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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现代日本政治的政治角色与制约其政治活动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政治动态结构
及其变化这一问题入手，从周边环境变化对其产生的影响这一角度，以政治决策中枢为对象进行分析
，剖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治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对今后日本政治的发展方向进行若
干展望。

　　本书由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对处于“55年体制”下的日本政治进行了深度分析；第二部分详细、系统地介绍了21世纪初
正在寻求转变的日本政治动向：第三部分对未来日本政治应该走向何方进行了分析与展望。

　　本书是一本系统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治发展过程的学术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
时，书中对近些年来日本首相频繁更迭等现象进行了深度分析，具有很强的实践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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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安世舟（Yasu Seishu） 译者：高克安世舟（Yasu Seishu），1935年生，政治学博士。
现任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名誉教授，曾任大东文化大学法学部及研究生院教授，并在联邦德国、英国多
所大学及研究生院兼任客座研究员；日本政治学会理事。
先后出版《现代政治学的解明》、《国家学》等几十种著（译）作。
高克，1958年生，法学博士。
现任中国东北亚开发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原日本政治学会会员，大东文化大学国际比较政治研究所副
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中国国家战略，日本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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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如果大企业也放弃长期以来坚持的“拟似大家族制”的组织原理的话，那么从企业中
被解放出来的职员就没有必要对大企业继续保持心理上的强烈的“主仆连带感”，然后他们就不得不
主动承担起维持和确保自己及家属生存的责任。
其结果，会使他们更加关注企业的存在方式，进而更加关注企业内部的民主主义。
同时在居住地也会自觉地以市民的身份参加地方自治体的政治活动，真正完成向地方政治主体的转变
。
这样，随着作为不被企业所束缚的劳动力卖方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的同时，他们也会意识到，工会不
是按照企业划分，而是按照产业划分的组织形式更加具有合理性，这样一来，就具备代表劳动者、市
民利益的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诞生的客观环境。
虽说如此，即使客观环境具备了，招募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领导者的制度目前还不存在。
而且，在现在的在野党中，民主党能否发展成为像SPD那样的政党还是未知数。
另外，现在看不到共产党能够像意大利那样推行“历史的妥协”路线，进而使其变成国民政党的可能
性。
还有就是，公明党如果不能够蜕去日莲正宗信徒的宗教政党的属性，那么与共产党同样不能够成为进
步的国民政党。
无论如何，包括或许还将出现的新的政党在内，只要在野党中的任何一个政党，能够以善待环境的经
济体制为基础，以实现和平、富裕的社会，“给予所有人类以自由与平等”的理念为新的国家目标，
毋庸说是社会民主主义目标，并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体系为纲领进行党的改组，把迅速失去生存基
础的广泛的农民和蓝领阶层以及工薪阶层，以地域和职场为单位组织起来的话，那么日本还将会开创
新的未来。
因此，民主党、社民党、共产党等在野党，他们必须认识到日本的未来只有靠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
只有为实现这样的组织重组发挥领导作用。
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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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漂流的日本政治》：日本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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