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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
回首往事，漫漫求学路上的酸甜苦辣，时常令我百感交集。
南开大学是我攻读博士的母校。
我与南开是有一份特别的机缘的。
十年前，我利用业余时间开始自学日语。
这本是无意之选，却没想到后来成为我报考硕士、博士的第一外语。
因了这个缘故，2003年我离开北京，考入国内日本研究领域的顶尖机构之一——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
三年求学期间，得到了恩师王振锁教授诸多的教诲与提携，并承蒙日本研究院杨栋梁教授、米庆余教
授、李卓教授、宋志勇教授、赵德宇教授等诸位先生的鼓励和帮助，还得助于日本研究院提供留学机
会，赴日获取大量第一手研究资料。
在论文选题及写作过程中，我的硕士导师、中共中央党校赵虎吉教授以及北京大学宋成有教授都给予
了极为真诚的指导。
赴日留学期间，国学院大学坂本一登教授、早稻田大学依田家教授、原日本众议院议员林义郎先生，
在资料收集和答疑解惑等方面也给予了热情帮助。
在论文的评审和答辩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汤重南研究员、天津社会科学院张健研究员、北京大学李
玉教授、宋成有教授、大连大学刘毅教授以及南开大学杨栋梁教授、李卓教授等多位专家学者，以严
谨的态度认真评阅，对本文提出了中肯的评审意见和修改建议。
对一个年轻学者来说，这样的批评指教确实让我获益匪浅。
在这次出版修改中，诸位专家的宝贵意见已落实到即将出版的文稿中。
在此对各位先生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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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运用历史、理论
、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日本的国会选举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和探讨。
通过研究，作者指出：对于“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亚洲国家而言，民主选举绝非一蹴可就，除需要
根植民主意识并加以全面提升之外，内外环境的冲突、外部压力与自发性改革，都可成为影响民主选
举发展走向的因素；选举制度的发展必须与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国情相适应。
选举制度的改革，并不仅仅是制度的变革，它必然影响到政治格局、政党体制以及政坛势力的转换与
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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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海英，历史学博士。
1974年1月出生，籍贯山西繁峙。
2006年于南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日本政治史，期间曾公派日本留学。
现任教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
已发表学术论文近十篇，参与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课题。
目前的研究兴趣为中日文化比较以及中国近现代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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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日本国会选举的发展历程日本是近代亚洲第一个建立西方式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其国会选
举始自1889年。
明治维新“自上而下”的变革过程所带来的国体“特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臣民”观念，正
是造成二战前日本选举政治无论是制度规定还是制度运行都极为不民主的根本原因。
即使是在专制体制下，民主代议的参政机能依然持续成长，奠定了日本二战后民主发展的根基。
二战中的惨败是日本政治发展的转折点。
在美国占领当局主导下，现代宪政体制的确立使日本国会选举的运行摆脱了二战前非民主势力的桎梏
和干扰，由国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国会代表成为决定国家发展取向的关键因素，以国会选举为核心的民
主政治在日本社会逐步稳固下来。
纵观历史，日本国会选举的百年历程始终与国家民主政治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过程相伴，因此，研究解
析日本国会选举的发展史，事实上就等于把握近现代日本政治发展的基本脉络。
与亚洲其他同样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相比，日本为什么能走上宪政道路？
从1890年初创议会、首开选举到二战结束后逐步建立起以民主选举为支柱的现代政治体制，日本的政
治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
国会选举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起到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
其本身又经历了哪些演变过程？
本章将依次解析以上问题。
第一节　二战前日本国会选举的确立与发展一、民主选举导入的背景及政治环境二战前日本的国会选
举以《大日本帝国宪法》为基础，于19世纪90年代开始运行。
二战前日本的选举制度集中反映在《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中。
近代日本能够确立并施行民主选举的首要社会前提是明治维新的胜利。
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认为，明治维新给日本社会发展带来了两大历史性转变：首先是建立了独立的现
代国家，其次是日本社会体制从封建制转向资本主义，民众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
这两个历史性转变及其所形成的发展趋势，为选举政治在日本的出现创造了历史性的前提条件。
一个不能忽视的历史事实是：德川社会的历史遗产不允许日本通过民主的或群众革命的过程来进行“
自下而上”的变革，“只能是专制的、自上而下的变革”。
因此，明治维新并不像西方国家建立民主代议机制所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
而是由封建体制内部的武士阶级发动的。
因而，虽然明治维新在日本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但还是有较强的保守性，“这种保守性
直接感染了维新后的日本现代化发展。
”从二战前日本的政治发展来说，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这样的变革主体虽然可以明确国家的资本
主义发展取向，但是在优先发展顺序的选择上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保守性格。
在“追赶型”近代化发展模式下，由藩阀元老掌控的政府机构在政治上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巩固在皇权
