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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史学术书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美国关系六十年(1945-2005)》较为全面地疏理了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六十年来日本与美国关系的基本线索，特别是日美安全同盟的确立和强化以及日美贸易摩擦
，侧重于从日本的角度来阐述日美两国关系，对从事战后日美关系研究和日本外交研究的研究者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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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美华（1963—），女，浙江绍兴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1985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历
史系。1996年和1997年曾留学日本。多年来一直潜心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治、经济、外交和社
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公开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并参与编写过合著。本书是作者的第一部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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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950年日本《公职选举法》颁布时，众议院议员的总额是466名，1953年12月24日美国将奄
美大岛（鹿儿岛县）行政权归还日本后，该地被划作一个选区，产生一名众议员，众议院议员总额增
至467名；后来由于人口逐渐集中到城市，因而在1967年1月大选时，又将东京、大阪、爱知等城市的
众议员名额增加了19名，众议院议员总额增加到486名；1972年美国将冲绳的行政权归还日本后，该地
也划作一个选区，产生5名众议员，众议院议员总额再次增加，达到491名。1975年日本国会通过《公
职选举法修正案》，再次将东京、神奈川、千叶、琦玉、大阪等选区的众议员增加20名，众议院议员
定额增加到511名；1985年12月24日召开的第104届国会通过了众议院议长提出的“8增7减案”，即根据
部分选区选民人口增减的状况，对一些选区的议员人数做了相应的变动，结果增减抵冲后又多出一名
，众议院议员的人数增加到512名；1992年选区调整时，奄美大岛选区被合并，结果众议院议员人数又
变为511名。l994年1月29 日日本国会通过了内阁提出的政治改革四法案，即《公职选举法修正案》、
《众议院议员选区划分审议会设置法案》、《政治资金限制法修正案》以及《政党助成法案》。其中
有关众议院议员选举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1）将众议院议员选举由过去的中选举制改
为小选区比例代表区并立制；（2）众议院议员的总额从过去的511名改为500名，其中300名来自小选
区，200名来自比例代表区；（3）将全国划为300个小选区和11个比例代表区；（4）在小选区，获得
有效选票最多者当选，但还必须获得有效选票总数的1／6以上；比例代表区以选区为单位提交候选人
名簿，并以选区为单位计算选票，确定各政党的议席数额，按候选人名簿的顺序决定当选者。 1947年
颁布的《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和1950年颁布的《公职选举法》均规定日本参议院议员总额为250名，其
中地方选区为150名，全国选区为100名。1972年美国将冲绳的行政权归还日本后，该地产生两名参议
院议员，因而参议院地方选区议员数额增加到152名，参议院议员总人数也增加到252名。 1982年8月日
本国会通过有关法案，将参议院全国区议员选举由“直接选举制”改为“拘束名簿式比例代表制”，
也就是各政党将本党候选人名簿提交“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然后向选民公布。但提交名簿的政党
必须符合下列三条件之一，即拥有5名国会议员以上、在最近国会议员选举中得票率4％以上或者拥
有10名候选人以上者。选民在投票时只写政党名称，不用写候选人名字，各党当选名额按照得票比例
分配。当选人则按照在候选人名簿上排列的顺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出现空缺时按名簿顺序依次递
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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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史学术书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美国关系六十年(1945-2005)》是作者沈美华多年从事日本
研究的成果总结，在搜集阅读了大量资料和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世界史学术
书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美国关系六十年(1945-2005)》的体系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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