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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田文雄當選自民黨總裁將持續密切的台日關係 

臺北醫學大學兼任副教授 楊志恆 

一、 岸田文雄總裁當選過程經緯 

(一）第二輪投票才產生黨魁 

    日本自民黨 9 月 29 日舉行總裁選舉，第一輪投票結果岸田文雄得

256票，河野太郎得 255票，高市早苗得 188票，河野聖子得 63票，無

人獲得過半數，由第一輪前二名岸田文雄及河野太郎進入第二輪投票，

結果岸田文雄獲得 257票擊敗河野太郎的 170票，拿下自民黨新任總裁

位置。由於自民黨目前在參議院及眾議院掌握多數席次，新任總裁將在

10月 4日召開的臨時國會上被指名為日本新首相。岸田能夠勝選主要得

助於支持高市的國會議員在第二輪投票之支持。 

（二）岸田文雄勝選的因素 

    岸田之所以勝選主要原因可以歸納為下列三點： 

（1）岸田親民及誠實的形象：根據媒體報導，岸田本身給人的

印象就是做事認真、正直、誠實，在去年總裁選舉敗選後，他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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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勤記「岸田筆記本」，內容不僅著重每月民調對自民黨的批評，

也記載了他在各地傾聽到的民意。岸田本月 17 日演講時特別展

現自己具「傾聽能力」之特質，並自許成為「認真且寬容之政治

領導人」。政治人物能夠做到這點表示對民心的投入，這是他給

人的好印象。 

（2）對自民黨黨務的改革：岸田在選前提出黨的三役（幹事長、

政調會長及總務會長）一年一任最多不得連任三次，這項改革暗

指擔任五年幹事長的二階俊博。根據 NHK每月民調，二階為民眾

不支持政府的最大原因之一，故黨內各派閥議員共鳴者甚多，也

因此當他於競選過程中提出黨務改革時二階派並不全然支持，二

階甚至於選前會見主要政敵河野。這次選舉二階派第一二輪是開

放投票，顯示派系內也有對二階不滿者，不得不開放投票。 

（3）承襲自民黨「親美反中友台」主流立場：自民黨派系對河

野標榜的改革不放心，尤其是外交方面河野親中色彩濃厚，日本

媒體便曾揭露其家族在中國做生意之資料。河野在選舉期間提出

將與中國合作，在以保守派為主流的自民黨中不僅得不到多數議

員支持，更使得派系議員在國際大環境批評中國壓制香港民主與

新疆人權之氛圍下，選擇支持岸田。 

二、 岸田文雄的外交態度 

（一） 對中國的態度 

據日本媒體報導，岸田對中政策與安倍一致，對外抱持「親美抗

中」態度，認為積極對中國實施先發制人之防衛政策，同時強化與台

灣的緊密依存關係，最符合當前日本國家安全利益，並能獲得美國的

認同，對美日同盟具有正面助益。特別是在選舉期間台灣申請加入「跨

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對此他表示歡迎，並贊成國會

應通過譴責中國侵害人權，這些舉動都是中國極力反對的。對於他的

當選中國媒體報導不多，29 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記者會上

僅表示，中方將與日本新政府負責人一道堅持兩國四個政治文件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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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和精神，開展各領域合作，願深化並朝正確方向發展兩國關係。這