名义下政府的权威统治；在国家发展目标上明确指向“富国强兵”；在经济政策上采取“以农村社会
为牺牲而扶植商业金融巨阀”的政策。
既然如此，政府就不能不放慢消除封建残余的步伐、延迟发展资本主义民主的速度。
这种来自政府的保守性格直接感染并贯穿维新后日本近代化的发展，作为政治近代化的重要内容，选
举制度被导入及多次修改的深层背景自然也逃脱不出这个现实环境。
藩阀政府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保守态度，从明治国家建立之初政府公布的施政纲领《五条誓文》就
可初见端倪。
《五条誓文》的第一条就是“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然而，这里的“公议”并没有人民广泛参与政治的含义，而是意味着建立强藩诸侯、大名、公卿、土
族等统治阶级的“开明”封建主政权。
尽管如此，萨长藩阀主导的明治政府实际推行的却是“有司专制”，说明当时的政府当权者对于仅仅
是名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都不敢许诺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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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藩阀官僚权威政府终于在维新变革后的第21年颁布实施《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的直接动因，肇始
于自由民权运动。
历史常常是无情的。
发动维新变革运动的是武士阶级，但在这场维新运动中，武士阶级尤其是下级武士却是最大的失利者
。
大多数中下级武士不仅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而且失去了原有的经济保障。
所以，明治维新后，武士阶级急剧分化，其中的失利者从对主要由倒幕运动得利者为主体形成的新政
府的不满，发展到明确反对明治政府的官僚独裁。
在“民主主义”旗号下，失利的武士掀起了自由民权运动。
这场运动很快与当时正在日本各地蔓延的农民运动结合，形成全国范围的民众运动。
日本近代的民主选举制度正是在这场运动中酝酿和产生的。
自由民权运动以在日本建立现代民主国家为基本纲领，因此在客观上推动了日本近代国家体制的建立
。
但是，这场运动也有其明显的消极面——妥协性和不彻底性。
一方面，这场运动虽名为“自由民权”运动，但运动的主体，除了旧的封建武士就是农村的地主、富
农和佃农。
所以，“自由民权运动是一种包含农民革命成分在内的运动”。
哈佛大学日本研究专家E.H.诺曼指出：“日本自由主义是起于农村的，而不像英国自由主义那样主要
是城市商人反对保守乡绅的运动。
”另一方面，自由民权运动虽强调民主、自由和人权，但运动本身并没有完全摆脱旧的封建意识。
在运动初期打出的“土族民权”和“上流民权”旗号，具有浓厚的土族意识。
因而，“整个运动没有反对天皇制度，也没有对作为天皇制国家基础的国家主义作有力的批判，反而
默认了它们。
”这恰恰表明，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成熟性以及大量留存的封建残余，使自由、平等、人
权等政治思想依然停留在“舶来品”的程度，而没有内化成民众的统一认识从而形成自觉追求，削弱
了日本国内要求建立民选立宪政体的社会团结、阻碍了民主运动的深度和持久性。
这个弊端在开设民选议会、施行国会选举不久后就显现出来。
尽管如此，目标多元、成分复杂的全国性自由民权运动掀起的巨大社会动荡，还是迫使政府不得不发
布保证十年后（1890年）公布宪法和开设民选议会的《国会开设敕谕》。
当然，统治阶层对日本终将开设民选议会的历史趋势也是有所认识的。
从坂本龙马提出的著名的“船中八策”到《萨土盟约》，再到明治政府成立后公布的《五条誓文》，
尽管始终强调的都是有限“民主”，毕竟体现出对开设民选议会必然性的肯定。
然而，自由民权运动打乱了政府的设想，使原计划开设民选议会的时间表大大提前。
建立宪政体制、实行民主选举之前，由明治新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为日本实现近代选举政治奠定了
必要的社会前提：（1）在国家形态上完成了从封建割据国家向统一民族国家的转化。
采取的措施是：在“王政复古”的名义下确立了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统治，通过“版籍奉还”和“
废藩置县”建立起符合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要求的统一行政区划，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基本完善
的官僚制度和近代军队制度，基本形成有限的地方自治和高度中央集权体系。
（2）在国体上完成从封建统治向近代资本主义政权的转化。
改革措施有：废除封建身份制，剥夺武士阶级的特权、宣布“四民平等”，废止封建俸禄，废除太政
官制度、建立欧美式的内阁制度，等等。
具有独立社会和政治地位的人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因此，封建身份等级制的废除，不仅具有体制变革的意义，而且具有更重要的社会解放意义。
（3）在社会基础上完成了从封建束缚体制向近代文明开化体制的转化，在地税改革、殖产兴业、文
明开化和教育改革等方面为近代日本走向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源泉
。
促使日本政府推行上述重大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先进一落后”二元国际环境下的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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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摆脱民族危机，必须效仿先进强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体制，这样才能取得与列强平等的地位，彻底
解除被殖民之忧。
这是日本对外部压力作出的积极反应。
然而，作为“后发外生型”近代化国家，日本的起步条件与环境大大异于欧美“早发内生型”近代化
的发展道路，因此，确保强大的政府权威成为发展之需，表现在国家建设上就是警察制度与上述改革
同时发展。
1888-1889年，在日本内务省主持下，全国各地“广设警察分驻所，大量增加警察署的数目，并把过去
的国事警察改称为高等警察加以充实”。
这一“日本特色”的举措才真正彰显出专制政府抑制民权的真实本意。
在上述社会条件下，根据明治宪法形成的帝国体制具有五大特征：（1）国家主权属于天皇，内阁、
议会、法院只是天皇的辅助机构，国民是天皇统治下的臣民；（2）内阁由天皇任命的各大臣组成，
并依法对天皇负责，政府除了天皇大权中的军队统帅权之外，作为天皇的“辅弼”几乎享有全权；
（3）议会只是政府提出的预算案和政府或议员提出的法律草案的审议决定机关，在文武官员的任命
、条约缔结、宣战、媾和等方面没有丝毫权力；（4）帝国议会由非民选贵族院和民选众议院构成，
两院权限基本相同，众议院仅仅是在预算上享有先议权，因此贵族院对众议院有很强的牵制力，在实
际政治生活中充当了藩阀官僚势力的支柱；（5）臣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虽然得到承认，但由于设
置了极高的资格条件，民众的基本人权或被压制、或被法律和敕令严格限定在狭小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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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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