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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传统上,日本政治的决策程序是自下而上的,即首先由执政党国会议员组成的各类委员会与政府各部委的官僚进行磋

商,确定政策草案后提交执政党总务会讨论并获得一致通过后,再提交国会投票从而形成法律。这种多重的决策程序和组织结构使

日本的首相很难发挥强势的领导作用。但小泉内阁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上述决策程序。小泉通过强化内阁府和财政经济咨询委员会

以及新设首相助理等手段,实现了由首相官邸主导政治决策的目标。日本政治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决策特点, 日本媒体称之为/ 总统型

政治0。小泉之所以能够推行这种/ 总统型政治0, 主要基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他依靠民意的高度支持,得以压服党内的反对派从而

独断专行地安排内阁人选;二是他通过扩编内阁府并操纵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强化了首相权限;三是他通过解散议会、实施大选排除了

党内抗拒改革的所谓/抵抗势力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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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01年 4月,森喜朗首相任期未满被迫辞职,自民

党举行总裁选举。4位候选人中, 最受关注的是桥本龙

太郎和小泉纯一郎二人。这是因为,桥本是当时自民党

的最大派系桥本派的会长, 而小泉却在总裁选举前脱离

了党内第二大派系森派, 成为/无派系人士0。按以往的
经验来看,桥本获胜的可能性较大。但小泉却出人意料

地在 4月 20日举行的由基层自民党党员参加的都道府

县预备选举中, 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在 47 个都道府县

中,小泉在东京、大阪等 41个都道府县均取得胜利,获得

了 87. 2%的地方选票。基层党员对小泉的大力支持,决

定了此后举行的由自民党籍参众两院议员参加的正式选

举的结果。
112
在 4月 24 日举行的自民党总裁正式选举

中,小泉以 61%的支持率获得压倒性胜利。

一般舆论认为小泉内阁在自民党内的基础较弱,

其政权不会维持太久。但是他随后连选连任, 并且执

政长达 5年半。小泉不仅维持了长期执政, 而且推行

了强有力的首相主导的政治。他依靠国民舆论的广泛

支持实施政治改革, 不仅极大地扩大了自民党总裁的

权限(例如, 掌控了小选举区制度下的党候选人推荐

权,党的政治资金分配权, 党的中央机构的人事权, 大

幅度削弱了各派系的权限) , 而且大胆地推动了行政改

革, 强化了首相的权力,扩大了内阁官房的权限(如:明

确内阁会议中首相的提议权, 由首相通过经济财政咨

询委员会主导内阁决策, 强化内阁官房、内阁府等首相

辅佐机构)。

为分析小泉内阁的政治特点, 本论文拟分以下三

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主要探讨小泉在上台之初是

如何依靠国民的狂热支持, 推行其独断专行的人事任

命的。第二部分探讨小泉所实行的行政改革, 尤其是

他如何扩大内阁官房机构以及强化首相权限的。第三

部分探讨小泉如何强行推进邮政改革以及在改革受阻

后如何解散议会,实施大选从而排除/敌对势力0的。

关于小泉内阁, 目前已出版了很多研究论文和书

籍。
122
这些研究大多数是依据报纸、杂志、当事人的回

忆等写就。虽然有批评者说报纸或杂志的内容不完全

可靠,但是在政府机密档案没有解密之前,超过报纸以

及杂志的信息量的媒介只有国际互联网。但互联网上

信息有真有假,引用时难以确认真伪。因此本论文主

要以小泉在正式场合的发言, 其内阁成员及秘书的证

言,加上日本报纸、杂志的报道为分析资料, 通过细心

的考证来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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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求/改革0的民意和小泉强权

