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疫情对东京都选举活动

与日本政治的影响
①

孟明铭

　　摘　要：２０２０年７月和２０２１年７月，日本东京都先后举行都知事和都议会的选举，

这也是日本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地方政治活动。两场选举皆以疫

情防控及应对为主题，从选举的过程来看，现任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不仅成功实现连

任，同时也力助其组建的都内政党“都民第一会”在不利形势下仍保住第二大党的地位。

志在重新夺回东京都控制权的自民党表现不佳，在选举中未达到原有目标，尤其是都议

会选举的结果对菅义伟政权的终结产生重要影响。此次地方选举过程表明，在新冠疫情

的影响下，日本选民普遍期待政府能够有效行使治理职能，带领国家走出困境，因此对于

政治领袖的领导能力和执政形象均提出了更高要求。日本精英阶层对此已有所反思和

回应，未来可能将进一步朝着“首相主导”下的政府权力一元化方向加快改革，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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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７月和２０２１年７月，日本东京都举行了两次选举活动：２０２０

年７月５日举行都知事选举，２０２１年７月４日举行第二十一届东京都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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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员选举。这 是 日 本 在 疫 情 背 景 下 举 行 的 两 次 大 规 模 选 举 活 动。东

京是日本的政治、经济中心和最大的人口聚集区域，地位重要，因此该选

举活动也具有超出地方政治的全国性意义，值得关注。本文试图归纳两

次选举的共同特点，在对形势总结、对选举结果分析的基础上，对新冠疫

情下日本政治所受影响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动向作一管窥。

　　一、两次东京都选举活动的共同特点

　　从 选 举 结 果 看，在２０２０年７月 的 都 知 事 选 举 中，２０１６年 当 选 都

知 事 的 小 池 百 合 子 连 任；在２０２１年７月 的 都 议 会 选 举 中，上 一 届 选

举 时 被 小 池 组 建 的“都 民 第 一 会”击 败 而 沦 为 少 数 党 的 自 民 党 东 京 都

联 合 会（以 下 简 称“东 京 都 联”）在 本 次 选 举 后 重 新 跃 居 第 一 大 党，但

是 自 民 党 及 其 合 作 伙 伴 公 明 党 并 未 获 得 半 数 以 上 的 席 位，“都 民 第 一

会”仍 为 第 二 大 党。概 观 东 京 都 这 两 次 选 举 活 动，存 在 以 下 几 个 值 得

关 注 的 共 同 特 点。

（一）如何抗击疫情及复苏经济成为选举主题

新冠疫情在全日 本 的 肆 虐 给 东 京 都 民 众 造 成 前 所 未 有 的 生 命 和 财

产冲击，因此各方 政 治 势 力 表 达 和 参 选 欲 望 较 强，都 围 绕 疫 情 应 对 这 一

主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在都知事选举中有２２名候选人参选，在都议会选

举中候选人为２４１人，均属历史最高水平。谋求连任的都知事小池百合

子打出了“东京大改革２．０———同都民们决定东京的未来”的竞选口号，

承诺将在东京都内设立东京版疾控中心（ＣＤＣ）制，提高新冠检测能力和

药物、疫苗的供给等措施，以强化东京都控制疫情的能力，对受到疫情影

响的企业、雇佣劳 动 者 和 社 会 弱 势 群 体 提 供 各 方 面 的 保 障 和 补 助，打 造

以安全防护、有效隔离、绿色环保为特点的“智慧东京”新模式等。① 由立

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日本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支持的原日本律师联合

会会长宇都宫健儿同样提出要加强医疗体制建设，并对中小企业和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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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群体提供补贴，强 化 都 立 公 立 医 院 建 设。① 由 日 本 维 新 会 支 持 的 原 熊

