年来，双方高校合作和高层次人

才交流蓬勃发展，高度的合作热情体现了共

同的愿景。今年是中法建交 60 周年和中法

文化旅游年，这为两国加强教育合作提供了

契机。法中教育界将携手搭建桥梁，促进均

衡互利的交流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

球性挑战。

日前，中法相关高校与科研机构签署一

系列合作协议，涉及基础科学、前沿科技、人

才交流等方面。

武汉大学教授、武汉大学中法人文交流

研究中心主任王玉珏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

法作为东西方两个文明大国，在长期的教育

交流中，每一次的相遇与碰撞都迸发出巨大

的能量。

复旦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张

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今世界面临诸多新

挑战，中法教育合作在应对全球性问题、培养

新一代人才方面具有广阔前景，将造福两国

人民。

（据新华社巴黎电）

中法教育交流合作开启新篇章

据新华社基加利电（记者吉莉）以“推动中非农业合作高

质量发展的实践与未来”为主题的研讨会 21日在卢旺达首都

基加利举行。来自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官员、企业代表等探讨

如何加强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以应对非洲大陆在粮食安全

方面面临的挑战。

卢旺达农业和动物资源部长伊德丰斯·穆萨菲里在研讨

会上致辞时强调，不仅卢旺达需要更多粮食，整个非洲大陆也

面临同样的需求。他表示，与中国的合作为解决非洲粮食危

机提供了宝贵机遇，他期待中国进一步加大对卢旺达农业领

域的投资。

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在视频致辞中表示，粮食

安全和农业发展始终是中国和非洲最关注的领域之一，始终

是中非合作的优先方向。中非经贸合作快速发展，中国不断

扩大对非农产品市场开放。“卢旺达的干辣椒和咖啡，肯尼亚

的牛油果，贝宁的菠萝等，丰富了中国消费者的‘菜篮子’‘果

盘子’，充实了非洲朋友的‘钱袋子’。”

中国驻卢旺达大使王雪坤表示，发展农业对人民生活和

国家发展至关重要，中国愿与非洲国家分享宝贵经验，支持非

洲农业现代化进程。

托尼·布莱尔全球变革研究所驻卢旺达副主任兼高级顾

问托尼·恩桑加尼拉在发言中表示，非洲在提高农业产量方面

有很多可以向中国学习的地方。中国在农业技术、资源管理

和政策支持方面的成功经验，可以为非洲提供宝贵借鉴，帮助

非洲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和粮食安全。

中非农业合作研讨会在卢旺达举行

据新华社里斯本6月23日电（记者赵丹亮）葡萄牙波尔

图市副市长阿劳若日前表示，葡萄牙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

文化和情感渊源，双方经贸合作有很大发展空间。

阿劳若在波尔图举办的一个活动上说，中国是葡萄牙在

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葡萄牙是欧洲人均接收中国投资最多

的国家之一，两国贸易和投资合作仍有很大增长空间和发展

潜力。双方应在数字产业、绿色经济、可再生能源和健康产业

等领域加强合作，葡萄牙在这些领域拥有人才、知识、技术和

创新优势。

中国驻葡萄牙大使赵本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杨万明发表主题演讲，回顾了中葡建交 45 年来相互尊重、互

利共赢的友好交往史。澳门驻里斯本经贸办事处主任加沛

儿、横琴经济发展局局长李子蔚分别介绍了澳门回归中国 25
年来取得的成就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为中葡经贸合作带来

的新机遇。

葡萄牙官员：葡中经贸合作有很大发展空间

据新华社伊斯坦布尔电“无名无款，只此一卷；青绿千

载，山河无垠。”舞蹈诗剧《只此青绿》22日晚在土耳其伊斯坦

布尔市中心的阿塔图尔克文化中心精彩落幕时，现场观众纷

纷起立喝彩，掌声经久不息。

《只此青绿》此次来到土耳其是其全球巡演的一部分，也

是在伊斯坦布尔的首演。这部舞蹈诗剧采用跨越时空的结

构，展现一位现代故宫研究员走入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年

轻创作者内心世界的故事，借助绿衣舞者们的高耸发髻和婀

娜身段，描绘出连绵奇骏的山峰，重现美好的山水画卷。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刘少宾在首演仪式上致辞说，这部舞