民意调查显示: 小泉上台之初,日本国民对其内阁

的支持率超过 85% ,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而对其内阁

的反对率仅为 5% 左右(参照表 I: 历代内阁成立初期的

支持率和不持率)。其后对小泉内阁的支持率也基本

上维持在 50% ) 60% , 从未下跌到 40% 以下, 战后历

届首相中还从未有哪个首相能维持如此之高的民调支

持率(参照表 II: 2001 ) 2006 年内阁支持率)。调查显

示日本国民选择支持小泉的最大理由是: /他能够改变

日本的政治现状0, 占 58%。其次是/他能实行新的政
策0,占 24% , /首相的领导能力强0占 15% 。我们由此

可以看出,人们支持小泉内阁的根本原因是期待日本

政治发生改变。

  表 I 历代内阁成立初期的支持率和不支持率(资料来源:

每日新闻 2001年 4月 30日)

内阁

成立年月

小泉

01. 4

细川

93. 8

桥本

96 . 1

田中

72. 9

三木

74. 12

羽田

94 . 4

村山

94 . 7

森

00. 4

中曾根

82 . 12

铃木

80. 9

海部

89 . 9

宫泽

91. 12

竹下

87. 12

福田

77. 6

大平

79 . 3

小渊

98. 8

宇野

89. 6

  依靠民意的压倒性支持,小泉在确定内阁人选问

题上决心打破惯例。他强调量才录用,拒绝接受党内

各派的推荐和论资排辈,所有的人事安排都由他自己

决定。如果按照惯例, 新当选的自民党总裁在任命党

的三位主要领导人(干事长, 总务会长,政策调查会长)

