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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的东亚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革新之中。
环顾全球，东亚无疑是最具发展活力、最引人注目的地区之一。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东亚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了8％，远远高于全球不足3．5％的年均增长率
，这使得东亚在全球经济、政治中所占的权势份额大幅上升。
自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大多数东亚国家痛定思痛，大幅调整产业结构，刺激对外贸易增
长，加大金融监管力度，成功地摆脱了危机，实现了本地区经济稳健增长。
世界银行2006年底发表的《东亚经济报告》认为．东亚经济奇迹仍在延续，并已成长为全球经济新的
强大引擎，有力带动了全球经贸发展。
　　东亚经济的成功，离不开这一地区的政治发展，尤其是东亚地区合作的深入推进。
东亚地区合作以1967年东盟的成立为标志，开创了地区合作“小车拉动大车”的新模式。
1997年的金融危机为东亚地区合作注入了强大动力，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东亚一体化的雏形架构日益
明晰，形成了以东盟为圆心，向外依次是“10+1”、“10+3”和东亚峰会等多轨并存的合作机制。
这些地区合作机制，尽管其一体化程度远不能与欧盟相媲美，但它们催生了东亚意识，巩固了东亚合
作的既有成果，展现了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的灵活性，为继续深化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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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1996年体制”为题研究日本政党体制的学术专著。
冷战后从1996年1月桥本内阁诞生直至2009年9月麻生内阁垮台民主党上台日本政党体制形成了以自民
党为核心联合执政的所谓“1996年体制”。
在此期间新选举制度的运用、政治与行政制度改革、政治右倾化倾向、在野党势力的崩溃与重建、自
民党支配体制的变化等诸因素都对这一政党体制形成及其终结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与社会多元化并进的今天日本政党体制转型所面临的课题及其未走向都值得同处东亚地
缘政治圈的我们密切关注与用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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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章　“1996年体制”论第一章　联合政权时代　第一节　从“非自民”到“社自先”　　一　“非
自民”与细川护熙内阁　　二　“改新会派”与羽田孜内阁　　三　“社自先”与村山富市内阁　第
二节　从“自社先”到“自公保”　　一　“自社先”与桥本龙太郎内阁　　二　“自自公”与小渊
惠三内阁　　三　“自公保”与森喜朗内阁　第三节　“自公”联合政权　　一　小泉纯一郎内阁　
　二　安倍晋三内阁　　三　福田康夫内阁　　四　麻生太郎内阁第二章　国政选举与政党体制转型
　第一节　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　　一　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的制度规定　　二　小选区比例代
表并立制的运作特点　第二节　大选与各党势力的消长　　一　1996年大选：“自新”竞争与自民党
“恢复”　　二　2000年大选：民主党“跃进”与世代交替　　三　2003年大选：“政权公约”与两
大政党化　第三节　参议院选举与政党体制转型　　一　制度规定与运作特点　　二　参议院选举与
两大政党化　　三　参议院选举与联合政权　　四　参议院选举与“总保守化”　　五　个案研究：
第21届参议院选举　第四节　无党派阶层的“在”与“不在”　　一　“1955年体制”下的无党派阶
层与“政党支持”的非稳定性　　二　冷战后无党派阶层的增加及其“脱党化”倾向　　三　无党派
阶层的投票取向与国政选举结果　第五节　选民的政治意识与投票行动　　一　“政党支持”与投票
行动　　二　“业绩评价”与投票行动　　三　“政策论争”与投票行动　　四　“政治效应”与投
票行动第三章　政治—行政改革与政党体制转型　第一节　政治资金制度与政党政治　　一　“1955
