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書會以政權的時段作基本分類

本書中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

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

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

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

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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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研究學者	袁彌昌博士

與 Kenji 相識於政圈，相熟於日劇、日本政治，是圈內
少數能夠稱兄道弟的人。從以前相濡以沫、互相幫助，如今
大家都能夠相忘於江湖，不用再譽堯而非桀，實在是一件再
好不過的事。

作為評論人士，自然會留意以前 Kenji 在《信報》的專
欄，那是我每週掌握日本政壇及社會脈搏的重要途徑。從中
發現 Kenji 哈日但不媚日，觀點精闢且客觀，並且很為不熟
悉日本的讀者著想。現在把文章合編在一起，讓大家回顧日
本政局與社會近年是怎樣一路走來，正好可溫故而知新。

Kenji 有一顆回饋社會之心，卻不會趨炎附勢、顛倒黑
白，不會為個人得失而喪失原則，實屬難能可貴，雖為後輩，
但亦深感佩服。後來得悉 Kenji 自學日語、無師自通，更覺
自愧不如。

本書一定程度代表 Kenji 一個人生篇章的總結，希望他
能夠再接再厲，找到新的目標，到時候再與我們分享他的心
得。

當然我們每季一日劇、把酒把劇當歌的習慣仍須繼續下
去。

戰略研究學者 
袁彌昌博士

—政治學者	葉振東博士

得知遠深有意為過去，就日本政經發展的評論集結成
書，時間橫跨安倍晉三、菅義偉及岸田文雄三位首相時期；
作為一位長期從事兩岸關係評論的政治學者，本人實在十分
期待。本人雖然曾經多次遊歷日本，亦為津本陽筆下，《改
變日本歷史的人》的西鄉隆盛而著迷；但自問對自民黨執政
下的日本政經發展認識有限，而日本的政經發展是牽動著東
北亞局勢、中美關係，甚至兩岸關係的發展。特別是現時兩
岸關係跌至冰點，日本的政策方向，將牽一髮動全身！

眾所周知，美日、美台關係，在過去數年已踏入了一個
新的台階。無獨有偶，根據 2023 年 12 月 18 日，台北駐日
經濟文化代表處針對日本民眾進行的民調顯示，約 77% 受
訪者對台灣有親近感，65% 覺得台灣可信賴，接近 73% 認
為目前台日關係良好。相反，按 2024 年 2 月 18 日《日本經
濟新聞》最新民調顯示，接近 87% 受訪日本人感到中國是
「威脅」，約 74% 人「不喜歡」中國，只有 6% 受訪者表示
「喜歡」。兩項時間相約的調查，反映日本在中美博弈下，
民眾對兩岸的看法迥異；數據可能成為日本政府，在兩岸之
間的政策決定根據。本人相信日本在亞太地區，特別是今後
兩岸互動，仍然扮演著重要角色；遠深長期的觀察，應該有
助各位就中、美、台、日四方角力，作出立體的分析；為「長
期向好的基本面不變」口號，作出具說服力的充實。

政治學者
葉振東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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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遠深不知不覺已有 10 年，大家都是城市智庫的兄
弟。他既是城市智庫時事評論員小組召集人，更是香港少數
的日本評論員。

日本從來都是一本難讀的書。它不僅有著獨特的政治文
化，更有皇室天皇的傳統制度。遠深透過此書讓讀者認識日
本政治、經濟和軍事政策如何影響鄰近地區以及各國世界。
見微知著，相信香港可借鑒日本正在經歷的問題如少子化等
社會問題，居安思危，提早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預祝此書一紙風行，高論紛陳！

是為序。

香港理工大學持續進修學院客席講師
于承忠博士

推
薦

短
評

月旦時政本來已不容易，評析日本世局就要再花功夫，
作者兄偏偏選一條艱難之路，寫時評的同工們，包括略懂日
語的小弟，自然感受更深，更敬佩欣賞。期待各位讀者同樣
如我，會欣賞《深評東瀛》書中各篇，愈讀得深，愈有所得。