时,需要听取党内各派系的意见, 考虑派系之间的平

衡。党的总裁在就任首相后任命内阁成员之际, 也要

向党内各派系征求内阁成员候选人名单。候选人名单

上一般列出相当于实际大臣人数的两到三倍的候选

人,主要职位都从这个名单中产生。但是小泉上台之

后,不管是在任命党的三位主要领导人时, 还是在任命

内阁大臣时,都打破了这一惯例。例如, 他任命不属于

任何派系的田中真纪子担任外务大臣,弱小派系山崎

派的首领山崎拓出任干事长,更小的派系河野小组的

麻生太郎出任政策调查会会长,还任命颇受年轻人欢

迎的石原伸晃为行政改革大臣,经济学者、庆应大学教

授竹中平藏为经济财政政策大臣。

如表 III所示,小泉内阁的成员中来自党内最大派

系桥本派的内阁大臣只有两人, 这与数月前第 2次森

喜朗改组内阁时该派系有 5 人入阁相比, 人数大幅度

减少。形成对比的是, 无派系和非议员的人数从无到

有,有三人入阁。由于所有的内阁大臣都是小泉自己

挑选而不是党内各派系通过利益分配确定的, 这使得

小泉能够有效控制各部大臣, 各部大臣通过任命副大

臣和政务官,就保证了一个高效行政团队的形成。

如上所述,小泉以国民的支持和对改革的期待为

背景,打破自民党的惯例,建立了首相官邸主导的/自
上而下的0行政团队。特别是他提出/ 砸烂自民党0、

/打倒派系0、/改革无禁区0等口号, 积极利用媒体进行

广泛的宣传报道, 获得了寻求变革的日本国民的狂热

支持。对于批判他的党内势力, 他巧妙地扣上反改革

的/抵抗势力0的帽子。

当然,小泉要实施改革, 没有自民党籍的国会议员

在议会投票支持他,也是不可行的。自民党内派系众

多, 虽然有些不满小泉的独断专行,但因各自的利益不

同,很难形成一致。此外, 由于这些议员在选举时均需

要借助小泉的人气,也害怕被扣上敌视改革的/抵抗势

力0的大帽子,所以在改革不触及他们的根本利益的情

况下,没有一个派系出面公开挑战小泉的权威。

二、内阁组织的扩大和首相权限的强化

这部分所要讨论的是小泉如何通过行政改革来扩

大首相的权力。
132
在小泉上台之前的 2001年 1 月, 随

着中央省厅的改组, 就已经实施了一系列强化内阁机

能的制度改革。其目的是为解决各省厅的条块分割管

理、官僚政治、缺乏统筹国家战略性决策的机构以及决

策迟缓等弊病。小泉上台之后, 推行了更大幅度的改

革。从而使内阁, 特别是内阁官房(办公厅)的机能得

到了最大限度的强化。首先, 他充实了内阁的人员构

成,强化了支撑内阁运转的机构和人员。首相增加了

大臣,大臣又大幅度地增加了副大臣和政务官。这一

点可以从内阁官房机构定员的变化明显看出: 2000年

底时为 377人, 2001 年底时为 515人, 2002 年底时为

598人, 2003年 底时 627 人, 2004年底时 648人, 2005

年底时 665人, 到 2006年 11 月已经增加到 680人,达

到 2000年年底人数的约 1. 8倍。142通过调查内阁提出

的法案、提案等的件名及其主要内容, 我们可以发现,

内阁官房的立案件数(包括提出后又中止的件数)有逐

渐增加的趋势。1999年省厅改组前为 2件, 2000 年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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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朗内阁时为 0件, 2001年 1件, 2002年 1件, 2003年

2件, 2004年 5件, 2005 年 3件, 2006 年增加到 5件。

另外,针对以前因内阁频繁改组, 各部大臣的任期很

短,难以积累行政经验和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小泉提出

/一届内阁同一阁员0的口号,虽然没能完全兑现, 但他

保持了比较稳定的阁员构成和连续的施政方针。由于

这些措施, 小泉得以实现内阁主导政治运行,
152首相主

导内阁的目标, 内阁充分发挥了综合调整各省厅的

机能。

  表 II 2001) 2006年内阁支持率(依据 NHK每月政治意识调查制作)

年  月 在任内阁 1 月 2 月 3月 4 月 5 月 6月 7 月 8 月 9月 10 月 11月 12 月

2001年 森/5~ 12 月小泉内阁 22 15 9 7 81 85 74 72 74 75 71 77

2002年 小泉内阁 79 53 51 45 43 39 42 45 55 64 68 61

2003年 小泉内阁 59 52 45 53 54 59 55 53 61 62 56 46

2004年 小泉内阁 54 49 54 53 53 54 43 43 43 45 54 44

2005年 小泉内阁 42 46 46 45 52 49 46 47 58 59 57 58

2006年 1~ 9 月小泉/安倍内阁 54 47 49 51 47 47 46 46 51 65 59 48

说明 从 2004年 7月开始调查方式发生了变化。

  表 III  小泉内阁成立时的内阁成员构成

2001年 4月第一次小泉内阁 桥本派 森派 江藤# 龟井派 山崎派 堀内派 加藤派 高村派 河野小组 无派系

内阁成员人数 2 3 1 1 1 1 1 0 2

当时的派系势力 95 65 62 30 不详 不详 17 17 18

  此外, 为强化首相的经济决策权限, 小泉设立了

/经济财政咨询会议0。这个被称为/小泉改革的发动

机0的咨询会议直接隶属于内阁府,由首相亲自担任咨

询会议的主席, 由深得小泉信赖的经济学家竹中平藏

(时任经济财政政策大臣)担任会议的总结归纳人, 其

目的在于将编制财政预算的基本框架、决定经济运营

基本方针的职权从旧大藏省(后改组为财务省)主导改

为由首相官邸主导、政治家主导。
162
这样一来, 即使事

前没有经过充分的协商,该咨询会议也能得出符合小

泉首相意向的结论。这些制度的创立不仅是对既有决

策机制的改变, 更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挑战。因为对

于多数自民党议员来说, 所谓/政治主导0应该是遵照

执政党的党内决策程序来进行决策的。具体的做法是

先由自民党议员组成的各专业委员会与政府各部委的

官僚进行协商, 确定政策方案后通过政策调查会提交

给自民党总务会讨论,经各派系的元老派议员一致认

可后再提交国会通过。
172
因此他们对小泉的独断专行

十分不满,纷纷提出批评和指责。特别是小泉削减了

道路建设等公共支出的预算,又积极推行对国有邮政

部门的民营化改革, 这对自民党的传统支持层造成了

直接的打击,引起党内部分派系的激烈抵制。

三、强行推进改革和排除反对势力

推进经济和财政结构改革是小泉政权最为重视的

内容。尤其是邮政民营化改革,是小泉在 1995年 9月第

一次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时就打出的招牌卖点。所以小

泉把邮政民营化改革的成败当作其改革成败的试金石。

2004年 9月,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制定了将邮政事

业分成 4个公司(即储蓄、邮政、保险、综合窗口服务)