蹈诗剧传递出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也蕴含着中土

文明重视传承、敬畏自然、感恩生命的共同理念。相信《只此

青绿》演出必将在中土两国人民中产生强烈的文化共鸣，成为

两国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的新亮点。

土耳其跆拳道运动员穆罕默德·波拉特在演出结束后对

记者说，精彩的表演仿佛把他带回到去年成都世界大学生夏

季运动会开幕式。《只此青绿》的演员们用行云流水般的舞姿，

把诗剧演绎得精彩绝伦。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精彩亮相伊斯坦布尔

据新华社北京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

报道：北半球进入夏季后，多个国家和地区出

现极端高温、暴雨洪水等灾害，造成大量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民生受到严重影响。

连日来，高温席卷美国多地。在美国西

南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已有至少 6 人因

高温死亡。本周，菲尼克斯气温最高达 46摄

氏度；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 21日最高气温

接近 38摄氏度。

据美国媒体报道，异常高温扰乱了美国

数百万居民的生活，多地停电让民生更加艰

难。密歇根州居民乔迪·德鲁沙家已经停电

两天，冰箱里的食材都坏了要扔掉。屋里很

热，她和家人睡在相对凉快的地下室，想吹空

调和给手机充电，只能去车里。

欧洲地区也继续被高温“炙烤”。罗马尼

亚气象部门 21 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罗南

部，包括首都布加勒斯特，本周最高气温或高

达 39 摄氏度。高温天气将导致交通限制时

间延长、火车延误等。

克罗地亚南部达尔马提亚地区 21 日发

生大面积停电，包括该国第二大城市斯普利

特、第三大城市里耶卡、热门旅游目的地杜布

罗夫尼克都受到了严重影响。据克罗地亚媒

体报道，高温导致用电量激增，电网过载发生

崩溃。

大面积停电严重影响斯普利特等城市居

民生活。21日，斯普利特最高气温达到 40摄

氏度，而人们却无法使用空调或冰箱，供水也

受到影响。停电还导致交通信号灯熄灭，斯

普利特等地的交通一度瘫痪。

波黑电力系统 21日下午也陷入瘫痪，导

致波黑大部分地区停电数小时，据悉，原因也

是电网过载。

阿尔巴尼亚气象部门预计本周末高温

天气仍将持续，每天最高气温接近 40 摄氏

度，但自下周起气温将逐步回落。虽然 21日

发生停电事故后，经过抢修已恢复供电，但

随着持续高温，电力系统将持续处于高负荷

状态。

北马其顿气象部门 21 日提醒市民提防

蛇类，由于近期在首都斯科普里与奥赫里德

接连发生两起蛇类咬伤事件，当局提醒市民

高温会引发蛇类行动异常并在人口聚集区出

没。此外，近期高温也导致出现极端天气的

可能性增加，气象部门 22 日发布了暴雨预

警，预计 23 日斯科普里一带可能出现暴雨、

大风等恶劣天气。

埃及气象局预报，到 26 日前后，埃及大

部分地区白天气温将超过 40 摄氏度。在首

都开罗，预计 25 日最高气温将升至 40 摄氏

度，而在南西奈省，25 日最高温预计将达到

42摄氏度。

埃及气象局预报和预警中心主任马哈茂

德·沙欣表示，埃及近期气温上升幅度高于正

常水平。“热穹顶”效应等因素导致今年热浪

持续时间比平时更长，过去仅持续 4 到 5 天，

而今年达到 10到 14天。

孟加拉国连日来持续强降雨，导致河流

水位上涨，东北部地区大片土地被洪水淹没，

洪水还对民宅、农作物、道路等造成广泛破

坏。锡尔赫特地区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洪

水袭击了该地区至少 136 个市镇和村庄，超

百万人受灾。

孟电力部门发布公告说，由于持续洪水，

锡尔赫特地区变电站、输电线路、变压器和电

线杆被严重破坏。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孟加拉国代表在一

份声明中说，孟加拉国东北部洪水已造成

77.2 万名儿童受灾。其中，锡尔赫特地区超

810所公立学校被洪水淹没，近 500所学校被

用作临时避难所。

韩国行政安全部 22日将济州岛、全罗南

道、庆尚南道等地区的暴雨警报级别从“关

注”提升至“注意”，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及时做

好事先管理及疏散引导工作。

高温“炙烤”北半球 多国受灾影响民生

近日，演员在美国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表演芭蕾
《叙事曲》。

中国中央芭蕾舞团近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
术中心上演著名华裔编舞家吴诸珊的芭蕾作品《叙事曲》。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中央芭蕾舞团在美上演芭蕾《叙事曲》

这是近日在德国慕尼黑拍摄的 2024年欧洲国际太阳能
展现场。2024年欧洲国际太阳能展于近日在德国慕尼黑举
行。作为世界太阳能产业的重要展会，今年展会吸引了近
1000家中国企业参展，数量超过东道主德国。

新华社记者 李函林 摄

德国慕尼黑举行2024年欧洲国际太阳能展

由中国青建集团股份公司承建的莱索托莫塞公路项目竣工
交接仪式近日在该国哈马特拉利举行。

▼近日，在莱索托哈马特拉利，莱索托贸易和工商业发展大
臣莫凯蒂·谢利莱在莫塞公路项目竣工交接仪式上致辞。

新华社发（中国青建集团股份公司供图）

中企承建的莱索托莫塞公路
完 成 竣 工 交 接

▲这是近日拍摄的莱索托莫塞公路。 新华社发（中国青建集团股份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