本县副知事小野 泰 辅 认 为，防 疫 重 点 应 放 在 对 重 症 患 者 的 救 治 上，同 时

加快推动东京经济 转 型，尽 早 走 上 灾 后 复 兴 之 路。② “令 和 新 选 组”党 首

山本太郎则鼓吹全民补贴和免费医疗教育。③

２０２１年７月的都议会选举是在东京奥运会和新一轮疫情高峰接踵

而来的背景下举行的，因 此 参 选 的 各 党 派 争 论 的 焦 点 主 要 集 中 在 是 否

如期举办东京奥运会这一关键问题上。自民 党 及 其 盟 友 公 明 党 默 认 支

持奥运会如期举办，“都 民 第 一 会”则 认 为，为 保 证 都 民 安 全，至 少 在 东

京都内应以无观众的空场方式举行比赛。合作“共 斗”的 立 宪 民 主 党 和

日本共 产 党 态 度 较 为 坚 决，要 求 根 据 疫 情 严 重 程 度 延 期 或 取 消 奥

运会。④

值得一提的是，尽 管 参 选 者“卖 力 吆 喝”，但 东 京 都 民 众 的 选 举 热 情

普遍低迷，都知事选举时仅有５５％的投票率，较上届选举降低４．７３％；都

议会投票则创下了史上第二低的投票率，仅为４３．３９％。⑤

（二）小池百合子的影响力主导选举过程

２０１６年，小池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独立参选东京 都 知 事 并 取 得 成

功，２０１７年又组建地方政党“都民第一会”，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大胜此

前执政的自民党，在日本 政 坛 掀 起“小 池 旋 风”。在 时 隔 四 年、新 冠 疫 情

肆虐后的新一届东京都知事和议会选举中，尽管选举形势和结果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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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但小池再次彰显了其突出的影响力。

在东京都知事选 举 过 程 中，小 池 优 势 非 常 明 显，其 支 持 率 在 疫 情 冲

击下逆势上涨，一直稳定在６０％左右，最终以史上第二高 的 约３６６万 张

选票、５９．７％得票率连任，位列二、三位的宇都宫健儿和山本太郎分别只

获得８４万张选票（得票率１３．８％）和６５万张选票（得票率１０．７％）。①

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小池对“都民第一会”的参选成绩更起到力挽

狂澜的作用。２０１７年该党组建时，其成员基本都是政治新人，完 全 依 靠

小池的推荐才夺得５５个议席，进而使该党成为第一大 党。２０２１年 都 议

会选举前，该党缺乏政治支持根基、执政成绩欠佳、组织管理混 乱、议 员

退党等负面信息影响，议席减少至４５席，之前的执政盟友（公明党）也转

投竞争对 手 自 民 党。民 调 预 测，“都 民 第 一 会”此 次 选 举 后 议 席 可 能 锐

减。但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都民第一会”在选举后仍保有３１个议席，

为第二大党。日本 媒 体 普 遍 认 为，小 池 在 东 京 都 的 高 人 气，特 别 是 在 投

票日前在全市范围内对“都民第一会”候选人的声援，有效影响了相当多

选民的投票意向，是该党绝处逢生的“救命稻草”。②

（三）自民党选情表现总体不佳

自民党作为执政党，其下属的“东京都联”在东京都内长期拥有较强

影响力，然而２０１６年小池百合子因“东京都联”拒绝公开推荐其竞选都知

事，遂以无党派人士参选并击败增田宽也（前总务大臣）而当选。２０１７年

的都议会选举中，“东京 都 联”自 身 也 被 小 池 组 建 的“都 民 第 一 会”击 溃，

议席从５７席锐减至２３席，沦为在野党。

自民党力图在这两次选举中卷土重来，但从结果看却未能如愿。在

２０２０年东京都知事选举中，“东京都联”为对抗小池，曾先后联系过自民

党参议员丸珠川 代、原 文 部 科 学 省 体 育 厅 长 官 铃 木 大 地、网 球 选 手 松 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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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造等与奥 运 会 相 关 的 人 士，但 他 们 皆 在 小 池 的 高 人 气 优 势 面 前 婉 拒