年体制”的崩溃与政治资金制度改革　　二　新制度与政治资金收入结构的变化　　三　自民党的权
力支配与集资途径　　四　政治资金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点　　五　个案研究：金权丑闻与安倍—福田
内阁　第二节　中央省厅改革与“政治主导”　　一　中央省厅改革的背景与目标　　二　中央省厅
改革的过程与内容　　三　中央省厅改革的成效与影响　第三节　道路公团民营化的“政治力学”　
　一　特殊法人改革的背景与沿革　　二　道路建设与利益政治　　三　道路公团民营化的决策过程
　第四节　邮政民营化与自民党政权　　一　“全国特定邮局局长会”与自民党的利益诱导　　二　
小泉政治与邮政民营化　　三　2005年“邮政大选”与自民党的一党优位第四章　政治右倾化与政党
体制转型　第一节　修宪与政党政治　　一　修宪的社会支持基础　　二　修宪与自民党的执政路线
　　三　民主党：从“论宪”至修宪　　四　修宪与国会政治　第二节　历史认识问题与右翼政治势
力　　一　历史认识问题的政治根源　　二　从阁僚“失言”到“不战决议”流产　　三　政界右翼
的支持与历史教科书问题　　四　小泉“靖国参拜”与自民党政治　第三节　日本海外派兵与政党政
治　　一　冷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　　二　海外派兵的演变历程与国会政治　　三　个案研
究：向伊派兵与小泉内阁第五章　在野党势力的崩溃与重建　第一节　从社会党到社民党　　一　执
政党地位与社会党基本路线的转变　　二　社民党的成立、分裂与在野　　三　社民党的护宪主义与
势力衰落　第二节　新进党的“试验”　　一　新进党的成立与发展　　二　“保保联合”路线与新
进党的内乱　　三　新进党的解体与政界重组　第三节　探索中的日本共产党　　一　“资本主义框
架内的民主改革”与日本共产党的路线调整　　二　选举业绩与日本共产党的党势波动　　三　“唯
一在野党”与日本共产党的政治实践　第四节　民主党的崛起：从“第三极”到“众议院第一党”　
　一　从“第三极”至“第二次民主党”　　二　民主党的组织特征与“在野党”定位　　三　从“
鸠山时代”至“民自合并”　　四　从“参议院第一党”到“政权交替”的实现第六章　自民党支配
体制的变化　第一节　自民党派阀政治的嬗变　　一　自民党重掌政权与派阀政治的“复活”　　二
　“加藤之乱”与自民党政权的危机　　三　“小泉改革”与自民党派阀政治的衰落　　四　派阀政
治的重建动向　第二节　“小泉政治”与自民党重建　　一　“小泉手法”与自民党的政策决定　　
二　“小泉效应”与自民党的选举业绩　　三　“小泉改革”与自民党的后援团体　第三节　“自公
合作”与自民党执政党地位　　一　政界重组进程中“自公合作”的形成　　二　国政选举运动中“
自公合作”的效果　　三　政党体制转型中“自公合作”的问题点终章　2009年日本大选与政党政治
的发展附录　冷战后日本政党政治年表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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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桥本龙太郎于1937年7月生于东京，1960年毕业于庆英大学法学系。
其父桥本龙伍曾任吉田茂内阁的厚生大臣，战后因呼吁给退伍军人及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军人遗属提
供福利救济而名噪一时。
在其父于1962年去世后，1963年，桥本龙太郎继承父亲的选举地盘首次当选为众议员。
桥本步入政界后，先是师从佐藤荣作，后追随田中角荣和竹下登，始终处于保守主流权力中枢。
1978年12月，时年41岁的桥本出任大平内阁的厚生大臣。
此后，桥本又于1986年出任中曾根内阁的运输大臣，1990年出任海部内阁的大藏大臣，1994年出任村
山内阁的通产大臣。
在自民党内，桥本历任全国组织委员会学生部部长、产业劳动部部长、游说局局长、政调会副会长、
国会对策委员会委员长、干事长和政调会长等职务。
与其前任河野洋平相比，桥本龙太郎被视为“鹰派”政治家，他在其著作《日本展望》和《夺回政权
论》中多次提出日本要从“商人国家”中摆脱出来，成为“普通国家”和“政治上自立的国家”，并
以日本遗族会会长的身份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扮演“急先锋”角色。
　　桥本执政初期，由自民、社民、先驱新党三党组成的联合政权仍暂时得以延续。
在新成立的桥本内阁中，自民党、社民党和先驱新党分别拥有12席、6席和2席，大致和三党在国会的
实力对比相当。
对于桥本内阁，日本各媒体的民意测验表明，其内阁支持率在54％～61％之间浮动，反映了广大国民
的期待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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