为主要内容的民营化基本方案, 小泉随即在内阁会议

上通过了这一方案。这种自上而下的由首相强行决定

的做法极不寻常。也许小泉认为实施邮政民营化是兑

现他在 2003年 9月竞选连任时对选民的承诺, 但自民

党内对于他不顾自民党传统的决策程序, 违背自民党

要在总务会上取得全会一致的决策惯例的独裁做法发

出了强烈的质疑。反对派组成了/邮政事业恳谈会0,

由前众议院议长绵贯民辅任会长, 明确表示反对邮政

民营化改革。

本来,小泉在经济领域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已经夺

去了一些从传统的经济政策中受益的政治家、官僚、行

业团体的既得权利和利益(如建筑业) , 导致了这些既

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和敌视。以邮政民营化改革为契

机,自民党开始分为两个阵营,即支持小泉首相的一方

#77#

5国际论坛6 2009 年第 3 期



和/抵制0的一方,两者开始了激烈的斗争。182

邮政民营化法案于 2005年 7月 5日提交众议院表

决。结果, 自民党内出现了 51 位造反者(绵贯等 37 人

投了反对票,另有 14人弃权或缺席) , 导致法案仅以 5

票的微弱多数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连小泉也承认这是

一场/紧张的比赛0。所以不出所料, 当法案在 8 月 8

日提交参议院表决时,自民党内有 30 名议员造反( 22

人反对, 8人弃权或缺席) ,法案遭到了否决。小泉声称

邮政民营化法案被否决就等于议会通过了对内阁的不

信任决议, 他可以行使宪法所赋予的解散议会的大

权。
192
实际上, 他是想通过解散议会并实施大选来清除

党内的/抵抗势力0。
众议院选举于 2005年 9月 11日举行,小泉纯一郎

率领的自民党赢得了 296个议席, 取得了历史性胜利,

比选举前的 212个议席增加了 84个议席。

在大选中,邮政民营化法案成为争论的焦点。小

泉为了排除党内的敌对势力,针对那些反对邮政民营

化法案的本党候选人,一是不承认他们作为本党正式

候选人的资格; 二是推举一些知名度很高的美女候选

人到同一个选举区与之竞争,媒体戏称是小泉派出的

/美女刺客0。如此一来,强烈反对邮政民营化法案的

前政策调查会会长龟井静香等 14人, 因无法获得以小

泉为首的自民党中央的承认和推荐, 不得不退出自民

党而另组国民新党, 单独进行竞选。在选举前曾是自

民党最大派系桥本派会长的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和小里

小组(原加藤派)代表的小里贞利, 在小泉的打压下被

迫退出选举。堀内派的堀内光雄也因反对邮政民营化

法案,不得不退出自己所在的派系作为无党派候选人

参加山梨 2 区的选举。大选之后, 幸存的自民党派系

领袖只剩下森喜朗、山崎拓、高村正彦、河野洋平、二阶

俊博等 5人,日本媒体评论说: / 6个派系和 3个小组的

领袖中 4个消失0了。小泉在自民党的权力斗争中取
得了全面的胜利。

因此,在大选后召开的特别国会上, 之前对邮政民

营化法案投反对票或弃权票的自民党议员, 纷纷弃暗

投明,改投赞成票,使得民营化法案顺利通过。从此自

民党内部再也听不到反小泉的声音了。

结束语

如前所述, 小泉上台之前的自民党政权的决策惯

例是:要制定一项法律,首先要由自民党籍国会议员组

成的专业委员会(俗称族议员)与政府各部委的官僚进

行磋商,提交自民党的政策调查会审议后转交自民党

总务会,在总务会上获得一致通过再提交国会表决。

这意味着在一个双重, 甚或三层构造的组织中, 内阁首

相要想独断专行是十分困难的。但是自小泉上台以

后,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改革, 首相的决策权大大加强,

政治决策程序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内阁府各机构的强

化,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以及首相辅佐官制度的创建,使

官邸主导的、体现首相意志的政治决策成为常态。决

策过程也由过去的通过派系领袖之间的协商, 变成了

仅靠首相及其亲信人物之间的秘密商议, 政治运行出

现了/自上而下0的/总统型0政治特点。
当然,这样的政治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日本国