了，最终推举候选人一事只能作罢。① ２０２１年的都议会选举，自民党民意

调查占优，在上 届 选 举 时 背 离 自 民 党 选 择 与“都 民 第 一 会”结 盟 的 公 明

党，此次也与 自 民 党 重 新 合 作。主 流 媒 体 对 自 民 党 的 选 举 预 测 非 常 乐

观，推测在都议会１２７个议席的争夺过程中，自民党将从原来的２５个议

席大幅增加到４５－５０个议席。然而从选举结果来看，自民党 只 获 得 了

３３席，尽管超过“都民第一会”的３１席，时隔四年重新成为第一大党，但

与此前愿景相差过大。即使自民·公明联盟加起来也只有５６个议席，未

过半数，因而成为 执 政 联 盟 的 目 标 失 败。有 日 媒 一 针 见 血 地 指 出，从 选

举前后情势的落差看，自民党更像是遭到了一场意外的惨败。②

　　二、两次选举活动结果的原因分析

　　两次东京都选举结果受以下几方面因素影响。

（一）自民党执政层的形象在疫情中受损，殃及此次地方选举

尽管东京都 知 事 和 议 会 选 举 属 于 地 方 选 举 的 范 畴，与 中 央 级 选 举

（国政选举）有一 定 差 异，但 这 两 次 选 举 的 结 果 显 示，自 民 党 及 其 领 袖 自

新冠疫情暴发至今的一年多以来的执政表现，对该党在东京的选情影响

重大。

新冠疫情登陆日本之际，正值安倍晋三长期执政期间。相较其他发

达国家，安倍政权 在 面 对 这 一 空 前 灾 难 挑 战 时 表 现 尚 可，其 果 断 宣 布 全

国进入紧 急 状 态，限 制 人 员 流 动 和 聚 集，一 度 控 制 住 了 局 面。但 自 从

２０２０年５月份紧急状态解除后，疫情再次复燃，并于７、８月份形成第二

波高峰，引发 民 众 恐 慌。安 倍 在 此 过 程 中 遭 到 举 国 上 下 日 趋 激 烈 的 批

评，再 加 上 其 本 人 因 长 期 专 权 而 越 界 的 丑 闻 缠 身，以 及“森 友、加 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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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赏樱会”事件、黑川弘务延迟退休事件、河井夫妇贿选事件等负面消