是對沒有特別期待與關係的外國政治人物的制式發言。中國媒體的報

導則只引用幾位專家的說法稱，日本新內閣的外交政策不會發生本質

變化，但隨著美中討價還價的繼續，日本應該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並

尋求一條「穩定的道路」。「岸田先生在選舉期間經常發表對中不友善

言論，但他原本是一個鴿派，上任後的選舉策略並不總是走極端路線。」

這是對目前日中關係不好，期待未來會轉好的表達方式。特別是自民

黨親中派大老二階在岸田當選後雖表示將盡可能幫忙政府，但從這次

選舉過程中雙方關係冷淡來看，二階能幫忙空間應該不大。 

（二） 對美國印太戰略的立場 

從岸田過去擔任外務大臣的言行來看，其外交政策應會遵循安倍

路線，在當選總裁後的記者會中其強調「三個覺醒」，即準備保護民

主等基本價值觀、準備保護日本的和平與穩定，以及就環境等全球性

問題通過日本對國際社會做出貢獻，決心在國際社會展示日本存在，

以保護自身國家利益。基於這「三個覺醒」，日方將推動外交安全政

策以實現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從他的講話可以看出，岸田對美

國正在推動民主同盟合作的「印太戰略」不但支持，且將成為其政府

外交政策主軸。 

三、 日本新政局下的台日關係 

（一） 持續安倍親台路線 

    岸田因為安倍公開支持的高市早苗在第二輪投票時，將支持她的

國會議員票轉移給他而勝選，高市在選後也現身岸田陣營報告會慶祝

其勝選，種種舉動表示岸田將承繼高市在選舉期間與蔡英文總統視訊

會議時所提倡的政見方向，支持台灣加入 CPTPP，並延續安倍建立的

親台人脈關係。未來岸田政府親台路線應該不致於改變。 

（二） 新政局下的台日關係 

    我國外交部在岸田勝選第一時間即拍賀電，日本 NHK對此也有報

導，顯示出日本對台灣的重視。現在較為國際社會關注的台日關係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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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有二：一是兩岸都申請加入 CPTPP，身為主導國的日本岸田政府如

何處理；二是明年為日中建交 50 週年及中國主辦冬奧會，中國對此

相當重視，岸田是否有意配合再邀請習近平訪問日本，也是觀察日本

兩岸政策的指標。整體而言，過去日本經營兩岸關係時，對中國主要

是靠二階俊博的人脈，對台灣管道則是由前首相安倍直接與蔡英文總

統建立，現在二階似呈式微，安倍更為壯大，此消彼長，新政局下的

台日關係甚樂觀。 

四、 岸田政府的挑戰與前景 

（一） 即將到來的眾議院選舉 

    國際社會對岸田當選自民黨總裁並沒有太大的喜悅，主要原因是

他在 10 月 4 日成為首相後約一個月便將面臨眾議院選舉，能否如他

所預期的贏得過半席次有賴於他的努力，如果勝選，新的政局是他的

功勞，岸田政權將較為穩定。美國媒體認為岸田是戰後常見的謙虛型

日本領導人，他登頂靠的是黨內長輩支持，而不是電視上的魅力和刺

激政策。英國媒體則表示，岸田的首要任務是帶領自民黨在下屆大選

中獲勝。法國媒體將岸田介紹為「一個被廣泛認為是可靠的人，但他

是如此平庸以至於有時被認為缺乏魅力」。換句話說，歐美國家也在

觀察他能否帶領自民黨選贏眾議院選舉。目前攻擊他的主要是在野的

立憲民主黨和共產黨，認為岸田將延續前兩位首相的政策。所以這次

選舉對岸田非常重要，他除了延續自公執政聯盟穩定政局外，最重要

的是取得國內外的信任。 

（二） 內政問題堆積如山 

    對全世界而言，現在面臨最大難題是：對抗疫情與重振經濟，兩

者很難兼顧，但對政府而言必須要能同時解決。岸田在當選後的記者

會提出將大規模接種疫苗及推動放鬆管制和結構性改革的新自由主

義政策，這些政策將帶來經濟增長，但也會造成貧富差距，他呼籲通

過增長和分配的良性循環創造新的「日本式資本主義」。照實言，這

兩個問題都不容易解決，人民及企業界雖有很高的期待，但要實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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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且都要等到眾議院選舉後才會開始推出。菅義偉任期最後已逐

漸解除疫情禁令，雖是給岸田一個全新的開始，但也留下堆積如山的

問題，可以想像未來岸田的施政將是先穩定內政後開展外交，其前景

要看疫情處理成果。目前日本各界是期待的多，這對他領導自民黨打

選戰或許是利多。 

 

 

編按：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遠景基金會之政策及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