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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二战”后的现代议会制民主国家中，唯独日本维持了保守政党长期执政的局面。
其实，这种体现到政党体制上的保守派优势，只是其整个政治结构中的一种表象。
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初自民党“一党优位体制”崩溃后，日本的“政治总保守化”现象反而更加明显
，如何从根本上把握日本的这种政治现实，把研究方向从对日本政局的微观认识转向对保守政治体制
的宏观把握，是摆在中国的日本研究者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本书的研究对象就是战后日本的“保守政治体制”。
所谓“保守政治体制”：是在战后民主化改革所奠定的民主、宪政的前提下，融合了日本固有的保守
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而实现的政治运行方式。
它既反映了日本在战后冷战环境中所面对的历史现实，也面临着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变
革压力；它在实现政治稳定和社会统合的同时，也存在难以迅速对应环境变化的体制滞后性。
总体上看，它是一种具有较强“包容”能力的政治体制；但同时也表现出保守的政治取向和保守的行
为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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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战后日本的“保守政治体制”,通过对战后日本保守政治发展历程的考察来探讨
日本政治体制的保守性、运作机理及其变化取向。
本书的基本观点是：日本战后保守政治体制是日本历史与现实结合的产物，其保守性主要来自于两方
面：保守的政治取向和保守的行为取向，前者为日本政治的发展规定了方向性，后者为日本的政治体
制提供了较强的自身稳定功能和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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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日本战后保守政治体制的历史沿革第一节战后改革与保守政治的起点1.1.1战后保守政治体制的
制度基础：“新宪法体制”美国占领日本后，出于自身的战略需要，对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
、社会改革，确立了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制度，这是日本战后保守政治体制发展的制度基础。
发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波茨坦宣言》是反映反法西斯盟国对日占领政策的第一个公开文件，
它超越了对战败国进行军事惩罚和战争赔偿的既有框架，创造性地提出了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造的基
本构想。
其中心意思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确立对基本人权的尊重，二是确立民主的政治制度。
1945年9月22日，美国公布《战后初期的对日政策》，确定对日占领的最终目的：（1）通过非军事化
和排除军国主义势力的方法，使日本不再成为美国及世界和平的威胁；（2）建立尊重基本人权和自
由的民主的政治体制。
用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的话来说，就是要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来防止日本再次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
，“根本思想是预防未来的日本侵略，解除军备，进行直接预防；建立一个具有不发动侵略战争精神
的政府，进行间接预防”。
基于上述目的，美国以盟军总司令部（CHQ、简称“盟总”）的名义发布了一系列民主化指令，对日
本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等进行了广泛的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改革，其中，于1946年公布、1947年5月
正式施行的《日本国宪法》是诸项改革的集大成者，它所确立的“新宪法体制”，成为日本战后国家
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新宪法的基本精神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国民主权的确立；二是对人权的全面保障；三是放弃战争、
不保持战力、否认交战权的“不战条款”。
它所体现出来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政治理念，给日本的战后政治体制带来了明确的转换：1.“国
民主权”原则的确立1898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又称明治宪法）虽然在形式上采取君主立宪制的
政权组织形式，但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
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等，天皇集所有国家权力于一身，同时也是全体国民道德的归宿，这实际上
是带有封建性质的“绝对天皇制”。
对天皇制的改革也是战后民主化改革的关键环节。
1946年元旦，昭和天皇发表“人间宣言”，首先从自身否定了天皇是现身神和日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
族的神话，随后，新宪法在保留天皇制的前提下采取了“象征天皇制”原则，规定“主权属于国民，
⋯⋯国政源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
宪法前言）；“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
意志为依据”（宪法第1条），天皇只有行使有关的国事行为而无国政的权能，并且“关于国事的一
切行为，必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宪法第3、4条）。
这样，在主权归属的国家构成原理上，日本的国家性质发生了本质变化：由战前的“绝对天皇制”转
变为“象征天皇制”，由“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主权”转变为“天皇为日本国民统合象征”的“
国民主权”，战前对国会起支配作用的“国体思想”也为提倡个人自由的新价值观所代替。
在战后不断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演变过程中，天皇的象征地位和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具
有不可逆性，这是我们对日本战后政治体制展开分析的最基本的制度前提。
2.议会内阁制的确立在明治宪法体制下，天皇拥有最高统治权，下设由元老和重臣构成的枢密院；内