息不断，种种因素叠加促使其政权支持率跌破３０％“警戒线”。在都知事

选举前，自民党高 层 已 意 识 到 由 于 举 国 对 于 首 相 的 强 烈 不 满，很 难 再 推

举出有足够分量的 候 选 人 与 拥 有 较 高 支 持 率 的 现 任 都 知 事 小 池 百 合 子

抗衡。因此决定与其同小池进行针锋相对却胜算不大的斗争，倒不如顺

水推舟，通过支持 小 池 尽 量 为 安 倍 政 权 弥 补 形 象，舒 缓 其 政 治 压 力。正

因为如此，与小池 关 系 较 为 密 切 的 自 民 党 干 事 长 二 阶 俊 博 表 示，小 池 是

“最好也最合适的人选”。尽管为顾及“东京都联”的感受，自民党中央没

有公开支持小池，但允许党员“自主投票”，实际上采取了默许的态度。①

时隔一年，在东京 都 议 会 选 举 过 程 中，自 民 党 再 次 因 领 袖 执 政 形 象

受损而“重蹈覆辙”。２０２０年９月，菅义伟继任首相后以“扎实苦干”为标

榜，一度备受民众 期 待，但 其 本 人 登 台 是 党 内 各 派 系 博 弈 妥 协 而 非 能 力

绩效的结果。菅 义 伟 在 自 民 党 内 是 罕 见 的 无 派 阀 出 身，其 主 要 政 治 盟

友———干事长二阶俊 博 也 出 自 小 派 阀，在 党 务、政 务 方 面 短 板 较 多。为

了维系个人权力，菅义伟在抗疫决策中顾虑多，失误频繁，尤其是其置民

意于不顾，为复苏经济强行在日本国内推行“ｇｏ　ｔｏ　ｔｒａｖｅｌ”旅游激励政策，

做出如期举行奥 运 会 的 决 定，反 而 使 得 日 本 抗 疫 形 势 严 重 恶 化，支 持 率

进一步下滑。面对举国上下的批判声，菅义伟为避免对选情造成不利影

响，除了在选举活 动 开 始 时 的 动 员 会 上 公 开 露 面 以 外，在 整 个 选 举 过 程

中以“专注政务”为 由 一 直 没 再 出 现 过。但 是 这 种 逃 避 的 做 法 只 会 坐 实

外界对他的负面认知，进而将对其个人的负面认知进一步扩大到自民党

身上。自民党其余领导人的失言行为，同样也令该党在民众心中严重失

分。面对反对奥运的舆论浪潮，前首相安倍晋三在选举前接受采访时公

然声称，反对举办奥运会的人是“反日分子”。这些行为引发民众强烈反

感，不少选民因此报复性地将选票投给了“都民第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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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小池百合子有效营造个人形象，左右东京政局

小池作为东京都地方长官，首先具备一定的政绩基础。在其４年任

期内，小池顺利完成了将筑地市场搬迁至丰州地区这一困扰都政府多年

的难题；大力推动 的 东 京 金 融 中 心 也 取 得 了 一 定 成 就，在 都 知 事 选 举 前

的２０２０年３月，东京的国际金融中心指数（ＧＦＣＩ）时隔多年一度回升；在

东京奥运会的筹办过程中，小池也非常积极地配合中央政府和东京奥组

委的相关工 作。小 池 的 另 一 项 优 势 在 于 政 治 丑 闻 较 少。此 前 两 任 知

事———猪濑直树和舛添要一都是因金权丑闻下台，而小池在任期内未出

现重大丑闻，大体保持住了清正的形象。

小池对于东京的防疫工作较为重视，曾数次在中央政府发布全国紧

急状态之前向东京 民 众 发 出 警 告，通 过 地 方 政 令 在 东 京 都 内 施 行“外 出

自肃”和“营业自肃”等管控措施，呼吁除了少部分生活必需产业外（如超

市、便利店、公共服务设施等），其他行业尽量停业、减少工作时间或居家

办公。① 与此同时，小池还与首相官邸积极互动，探讨中央政府发布的紧

急状态宣言在东京如何落地的相关细节，这些举动展现出了小池较为积

极的防疫态度，加强了其在选民中的良好印象。

在政绩“底色”之上，小池同时也擅长用“政治剧场”②营造形象、抬高

人气。“政治剧场”概念本来源于人类学领域③，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随

着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体的发展，触角深入社会方方面面，对于民众心

态和价值取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在此背景下，包括小池在内的

一些政治家试图利用媒体作为“舞台”进行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表演，运

用个人魅力直 接 向 作 为“观 众”的 选 民 表 达 诉 求，迎 合 并 引 导 其 价 值 取

向，博得其好感与支持，从而获取选票。小池在抗击疫情过程中，非常善

于向民众展现自己的“勤政”和“劳苦”。在疫情持续期间，小池几乎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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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事態宣言 安倍首相の狙い は“小 池 都 知 事 封 じ 込 め”か」、『週 刊 ポ ス ト』２０２０年４
月２４日。

日语原文为“小池パフォーマンス”。

金莹：《密室与剧场—现当代日本政治社会结构变迁》，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６页。