城市智庫研究員
吳家俊

作者向來對日本文化時政有所研究，他在安倍晉三、菅
義偉、岸田文雄三任日本首相任期內的重要時刻和政策措施
作出獨到觀察，尤其是對中日政經關係的精準分析，對研究
東亞的學者頗具參考價值。作者對時政界的跨地域、跨領域
研習，深入淺出，見解精闢，對不同年齡層的讀者也有體會
和啟發。我誠意向各位推薦，大家可從作者的著作當中，認
識作者寫作時的心路歷程，對世界觀和地緣政治有所思考，
作者或將成為各位讀者在國際研究觀察的啟蒙老師。

資深時事評論員
朱家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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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國際重要的金融中心，香港人也喜歡到處遊歷，
但我們對其他國家的認識卻往往集中在流行文化和吃喝玩
樂，對一些較為嚴肅的話題如歷史、政治以至國際關係卻並
不熱衷。要讓國際金融中心更進一步成為國際的大都會，香
港人需要擁有更全面的國際視野。現時中國內地興起的區域
國別研究，其實也是希望透過深入研究各個國家，讓國人能
夠擁有能夠面對未來挑戰的知識庫。

張遠深一直以來筆耕不絕，針對日本政治及文化作出深
入的評論，是香港人能夠深入了解日本的重要渠道。喜聞他
將評論結集成《深評東瀛》一書，當中包含了對日本三位首
相安倍晉三、菅義偉和岸田文雄在任期間的政策評論。我相
信這本書能幫助香港人更深入了解日本這個近鄰的政治和文
化，補足我們對這個近鄰該有的知識。

我期望有更多的評論員能夠加入區域國別的研究，對亞
洲以至世界各區域及重要國家都有更多有水準的評論及分
析，使香港人有渠道可以擴闊國際視野。最後亦要恭喜張遠
深出版《深評東瀛》一書，希望他能繼續為香港人帶來更多
對日本政治文化的高質評論，讓我們有機會持續深入了解這
個國家。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副主席
甘文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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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準備就這本《深評東瀛》時評集寫下感受之時，我
不禁回想起我自己的背景和人生旅程。作為一名擁有 3 名孩
子的時評人，我一直以來都追求著政治夢想。然而，命運的
捉弄將我引入到一個全然不同的領域，寫作和時事評論的路
途。

從一開始，我的寫作方向並非以撰寫日本的時評為主，
然而，我始終對日本充滿著熱愛。日本的文化、歷史和一切
事物都與我產生了某種特殊的連結。我從小就有機會接觸到
日本的人事及潮流風尚，這種接觸深深地影響了我對日本文
化的熱愛和興趣。我相信這一點一滴亦成為我撰寫關於日本
的時事評論的動力之一。

當我決定要將我對日本政治的觀察和看法寫出來時，我
知道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這本書的出版不僅僅是對我自己
的一次紀錄，更期望我的子女們能夠像我一樣追逐自己的夢
想，不論那個夢想是什麼。我相信，無論我們的夢想是什麼，
都應該勇敢地去追求。

在這個充滿變化和挑戰的時代，我們需要堅定的信念和
勇氣，去追逐我們的夢想並為之奮鬥。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成
為一個融合了我的個人經歷和對日本政治的觀察的寶貴資
源，為那些也追求夢想的人提供指引和啟示。

前
言

在這個旅程中，我要特別感謝我的太太。她是我生活中
的一個重要角色，為了支持我的夢想，她付出了許許多多。
她在我寫作的時候給予了無盡的理解和支持，總是鼓勵我堅
持下去。她是我堅強的後盾，是我不屈不撓的動力。沒有她
的支持和體諒，我無法想像我能夠走到今天。

最後，我要感謝所有購買這本書的讀者們。你們的支持
將使我能夠繼續追逐夢想，並將我的觀察和見解分享給更多
人。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成為啟發和激勵他人的力量，同時為
那些想移居日本的人以及想更深入了解日本的人提供有價值
的信息及資訊。

謹向我的太太、家人、朋友和所有讀者們致以最深的謝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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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與 國 際 關 係

