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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社会党是战后日本主要政党之一，是“五五年体制”下最大的在野党。在日本战后政治发展史上
，日本社会对“五五年体制”的形成和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
    该书是我国国内首次以日本社会党的“安保政策”为题的学术专著，不但多视角地对社会党的安保
政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论述方法也显示了作者驾驭资料的熟练程度，有力地支持了其提出的观点
，必将推动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深入，同时也为学界提供了一个较新的研究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我国学界对日本社会党及其安保政策研究的空白和不足，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是
在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形势下，重新探讨社会党安保政策中的合理成分，将会对日本以及亚洲与世界
和平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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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华桂萍，1970年生，江苏扬州人。199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日语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95年
毕业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世界史专业，获史学博士学位。现执教于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研究方向：
战后日本政治与文化。曾发表相关论文与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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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的安保政策与派阀对立    四、左派社会党的安保政策与派阀对立    五、两社统一与安保政策的
调和  第三节 “左派主导”与社会党安保政策的左倾化    一、“党重建论争”与西尾脱党    二、“结构
改革论争”与左派主导体制的确立    三、派阀抗争与“石桥构想”的挫折  第四节 左派的衰落与社会
党安保政策的转变    一、“协会派与反协会派论争”与派阀特质的变化    二、左派的衰退也向“现实
主义”路线的转变    三、围绕转变安保政策的左右交锋第三章 工会运动对社会党安保政策的影响第四
章 政党政治的变迁与社会党的安保政策终章 从社会党“安保政策”的转变看日本政治社会的走向附
录1 日本社会党的沿革附录2 日本社会党的主要派阀变迁图附录3 战后日本工会组织的变迁附录4 日本
社会党历代委员长、书记长、政审会长一览表附录5 日本社会党年表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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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本课题是国内首次以日本社会党的“安保政策”为题、尝试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战后日本政治社会
的发展进行研究探讨，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内外学术界对日本社会党及其安保政策研究的空白和
不足，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    首先，该课题的研究为进一步深入理解战后日本政治社会
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日本社会党作为战后的第一大在野党长期与执政的自民党相对抗，对战
后日本政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然而，除了战后初期和“五五年体制”崩溃后出现了
几届社会党参加的短暂的联合内阁之外，该党又长期被排斥于政权之外。究其原因有很多，其中受到
批判比较多的是其“非现实的”、“理想主义的”安保政策。社会党在反省其长期衰退的原因当中，
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向现实主义路线转变，继而在1994年村山政权成立后，几乎在一夜之间放弃
了一直以来的主张，包括反对自卫队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立场，全盘接受了自民党的政策。此
举非但没有能够挽回社会党的颓势，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该党的成绩更是一落千丈，战斗了半个世纪
的社会党从此从日本的政治社会中销声匿迹。可以说，日本社会党史就是战后日本政治史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而社会党以“非武装中立”为核心的安保政策的变迁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后日本政治
社会的走向。    其次，在冷战结束后的新的国际形势下，重新探讨社会党安保政策中的合理成分，将
对日本以及世界安全战略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帮助。在美苏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国际环境中，日本自民
党政府以来自苏联等共产主义阵营的威胁为理由，坚持推行以日美安保为中心渐次扩充军备的防卫政
策；而社会党则强调正是美日两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及日美同盟才是可能将日本卷入战争的重大隐患
，因而提出了“非武装中立”的安保构想。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时代
似乎已经到来，这使关注与研究国家安全理论的人们对现实主义趋于冷淡，而热衷于较为理想的共同
安全、合作安全等。在这种情况下，两党确立的安保政策的重要国际前提不复存在，尤其是以前苏联
为假想敌的日美安保体制以及自民党的防卫政策失去了重要的现实依据，而社会党的安保政策中所包
含的促进裁军、推动和平外交、重视亚洲集体安全以及联合国作用的内容在新的形势下本应具有更大
的现实性与合理性。然而，由于社会党在政党政治中的失败，其安保政策的“非现实性”被无限放大
，而其中所包含的合理成分却遭到了漠视。作者认为，重新审视社会党安保政策中的合理内容，不仅
对日本安全政策的取向，而且对亚洲及世界和平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本文在大量
收集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对日本社会党的“安保
政策”展开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论文由序章、正文四章和终章构成。第一章，主要依时间顺序并结
合各个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对社会党安保政策从酝酿、确立以至动摇和崩溃的历史演变过程进
行了分析和概述。第二章，运用政治过程论的分析方法，论证了议员派阀以及中央、地方专职组织工
作者在社会党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对不同时期左右派阀势力的消长及其对社会党安保政策的影
响做出了详尽分析。第三章，通过对社会党组织结构的剖析，论证了社会党在人员、财政、选举等各
方面对工会组织的严重依赖，并分析了“社会党、总评联盟”形成、发展、崩溃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
程中工会运动对社会党安保政策的形成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第四章，从政党政治的角度分析了保守、
中道政党的价值取向对社会党安保政策的确立与动摇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参与联合政权乃至处于首相地
位对社会党基本政策的决定性冲击。终章，主要分析了战后日本政治社会的变迁与社会党的两难困境
，并指出以社会党为代表的革新势力的衰退使日本在向军事大国发展的道路上失去了重要的牵制力量
。    简而言之，作者认为，社会党以“非武装中立”为核心的安保政策在其确立过程中不仅具有充分
的法律依据而且拥有重要的社会支持，但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日本政治社会
从整体上呈现出保守化的倾向，社会党的安保政策也因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而产生动摇，并在联合政权
的冲击下走向终结。可以说，在缺乏社会主义运动传统的日本，社会党以“非武装中立”的安保政策
找到了自己在战后日本政治中的存在价值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视为牵制保守势力反动化的重要力量
。这一政策的终结意味着以社会党为代表的革新势力的严重衰退，日本从此加快了走向政治大国乃至
军事大国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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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研究日本社会党以“非武装中立”为核心的安保政策，尝试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战后日本政治社
会的发展进行研究探讨。本书在大量收集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等多学科
相结合的方法对日本社会党的“安保政策”展开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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