都出现在媒体前，高调展示其抗疫决心、宣传其管控措施，甚至将大量实

际上对于抗击疫情 并 无 实 质 意 义 或 完 全 没 有 必 要 以 都 知 事 名 义 发 布 的

信息，刻 意 填 充 至 知 事 的 日 常 安 排 中，因 此 被 人 讥 讽 更 像 是“政 府 发 言

人”①。事实证明，小池的这一手法抓住了东京民众关注的焦点。东京作

为高度发达的大城市，存在着大量缺乏固定组织、流动化的个体民众，在

肆虐的疫情威胁 下，这 些 民 众 的 孤 独 感 和 不 安 感 空 前 强 烈，非 常 依 赖 大

众传媒作为自己的信息来源。小池正是通过媒体的广泛曝光，在许多民

众心目中留下了“果断 实 干”“敢 作 敢 为”的 强 人 印 象。这 些 民 众 也 亟 需

获得一种政治上 或 精 神 上 的 寄 托———至 少 能 够 从 媒 体 上 看 到 政 治 家 正

认真进行防疫的 态 度———以 缓 解 当 下 自 身 的 焦 虑，因 此 也 愿 意、甘 心 充

当“剧场”的“看客”，并用选票来“买单”。

（三）参选者缺乏破局实策，民众投票意愿进一步走低

自２０世纪中后期以来，日本国势盛极而衰，逐渐陷入发展停滞及阶

层、利益固化等困境，政治家群体不仅破局乏力，而且丑闻迭出。民众对

这种局面表示强 烈 不 满，并 且 在 历 经 数 次 政 治 变 动 后，也 逐 渐 对 这 一 群

体是否有能 力 采 取 有 效 行 动、实 现 变 革、扭 转 颓 势 缺 乏 信 心，无 力 感 增

强，因此政治参与意愿持续降低。

在此次东京都地方选举的过程中，这种选民诉求与政治家主张之间

的“乖离感”依然 明 显，挫 伤 了 投 票 积 极 性。以 都 知 事 选 举 为 例，尽 管 参

选人数创下历史纪录，但除了小池等４位有主要政党支持的建制派精英

以外，此次疫情催生出了大量对各级政府和传统政治家的治理能力产生

强烈质疑、带有明显民粹主义色彩的非主流政治人物。他们提出的主张

虽然强调底层民众的权益，但其中的绝大部分人缺乏政治素养和选举经

验，过于迎合宣泄社会极端情绪，借机自我炒作谋利，提出的政见更不可

行。部分候选人是为其所属的团体宣传主张的，如传教、动物保护、减轻

消 费 税 等。还 有 一 些 候 选 人 则 纯 粹 是 自 我 宣 传 或 哗 众 取 宠，如“ＮＨ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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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①党首立花孝志参选的目的是借助选举关注度继续宣扬其批判ＮＨＫ

的论调②，候选人平塚正幸更公然宣扬新冠疫情只是普通感冒，是政府和

媒体的阴谋③。这些参选者的竞选观点呈现出碎片化、随意化特点，可信

度较低，不仅进一 步 分 流 了 在 野 候 选 人 选 票，也 令 选 民 对 所 有 在 野 候 选

人群体产生不信任感。有部分选民因此选择给小池投票，但更多的人因

此陷入茫然，丧失了投票兴趣。都议会选举也同样如此。很大一部分东

京民众担忧奥运会将带来大量输入病例和群体聚集性感染，呼吁再次推

迟或取消奥运会。但在东京都内占据主流的自民党、公明党及与之相对

的“都民第一会”所 代 表 的 保 守 阵 营，将 奥 运 会 视 作 重 振 日 本 民 族 自 信、

向世界展示日本“绝不做二流国家”决心的重要机会和舞台，皆不希望已

耗费大量资源和 心 血 的 奥 运 会 就 此 无 疾 而 终，因 而 对 此 反 应 暧 昧，始 终

不愿正式提出放弃举行。政治家群体的做法，也进一步挫伤了民众的政

治参与感和投票动力。

　　三、从此次选举看疫情对日本政治的影响

　　通过研究这 两 次 东 京 都 选 举 活 动，结 合 当 前 日 本 政 局 的 一 些 动 向，

我们似可管窥并整理出疫情对于日本政治的一些影响，有以下两方面趋

势值得关注。

（一）疫情下的日本选举 政 治 更 加 强 调 政 治 人 物 的 领 导 能 力 和 执 政

形象

一方面，疫情使 日 本 民 众 陷 入“危 机 时 期”的 恐 慌 状 态。他 们 渴 望

有强人气质的政治家执掌政权，给民众指明方向 和 希 望，采 取 各 种 强 有

力的手段带领整个国家走 出 困 境。另 一 方 面，在 当 代 日 本 的 选 举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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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党 以 反 对 ＮＨＫ为 噱 头，且 建 党 两 年 多 已 经 数 次 改 名，但 主 题 始 终 未 变，故 简 称