令 和 １ 年 （ 2 0 1 9 ）

歷史衍生下來的日韓貿易戰
2019 年 8 月 8 日（信報）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情況下，國與國之間的角力往往造
成全球經濟不穩定，而且對於長遠發展更加是不可取。日韓
兩個亞洲大國在近期爆發的貿易戰，其話題性不比中美貿易
戰遜色，坊間很多人都認為日韓貿易戰的原點在於第二次世
界大戰結束時，雙方在賠償問題上所訂立的《日韓請求權協
定》。

兩國爭端	早已種下

我對此不太認同，兩國的爭端早於朝鮮日治時期已經種
下。1904 至 1907 年間，大日本帝國強迫當時的大韓帝國簽
訂 3 次不平等的日韓協約，令韓國名義上成為日本的保護國
（Protectorate），實際上就是殖民地。

在日治的 35 年間，日本採用強硬手法來管治韓國，鎮
壓多場朝鮮民族主義運動，而且更推動皇民化運動，希望
韓國人認同日本天皇及同化為完全的日本人。為了贏取韓國
人的支持，他們在朝鮮修建鐵路、醫院、學校等，短時間成

政
治
與
國
際
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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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與 國 際 關 係

功令朝鮮人的平均識字率由 1910 年的 10% 提升到 1936 年的
65%。

不過，日方想利用這種塗脂抹粉的手法來淡化各種洗腦
式活動，對於民族主義強盛的一眾大韓民族子民是絕對行不
通的。加上這種國民式洗腦活動與當年納粹黨種族滅絕沒有
分別，日本除了強制廢除朝鮮語之外，更加要求韓國人將其
韓式名字改為日式名字，在日本稱之為創氏改名。

對於韓國人民來說，日本用這種高壓方式來統治他們，
而且推行多種損害韓國人利益的政策，用意都是將其民族滅
絕；這種民族仇恨由當年已經存在，就算在 1945 年日本宣
布投降後，兩國在賠償問題上雖然成功達成共識，但對於韓
國人民心中的一道傷痕，無論時間如何流逝，都不會磨滅。

觸發今次貿易戰的導火線，正正是源於當年韓國要求日
本為其二戰期間強徵多名朝鮮勞工作出合理的賠償。這場徵
用勞工訴訟經過 13 年的爭論，最終雙方商定日本提供 3 億
美元無償援助、2 億美元有償援助和 3 億美元商業貸款，以
此解決受害者索賠問題，而韓國政府則必須放棄索賠權，這
正正是近期常見的《日韓請求權協定》中最重要的訊息。

理論上，此協定應該可以完全解決韓國提出的訴訟，但
南韓法院在 2012 年首次裁定「個人索賠權並未消失」，由
於《日韓請求權協定》中沒有涉及對二戰被日本徵用的勞
工進行精神損失賠償的問題，這正正是當年條例中的灰色地
帶。

經濟影響	南韓較大

南韓近年常受其高昂的民族主義影響，加上上文提及的
國仇家恨，令他們認為可以利用此手段來威脅日本就範，所
以在 2018 年開始，多次判決都要求當年強制徵用勞工的日
本企業「新日鐵住金」、「三菱重工」等等都必須作出個人
賠償。

對於日本來說，南韓這種行為明顯違反了當年的協定，
還有點貪得無厭，因此日本參考了美國對於中國的出入口管
制策略，對南韓實施嚴格的半導體出口限制，更於今年 8 月
2 日宣布把南韓踢出在安全和貿易友善國家的「白名單」以
作報復。

是次日韓貿易戰，對南韓的相關影響較大，由於南韓非
常依賴日本生產的半導體，限制出口，會嚴重威脅南韓半導
體產業及智能手機供應鏈。未來除了食品、木材之外，幾乎
所有對韓出口的產品都必須經由日本經產省個別審核，嚴重
影響其經濟增長。雖然南韓當地有很多罷買日貨行動及停飛
日本的航線，但這種行動對日本來說影響不大，而且日本大
部分市民對是次對南韓作出的限制行動都表示支持。