阁仅是天皇的辅弼机关，内阁总理经元老或重臣的提名由天皇任命，虽有组阁权，但他和内阁大臣同
时直接向天皇负责；天皇拥有军队的最高统帅权，军队也直接向天皇负责，内阁总理在组阁时如果得
不到军队的支持并推荐阁僚就无法组阁；此外，元老、“御前会议”等超宪法权力机构的存在，也使
得日本战前的明治宪法体制具有政治权力多元化的特征。
议会的地位就更加退后，它仅是天皇的“协赞”机关，并分设贵族院和众议院，贵族院议员为天皇“
敕选”，其地位优先于众议院；众议院议员虽为选举产生，但选举权仅限于成年男子，早期还有财产
、纳税方面的限制。
新宪法、《内阁法》（1947年1月31日）、《国会法》（1947年3月19日）、《选举法》（1947年3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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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等一系列法律的出台，使日本在制度上按照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建立起现代议会内阁制。
新宪法明确规定，“国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唯一的立法机关”（第41条），“行政权属于内阁
”（第66条），“内阁行使行政权，对国会负连带责任”（第66条）。
议会由众参两院组成，全部由公选产生，取消了具有深厚血缘、身份等封建色彩的贵族院，众议院在
组阁、预算审议、批准条约、提出不信任案等方面具有优先权。
这表明，议会至少在形式上成为统合国民政治意愿并进行决策的最高机关，内阁基于议会的信任而存
在，由议会产生内阁总理大臣并负责组阁，获得支配政府机构的权力。
这表明，议会成为各派政治势力进行角逐的直接场所，在议会中获得足够多的议席也是获得政权的先
决条件。
3.官僚行政制度的改革行政制度改革的核心理念是分权和民主化。
到战争结束时，日本的中央政府共有12个省，即外务省、内务省、大藏省、陆军省、海军省、司法省
、文部省、大东亚省、厚生省、农商省、军需省、运输省，这些部门的设置高度体现了日本军国主义
的对内控制与对外扩张的国家功能。
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的中央机构实现了大规模的重新组合与分割，大本营、陆军省、海军省、军需
省等军事职能机构以及内务省、大东亚省等对内专制和对外殖民的统治机构被撤销，新设总理厅（后
改为总理府）和宫内府（1947年5月3日）以及劳动省（1947年9月1日）、建设院（1948年1月1日，后改
称建设省）等经济管理、协调部门。
1949年以后，为恢复战后经济，加强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指导，还增设了若干重要的经济部
门，如通商产业省（原商工省）、邮政省、电气通讯省（原递信省）以及地方自治厅等。
这一中央省厅设置的基本框架一直延续至21世纪初。
设立于1873年的内务省是日本战前对内统制的核心。
“它总揽全国地方行政、议员选举、警察、监狱、宗教、社会、出版、通讯、国有财产等各种国内行
政事务，是天皇专制政体的一大支柱和法西斯统治的得力工具”。
1947年12月31日，内务省被正式撤销，其职能被分散至自治省、警察厅、建设省、厚生省、劳动省、
外务省、法务省、通产省、农林省、邮政省、运输省、文部省等12个省厅。
内务省的撤销，对日本战后官僚行政制度的改革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它的解体及权力分散，是从国
家权力运用上对“国民主权”原则的确认，为日本政治体制由高度集权向分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
。
与此同时，在日、美双方的合作下，也开始了对日本官僚人事制度的改革。
随着《国家公务员法》（1947年10月27日）、《地方公务员法》、《国家行政组织法》（1948年7月10
日）等一系列法律的出台，战前的天皇专制官僚制度被现代公务员制度所取代，“天皇的官吏”转变
为“国家公吏”，“日本进入了科学的和民主的资产阶级文官制度时代”。
4.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战前日本是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虽然较早就开始实行地
方自治制度，但只是一种严密中央集权体系下的地方自治，是把“官治”与“自治”相结合、通过基
层“自治”来实现“官治”目的的地方自治制度。
战后新宪法第八章专门规定了“地方自治”的内容，“关于地方公共团体组织及运营事项，基于地方
自治之本旨，用法律规定之”（第92条）。
1947年4月17日公布的《地方自治法》也在宪法原则下，对地方议会、地方行政、国家与地方关系等问
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建立了日本战后地方自治制度的基本框架。
“其意义，不仅对地域居民参与地方自治体的组织和运营提供了宪法上的保证，更重要的是明确区分
了对全体国民社会承担责任的中央政府和对地域社会承担责任的地方政府，并把两者之间的相互制衡
作为实现民主政治的政治原理之一”。
也就是说，日本战后建立起来的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仅要实现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在“功能
”上的制衡，也要通过政治权力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分割，实现在“空间”上的制衡。
这是单一制国家中，国家根本大法对地方自治地位所给予的最高法律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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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3年9月，我进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攻读日本政治史方向的博士学位。
这几乎是一种“混沌”的开始：我的本科专业是日本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攻读的是经济学，无论是历
史方面还是政治学方面的学术根底都相当欠缺；而且，由于自身工作条件的限制，只能选择在职学习
的形式，在别人看来似乎是最平常的学分课程就已经让我有不胜奔波之叹。
可以说，是心底一点朦胧的求知欲和年过而立却希望再次挑战自我的一点冲动推着我走进了日本研究
院的大门。
在四年的学习时间里，我对日本战后历史和战后政治的一些粗浅的理解和想法慢慢地“成长”为我的
博士论文：《日本战后保守政治体制研究》。
本书即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应该感谢恩师王振锁教授。
对我而言，恩师既师亦长，既是我在学术上的启蒙者和指导者，也以一个长者的慈祥和关爱鼓励着我
从事学习和研究，他宽容而又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关键问题上的一两句点拨，都使我受益终生。
恩师的信任和期待，是推动我继续相关研究的无声动力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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