“ＮＨＫ党”。
「テレビ局が頭を抱える都知 事 選“ト ン デ モ”政 見 放 送」、東 京 ス ポ ー ツ ホ ー ム ペ ー 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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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都知事選挙２０２０の各候補 者 の 政 策 を 一 覧 で 比 較！」、選 挙 ドット コ ム ホ ー ム ペ 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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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政党领袖起到的作用日 渐 重 要。党 首 的 行 为 表 现 被 大 众 舆 论 所 关

注、传播和放大，越来越被等同于政党的标签。如 果 政 党 领 袖 的 政 治 形

象鲜明，且善于设置选举话题、把握选举节奏，将提 高 选 民 的 关 注 度，为

选举活动提供强大助力，即政党领袖 “人 气 值”的 高 低 直 接 决 定 政 党 选

举成绩。这两种因素在此次东 京 都 的 选 举 中 互 相 作 用，在 选 举 过 程 中

形成如下逻辑：选民们 对 于 各 方 参 选 阵 营 的 领 袖 级 人 物 在 应 对 新 冠 疫

情时的表 现 及 其 形 象 展 现 评 价 的 高 低，成 为 决 定 选 举 结 果 的 关 键 性

因素。

基于上述逻辑，我们更能进一步认识到东京都选举活动对于整个日

本政局的后续重 要 影 响。尤 其 是 在 东 京 都 议 会 选 举 后，尽 管 自 民 党“东

京都联”夺回了都 内 第 一 大 党 的 位 置，但 与 选 前 愿 景 相 差 甚 多 的 现 实 对

菅义伟政权造成了严重冲击。２０２０年９月菅义伟继任首相后，虽在内政

外交上多有“劳苦”，但 施 政 效 果 并 不 显 著，作 为 自 民 党 领 导 人 的 声 望 和

支持率持续下跌。在都议会选举前的４月举行的３场国政补选中，自民

党已经遭遇三连 败。都 议 会 选 举 后，日 本 政 坛 和 舆 论 普 遍 认 为，执 政 党

在上半年遇到的一系列选举阻力表明，菅义伟作为党的领导者在民众中

已失去支持力和号召力。①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民党内开始出现“倒菅”呼声。率先发难的是党

内中青年议员群体———当选三届及以下、年龄在４０岁－６０岁之间、政治

资历较浅的国会议员。在自民党众议院议员中，该群体人数目前已占到

近一半，约占主 要 派 阀 的１／３。他 们 认 为 自 己 在 选 区 内 的 政 治 基 盘、人

望、影响力不够坚实可靠，担心如果仍由饱受舆论诟病、形象受损的菅义

伟继续担任总裁带领全党进入２０２１年秋季的众议院大选，可能会被自己

选区内民众迁怒从而落选。因此，该群体在２０２１年９月举行的自民党总

裁选举前公开发难，敦促各自所属派阀领袖形成“换帅”意见，迫使菅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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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民党、選挙 で“負 け す ぎ”で 窮 地 菅 首 相 は『選 挙 の 顔 と し て 失 格』内 部 の 声 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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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投无路之下 退 出 总 裁 选 举。① 回 顾 菅 义 伟 卸 任 的 历 程，都 议 会 选 举