今次日韓貿易戰可以說是戰後雙方關係最緊張的時刻，
並且不會在短時間內可以解決，兩國將繼續互相攻擊來達致
其政治目的，特別在於南韓將於 2020 年 4 月舉行國會大選，
繼續攻擊日方以凝聚一班愛國選民的支持，會是南韓總統文
在寅當前首要的政治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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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政 治 與 內 閣

令 和 １ 年 – 令 和 ２ 年 （ 2 0 1 9 – 2 0 2 0 ）

令和世代的全新日本內閣
2019 年 9 月 18 日（信報）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為了在餘下任期可以順利推動不同政
策，以及延續自民黨在日本的領導地位，於本年度 9 月 11

日在內閣改組前，先進行自民黨內部人事變動，現年 80 歲
的幹事長二階俊博及政務調查會長岸田文雄雙雙留任，總務
會長由鈴木俊一接任，選舉對策委員長則由黨憲法修改推進
總部長下村博文擔任。

我認為，今次安倍用了非常保守的策略，黨中最重要的
兩個位置保持不變，在新一輪內閣改組卻起用了大量親信，
用以實現多年來的修憲目標，當中更有很多是「後安倍時
代」的候選首相。

改組內閣 19 名閣僚中，17 人被更換，另有 13 人為首次
入閣，是安倍上任以來最多的一次。調整後的名單為總務大
臣高市早苗、法務大臣河井克行、外務大臣茂木敏充、文部
科學大臣萩生田光一、厚生勞動大臣加藤勝信、農林水產大
臣江藤拓、經濟產業大臣菅原一秀、國土交通大臣赤羽一
嘉、環境大臣小泉進次郎、防衛大臣河野太郎、復興大臣田
中和德、國家公安委員長武田良太、一億總活躍擔當大臣兼
沖繩北方擔當大臣衛藤晟一、科學技術擔當大臣竹本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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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政 治 與 內 閣

經濟再生擔當大臣兼全世代型社會保障改革擔當大臣西村康
稔、地方創生擔當大臣北村誠吾、奧運擔當大臣橋本聖子。

小泉或引起內閣內訌

今次改組除了小泉進次郎這亮點之外，外務大臣河野太
郎調任防衛大臣、經濟再生擔當大臣茂木敏充轉任外務大
臣，同樣備受關注。外相及防衛大臣均由強硬派擔任，顯示
未來的日韓關係都會繼續緊張。茂木敏充多次代表日本與各
國就建立貿易關係協商，在擔任經濟再生擔當大臣期間，主
管業務包括「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美日貿易談判
等等，在過去 2 年主持與美國的貿易談判，其表現獲得安倍
認同。茂木的政治經驗豐富，在小泉純一郎年代曾任國務大
臣，分管沖繩、與俄羅斯有爭議的北方四島，現在要處理與
韓關係，對他來說應該是大顯身手的良機。

河野太郎在日韓貿易戰中的表現，以及時常在 Twitter

發放消息的行為，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現在轉任防衛大臣
繼續其強硬及敢言作風。他在 9 月 11 日的記者會上，強調
引進陸上部署型導彈攔截系統「陸基宙斯盾系統」（Aegis 

combat system）的必要性，亦有就沖繩縣宜野灣市美軍普天
間機場的搬遷問題表達其看法。

看來，河野會繼續走強硬路線，由於他由日本外相破例
調任防衛相，而且不曾擔任防衛副大臣或政務官，也並非國
防領域議員，要成功贏取防衛省及自衛隊的信任，一定要下
點苦功。

最後，當然不得不提小泉進次郎入閣，可以說是日本的
大新聞，他一向是傳媒的寵兒，加上其言論一向火辣，被任
命為環境大臣是他政治生涯的高點。

過去，他經常評論安倍的政策及唱反調，這種另類聲音
一上任又再出現，由於小泉會兼任原子力防災大臣，所以針
對核能問題時，均即時表明其廢核立場。挺核一直是安倍政
府的一貫立場，今次由內閣新貴提出廢核立場，絕對是一大
衝突，恐怕會引起新一輪的內閣內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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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和 １ 年 （ 2 0 1 9 ）

