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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共产党的“日本式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日本共产党的“日本
式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进行了重点研究。
全文分为前言、“日本式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选择、“日本式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主张、“日本
式社会主义”的主要实践活动、“日本式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和结束语共六部分。
 其主要内容如下： 前言：主要阐述了本论文的研究价值、研究现状、框架与结构、思路与方法、创
新及难点等内容。
 “日本式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选择。
重点论述了日共战后至今试图通过什么方式来夺取革命胜利的曲折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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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战前的日本共产党第一节 日共诞生的条件与历史意义一日共诞生的国内外条件二日共的
诞生及历史意义第二节 日共的纲领路线与共产国际一日共纲领路线的演变二共产国际在日共纲领路线
制定中的作用第三节 日共的主要斗争活动一反对统治阶级血腥镇压的斗争二反对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
斗争三反对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斗争第二章 “日本式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选择第一节 “占领下
的和平革命”（1945-1949）一战后初期日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及对日共的影响二“占领下的和平革命
”思想的提出三“占领下的和平革命”思想的得与失第二节 “占领下的暴力革命”（1950-1957）一冷
战初期日本面临的国内外背景及对日其的影响二“占领下的暴力革命”思想的提出三“占领下的暴力
革命”思想及严重后果第三节 “争取和平革命”（1958-1969）一冷战中期日本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及对
日共的影响二“争取和平革命”思想的提出三“争取和平革命”思想的确认及其意义第四节 “人民议
会主义”（1970-1989）一冷战后期日本面临的国内外情势及对日共的影响二“人民议会主义”思想的
提出三“人民议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与历史意义第五节 “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民主改革（1990至今
）一世纪之交日本面临的国内外态势及对日共的影响二“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民主改革”思想的提出三
“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民主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第三章 “日本式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主张第一节 
政治上的“工人阶级的政权”论一通过反对“两大敌人”的“两个阶段不间断革命”二建立“工人阶
级的政权三未来日本社会主义与“成长期第二节 经济上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论一“市场经济社会
主义”思想的产生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第三
节 意识形态上的无“国家哲学”论一科学社会主义是日共的指导思想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科学⋯⋯第四章 “日本式社会主义”的主要实践活动第五章 面向21世纪的日本共产党结论附件一
附件二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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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早期工会开展了争取工人福利、争取普选权利、争取工厂立法的斗争，团结了一批工人，培养了
一批积极分子，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过自发的工人运动并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日本早期工人运动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早期工人运动一样
，所接受的是工联主义、经济主义、劳资调和主义等思潮。
“铁工会”的章程就是以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A.F.L）的会章为蓝本的。
对于迅速扩大的工人组织和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天皇专制政府马上露出了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
阶级的本性，在1900年3月，颁布了臭名昭著的“治安警察法”，禁止工人集会、罢工等等。
由于工人阶级的不成熟性和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在政府的镇压之下，刚刚兴起的日本工人运
动迅速转入低潮。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日本工人斗争还处于萌芽状态，许多工人还没有完全脱离农村，无产阶级
的意识在当时的日本自由民权运动中还没有很好地显现，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与整个资产阶级进行
的斗争还不充分。
但劳资冲突的加剧和早期工会的建立，是日本近代工人运动的起点，标志着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进入
了一个新的阶段。
工人阶级已开始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其斗争开始从纯粹的经济斗争向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方
面发展，这些都为日共的成立积累了阶级基础和斗争经验。
　　明治维新还为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平台。
既然明治维新在经济上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那么在思想政治上也要求有与此相适应的思
想意识的支撑。
随着明治政府“门户开放”政策的实施，欧美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人日本，这对于长期实施“闭关锁
国”政策而处于封闭状态下的日本统治阶级和广大国民都是一次巨大的思想冲击，使社会各阶层经受
了一场洗涤，并迅速分裂为保守的、激进的、改革的、改良的阵营等，并表现出对日本发展方向的不
同态度。
但是，当统治阶级政权巩固后，这种所谓体现各种思想交锋的平台和不利于统治阶级的言行就会被取
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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