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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们的夏天》

内容概要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的经济在六十年代迎来复苏和发展的新契机。作为全国经济指导
部门的通商产业省，有一批以“无定时、无定量”为目标工作的精英官僚。《官僚们的夏天》描述的
正是以风越信吾为首的精英官僚为争取民族产业振兴与其他省部、省内“通商派”激烈斗争以及省内
人事争论的故事。
本部小说曾两度改编为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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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们的夏天》

作者简介

原名杉浦英一。1927年出生于名古屋。东京商业大学理论经济学毕业，后在爱知学艺大学攻读研究生
并留校任教。1957年开始文学创作，以“经济小说”闻名。代表作有《输出》、《日本银行》、《火
红的落日》等。国内翻译出版的有《官僚们的夏天》、《辛酸》、《城山三郎小说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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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们的夏天》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人事卡片
第二章  大臣秘书官
第三章  对立
第四章  出勤灯
第五章  权限之争
第六章  春去秋来
第七章  一冬又一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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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们的夏天》

精彩短评

1、即昭和30年代起,后岩户景气时代,因为景气时期的粗野发展,目下要打开门户迎接美国大型企业的冲
击是无法应对的.通产省要避开英国式的"温布尔登现象"(外来商品一举击败本地同类商品),只能学习法
国的"官民协调",出台特振法案.未料法案在上层人事斗争下成为国会废案.其实佐藤荣作内阁在1964年加
入IMF8条国和OECD.贸易自由化已经悄然推进,伊弉诺景气之后的Nixon Shock很快被对华市场开放冲
淡
2、预热><
又是一部内伤的小说orz
3、其实日本的经济小说和政治小说在改革开放以前有好多被翻译到了国内，当时引进的目的完全是
为了批判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政治体制，结果现在看来，完全打脸，TC从经济增长到政策方向乃至
于大家关注的环境问题都能跟霓虹做个曲线拟合，只不过递延二十年而已。
4、1975年日本出版，1977年由解放军某部“共工”翻译，内部发行，官僚们的读书生活也很惬意啊。
5、太好看了
6、中国的官场小说缺这种讲技术官僚的类型。但是。。。。。产业振兴法最后怎么样了。。。。。
为什么没头没尾啊，是不是删节了
7、通產省內產業派技術官僚主旋律小說，真像是出版說明裡說的——“有助於我們了解日本社會”
。
8、未免过于理想化这些官僚，背后对半殖民地的不满非常明显。
9、男人的奋斗史
10、原作很薄
11、日本官僚在面对开放国内市场之前夜是如何尽力在此准备的。产业整合，发现路线之争，矿难。
不过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预言。此种为了国事理想奋斗之官僚的小说难得一见啊。
12、        看完同名电视剧后，找来城山三郎的原著小说。
　　该书1975年在日本出版，1977年就引进中国，作为“内部发行”的书籍，在那个年代可谓反应迅
速。当然，本意是为了批判日本，只是事后看来，两国从经济发展路线之争、产业间的取舍，到矿难
、环境保护问题，发展曲线竟颇为相似。
13、人事即政治，即政策
14、还有经济小说这个派别 还改编成了电视剧 什么时候把我们的部长们也搬上银屏⋯⋯
15、写的不错，去各大图书馆借阅吧

Page 5



《官僚们的夏天》

精彩书评

1、看完同名电视剧后，在网上找来城山三郎的原著小说的扫描版。该书1975年在日本出版，1977年就
引进中国，作为“内部发行”的书籍，在那个年代可谓反应迅速。当然，本意是为了批判日本的政治
与经济制度，只是事后看来，两国从经济发展路线之争、产业间的取舍，到矿难、环境保护问题，发
展曲线竟颇为相似，只是延迟了二三十年。“官僚”这一独特的群体，在二战之前与之后，对于日本
的政策的制定到执行，可谓影响深远。引用知日派俞天任在《谁在统治着日本》中的一段话：著名日
本历史学家木坂顺一郎在论述日本近代史的时候却用了一种古怪的分类方法，他把昭和初期的权力集
团分为1.资本家（财阀），2.地主，3.政党，4.宫廷集团，5.军部，6.官僚。这种把阶级，身份和职能集
团混淆在一起，而且把“官僚”作为一个独立集团的分类是很少见的，但实际上这种分类方法很实用
，能够很方便地解释日本现代史上的不少问题，所以现在使用这种分类方法的日本学者很不少。之所
以有日本人把官僚分类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是因为官僚在日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比任何国家都
更加有影响力，以至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谈到日本的成功经验时直接就归功到了“日本有一支最
优秀的高级公务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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