淺談日本令和時代首次選舉
2019 年 7 月 6 日（信報）

2019 年 5 月 1 日，日本進入令和時代，7 月 21 日將會舉
行第 25 屆參議院選舉，我希望用少許時間分享選舉的小知
識，方便大家了解及認識日本的政治環境。日本的政治主要
是實行責任內閣制，內閣總理大臣和內閣主要成員均由議員
組成。在日本，國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是國家唯一的立
法機關，由眾議院和參議院組成，現時眾議院有 465 名議員，
參議院有 242 名議員。

參議院是日本國會的上議院，1947 年隨著《日本國憲
法》的施行而成立，議員任期為 6 年，每 3 年對半數議員進
行一次改選，今年將會是令和時代的首次選舉。眾議院是日
本國會的下議院，最早於 1890 年隨著《大日本帝國憲法》
而成立，1947 年後則依照《日本國憲法》而改為現制。現在
有 465 席，每 4 年改選一次，但設有中途解散制度，解散機
制是內閣總理大臣（下稱「首相」）的專有大權。

雖然《日本國憲法》第 67 條規定首相須經國會決議在
國會議員中提名，即參眾兩院的議員都有機會上位；不幸的
是，在過去歷史中，參議院從未產生過一位首相，歷任首相
都是由眾議院議員出任，包括現任的安倍晉三都是眾議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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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其選區是山口縣第 4 區。雖說兩者機會都是一樣，但內
閣成員大部分由眾議院產生，所以眾議院在政治上比參議院
有更大的影響力和地位。

說回今次參議院選舉，7 月 4 日先公示候選人，7 月 21

日正式投票。今屆埼玉選區的議席從 3 席增至 4 席，並增加
兩個比例代表，除去非改選議席，選舉區的 74 席加上比例
代表的 50 席，一共有 124 席候選人競逐。參議院的選舉方
法，主要分為地方選舉區及比例代表選區，與眾議院選舉的
最大分別是，沒有雙重候選制度。

簡單來說，由於不同地方選區選出來的議席數目都不
同，如超過一個議席，就會用大選舉區制，即多議席單票
制 選 出， 在 日 本 稱 為「 單 記 非 移 讓 式 投 票 」（single non-

transferable vote）；如果只得一個議席，就會用簡單的小選
舉區制，即單議席單票制。

作為從政者，完善的選舉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可以
增加當選機會。眾議院是最代表日本民意的議會，其選舉方
式更加值得香港人學習。

雙重候選制度堪參考

雙重候選制度，即是小選舉區及比例代表制。在該選舉
制度下，每位選民擁有小選區票與比例代表票各一，共選出
289 名小選區代表與 176 名比例代表，合計 465 名。這制度
最有趣的，是候選人可以同時出現在小選區候選名單與比例

代表候選名單之中。在這種制度下，候選人一旦在單一選區
獲勝，便會從比例候選名單中剔除而順位遞補；若落選，則
可依政黨得票分配席次而「敗部復活」，香港政客那麼擔心
議席得失，我提議特區政府認真考慮這個方法。

安倍晉三所屬的自民黨，要繼續控制參議院過半數議
席，除了要同執政聯盟盟友公明黨繼續合作之外，自身都要
努力；今次 121 席改選中，自民黨佔了 68 席，公明黨已佔
11 席。

要成功保住地盤，處理社會關注議題上的取態，便變得
重要。現時，日本社會充斥很多問題，包括修改憲法第 9 條、
10 月開始的消費稅、養老金問題、國民社會保障援助、核
能問題、美國駐軍問題等等。每一項都可以影響選情。

我認為，雖然在野黨近年多次挑戰執政聯盟失敗，但他
們用不信任動議等手法，已經成功吸引市民的關注，當中以
養老金不足 2,000 萬日圓的《金融廳審議會報告書》最令市
民氣憤不安，而且副首相麻生太郎把責任推到金融廳，令市
民開始反思是否繼續支持執政聯盟。今次在野黨會否成功以
此議題挑戰自民黨的地位，大家真是要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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