可谓一个关键节点。

（二）疫情冲击后日本政治体制是否会出现新变革，值得关注

菅义伟乃至之前的安倍晋三遭受诟病、形象受损并最终影响所属政

党选情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民众不满其面对疫情威胁时无法采取

坚决、果断而有效的手段保证公共生命安全。但是从日本政治的发展趋

势看，出现这一现象似属反常。自冷战结束后，尽管历经波折，但日本政

治体制从大体结构上，始终朝着“首相主导”的集权化方向稳步推进。安

倍晋三自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上任以后进一步采取相关措施，使得首相在决策

机制中对于行政官僚和执政党内部的干涉及影响力度达到了新高度，推

动日本政府在外 交、安 全 保 障、经 贸 等 领 域 取 得 了 一 系 列 成 果。新 冠 疫

情的来临，本应成为首相再次发挥强大指导力的机会。但在疫情处理的

实际过程中，安倍及菅义伟都没有真正发挥出核心领导作用。

日本国内有声音 认 为，这 一 现 象 的 背 后，暴 露 出 此 次 疫 情 下 日 本 首

相及中央政府在目前的政治体制内缺乏施政空间和手段，国家权力被私

权严重制约的问题。日本学者竹中治坚指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与加强

首相权势的改革相平行，日本基于新自由主义理念，重视和强化私权，改

革后政府通 过 行 政 手 段 制 衡 地 方 及 各 行 业 的 权 力 大 幅 度 缩 小，从 以 往

“上下、主从”关系 向 当 下 的“对 等、协 力”关 系 转 换。“现 行 法 律 体 制 下，

如果某地区或某行业的防疫对策出现不同步，那么中央几乎是没有什么

应对办法的”②，最 终 将 动 摇 首 相 指 挥 全 国 抗 击 疫 情 的 能 力 和 权 威。例

如，日本政府多次 明 令 餐 饮 业 应 停 止 或 减 少 营 业 时 间，但 仍 有 许 多 餐 饮

企业我行我素照常运营，成为疫情传播的主要途径。２０２１年６月－７月，

日本又一轮疫情高峰期到来，负责防疫的经济再生大臣西村康稔于７月

初再次强调这一问题，并暗示将考虑对不遵守规定的企业在经济上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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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中堅·若手で高まる不満、役員人事も『小手先だと国民にばれている』」、読売新聞ホ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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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结果引发餐饮 业 和 金 融 业 等 对 政 府 的“滥 用 权 力”表 示 强 烈 抗 议，

迫使西村和菅义 伟 不 得 不 先 后 出 来 道 歉 灭 火。① 这 也 成 为 七 八 月 份“德

尔塔”型新冠病毒在日本扩散的重要原因之一。

针对该问题，日本 国 内 理 论 界、政 界 已 出 现 较 为 明 显 的 改 革 动 议 苗

头，要求进一步强化 以“首 相 主 导”为 目 标 的 中 央 政 府 的 集 权 化 趋 势，应

对国难。如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校长田中明彦指出，此次疫情暴露出日

本在国家动员能力上存在体制性缺陷，未来为应对各种可能类似的紧急

事态，应该有条件地效仿二战前的战时动员体制，提高国家行动力。② 前

首相安倍晋三也表示，“为了国民的生命安全，应该对于有必要限制私权

的地方进 行 明 确 限 制”，要 求 对 宪 法 当 中 的 进 行 紧 急 事 态 条 例 进 行 修

正。③ 日本国内舆论 也 出 现 类 似 动 向，根 据 日 本 经 济 新 闻 的 舆 论 调 查 显

示，有７７％的受访民众认为，各政党有必要对修宪问题进行 讨 论。该 社

评论认为，造成这一动向的主要原因是不少社会团体和民众认为有必要

讨论是否在宪法内加入限制私人权利的紧急事态条款。④ ２０２１年９月自

民党举行总裁选 举 辩 论 时，尚 为 候 选 人 的 岸 田 文 雄 和 高 市 早 苗 都 认 为，

应该考虑修 改 现 行 法 规，在 遇 到 诸 如 疫 情 这 样 的 紧 急 状 况 时 赋 予 政 府

“完全封城”等权限以强化国家的行动力，并因此对相关私权加以限制。⑤

可以预见，后疫情 时 代 日 本 政 治 体 制 可 能 会 由 之 产 生 更 大 变 化，这 一 动

向会产生何种后果，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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