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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太平洋战争中期开始直到极近的时期，在其间的约10年中，我多少以日本官僚制为主题撰写了一些
论文，本书就是选取了其中的一部分而编成的。
在收录论文之际，我对旧稿也大加增添。
特别是前篇的第一和第三篇论文，在量上增加了约两倍，其他的论文也大遭本人斧钺。
不言而喻，将过去的论文原样保留的话，其本身便会展示漫长的学问研究过程中的每一时期的里程碑
，我不是不知道这一意义的，但我竟然敢于尝试如刚才说的那样大加增添是有我本身的理由的。
即，理由之一是这些论文的对象是不停地、恒常性变化的现实政治和行政的各种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制定了新宪法而带来划时代的变化自不待言，而再看看宪法制定后仅数年间，日
本便进行了令人瞠目的制度改革和废除，为此，在各个主题的撰写时期和收录论文的现在之间，在作
为对象的制度方面产生了很多差异。
旧稿中批判、指出的不少缺陷或长处，现在已被改革或被消灭了。
因此，旧稿或者已然陈腐，或者对必须进行新批判的部分，为适应现状，尽量收纳其后能参照的资料
。
理由之二是由于我个人的原因，因为所有的原稿总是在交稿期限到来之际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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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辻清明先生的论文集成，分前后两篇，主题均是解析、论述日本近现代官僚制的学术论文和对
现实官僚制的制度或时事的批评或建言。
前篇学术论文(五篇文章)，后篇时论(七篇文章)，但这种区分方法过于粗糙，再说，理论和应用其实
是一体的。
因此，我们将之归纳整理，按各个论述主题与其理论结构的前后关系分别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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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地方自治法虽然经过1947年12月的第三次修改（第1次国会）、1948年7月的第四次修改（第2次
国会）、1950年5月的第五次修改（第7次国会）等重要修改，但由于这一法律的出现，其后日本的各
种地方团体失去了曾经有过的各自的法规，均被这一个新地方自治法所限制。
不言而喻，这一法规的形式上的单一化不过是表示该法是继承旧法规很多条款的工艺品，绝不意味着
是集大成者。
因为在以前日本的地方自治制中，和地方团体类别的差异相对应，分别存在着固有的法规，正是这一
事实反映出官僚制对地方团体施加的约束之严厉。
即如町村那样，和从下级的地方团体向市府县道都的上级地方团体上升的阶段相应，这些自治团体越
来越具有浓厚的官僚制的行政机关的性质，同时相反的，下级地方团体由于这累积的上级地方团体而
背负着更加复杂和加重的约束。
换言之，正是日本地方团体法规的多元存在才成为测量对地方自治团体的官治浓度的晴雨计。
如果这样想来，那么地方自治法将这些多元的法规纳入自身而一元化是有极其重要的制度史上的意义
的，其结果是日本的地方团体不问上下级。
小的从一村落，大的到东京都、北海道，且不论技术上的差异，在其本质上是一律享有相等的近代自
治权的。
如上所述，由于自治法的出现，日本的地方团体在制度上从以前的集权的官僚制约束中被解放为分权
的自治的世界了，但却面临着重新调整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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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官僚制研究》：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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