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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政治》

前言

2008年值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之际，南开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有关当代日本国情解读的系
列丛书。这是一件有远见、有意义的事情。众所周知，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三十年来中国社
会取得了巨大的历史进步。实行改革开放的前提，则是对外国经验的了解、学习、借鉴及批判。其中
，日本更是与中国的改革开发实践密切相关。对日本国内基本情况的认知与把握，也始终是中国所面
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日本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后起国家。从明治维新至1945年战败，日本接连对外
发动侵略战争并导致其国家近代化进程遭受挫折。二战结束后初期，日本政府在美军主导下推行了一
系列民主化改革措施，选择了和平发展的国家道路。历经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日本不仅成长为经济大
国，而且，重新确立了争当政治军事大国的国家目标。同时，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中日两国间的交流
合作源远流长。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特别是在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中日两国在
政治、经贸、文化等诸领域的合作关系不断深化，中日关系在整体上取得了长足发展。另一方面，受
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东海油气资源问题以及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战略取向等因素的影响，中日
两国间的矛盾与摩擦也明显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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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战后日本政治》内容简介：为推动中日关系健康、持续向前发展，对“战后日本政治”的了解与认
知，尤其显得迫切且重要。实际上，长期以来，战后日本的政治发展既蕴含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规
律，也体现了日本自身的特点。基于此种认识，《战后日本政治》力图做成一本对当代日本政治进行
整体性描述的“小册子”，使得普通读者花费少许时间就能够初步掌握日本的政治现状。与有关“日
本政治”的学理性研究相比，《战后日本政治》更有志于推动日本国情基础知识的普及。某种程度上
讲，“知彼”不应仅限于学界或政府层面，若一般民众也能做到“知彼”，或许对中日关系的稳定与
发展更具有不凡的意义。
从框架结构上看，《战后日本政治》主要由四章构成：第一章“日本政治制度”，着重论述了包括日
本国宪法、天皇制、国会、内阁制度、司法制度、地方自治制度等在内的各项政治制度；第二章“战
后日本政治史”，基于历史学视角论述了战后日本历届内阁的内外政策与演变历程；第三章“日本的
主要政党”，对自民党、民主党、公明党、日本共产党、社会党（社民党）等朝野政党的纲领、政策
与组织结构进行了介绍与分析；第四章“政治参与”，主要对日本的选举制度与投票行动、利益集团
与日本政治、社会传媒与舆论政治等问题进行了简单扼要的阐释。
整体上看，《战后日本政治》构筑了有关“战后日本政治”的基本分析框架，并在内容取舍上力求“
简约”，避免“过深过繁”，以便适应社会各阶层了解“战后日本政治”的阅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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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万胜，1971年生于辽宁省葫芦岛。1993年毕业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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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世界史专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教研室教授，国际政治专业硕士
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华日本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问题与东亚
地区安全，已出版个人学术专著《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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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等多部，并在国内各类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5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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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日本政治制度第一节　宪法一、宪法的制定背景与过程1889年，日本颁布了近代史上的第一部
资产阶级宪法，即《大日本帝国宪法》(俗称“明治宪法”）。明治宪法由天皇、臣民权利与义务、帝
国议会、国务大臣及枢密顾问、司法、会计、补则等7章共、76条组成，重点突出了“天皇中心主义”
思想，确立了天皇在日本整个政权体系的核心地位，赋予天皇广泛而强势的政治权力。它规定：“大
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天皇是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天皇神圣不可侵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美军单独占领日本。美国在同年9月22日颁布了《占
领初期的对日政策》，并以这个文件为基础开始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造。在“民主化”改造的众
多措施中，指令日本政府起草新宪法是最为重要的一环。为此，美国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命令日
本政府迅速修改宪法。1945年10月4日，麦克阿瑟正式指令东久迩内阁修改宪法，但东久迩内阁自感压
力巨大难以负责而随即辞职。因此，修宪的责任就落到了新成立的币原喜重郎内阁肩上。10月25日，
由国务大臣松本燕治领导的“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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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战后日本政治》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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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属于专业介绍性的读物，能拓展知识面，了解当下的日本政治。
2、更像是论文 文采不够 入门看看可以
3、书页质量很差，薄得透光，字也不好，感觉跟地摊上卖的盗版书一样，太让人失望了
4、补马克。也是已经逊色的教材。倾向性那么明显还不如改叫“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又要来了”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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