民的求变心理、特定的小泉人气和小泉的独特个性所

决定的,并非日本宪法所保障的。按照日本宪法的规

定,政治的运作必须是以国会辩论和投票表决为中心

的。小泉之后的安倍首相和福田首相的执政风格都相

当重视党内协调以及与在野党的妥协, 这表明日本政

治的运作逐渐回归传统。不过这二人的人气度都大大

低于小泉,这一点或许表明日本国民已经厌倦了传统的

议会政治模式,开始寄希望于/总统型0的政治模式了。

[注释]

112 162 172宇治敏彦: 5日本首相列传 ) ) ) 从伊藤博文到福田

康夫61M2,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473 页, 第 474

页,第 474 页。

122 内山融: 5小泉政权61M2, 中央公论社, 2007 年版; 竹中治

坚:5首相支配 ) ) ) 日本政治的改变61M2, 中公新书, 2006

年版;后藤道夫: 5反/ 结构改革061M2, 青木书店, 2002 年

版;宇治敏彦: 5日本首相列传 ) ) ) 从伊藤博文到福田康

夫6。

132 竹中治坚:5首相支配 ) ) ) 日本政治的改变6, 第 5 章。

142 田中利幸: 20077内閣機能強化N現状H今後N 課題8 ,内閣

委員会調査室9立法H調査: No. 263(田中利幸: 5内阁机能

加强的现状及今后的课题6, 载内阁委员会调查室编5立法
与调查6第 263 号, 2007 年。)。

152 按政治运作特点划分,日本基本是国会主导的政治运作。

182 内山融:5小泉政权6 , 第 46 页。

192 日本国宪法第 69 条规定: 当众议院通过内阁不信任决议案

时,内阁或者解散众议院进行总选举, 或者全体辞职。但小

泉针对参议院否决了内阁提出的法案,而解散众议院,这在

日本引起了是否违宪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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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e among scholars concerning the def ini tion and implicat ion of the term, delimitat ion of periods in Chinese

Studies, subject buil ding, methodol ogy and so on, which, to a l arge degree, af f ect the all2around development

and academization of the study in this f iel d.

T heoret ical Probes

54  Th e Ch arac ter ist ics o f N ew Social M ovem ent and I ts ef fect in G over nance by  Gao Chunya

New social movement, arising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Two, has it s own characteristi cs of the time, in

terms of entity of actor, value orientation, and organi zat ional shape. From the angl e of social change, new so2
cial movement, as a result of the di sequilibrium between state and soci ety , is the sign of ci vil society seeking to

part icipate in governance. Facing some objective constraints, new soci al movement f alls into a conf lict between

autonomy and ef f ect iveness.

59  Po l it ics of Gr eat Pow ers and T ech no lo g ical Ad vancem en t by  Huang Qixuan

Technological change is becoming a hot topi c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Current researches on this i ssue always

concentrate on how emerging technologies reshape world pol itics, and they try to use domestic f actors to ex2
plain the signi f icant technologi cal changes. This research tries to indicate that international f actor is more pow2
erful i n explaining the emergence of signif icant technological change. If we try to understand signif icant tech2
nological change in the world,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power transiti on between these great powers.

Countries and Regions

64  Com m en t on the N ew Ver sion o f / Fo r eign Po l 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 ion0
by  Liu Fenghua

In Jul y, 2008, Presi dent Medvedev approved the new version of / Foreign Pol 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2
ation0 which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Russi an f oreign policy objectives, principles and priorit ies and clearly ex2
presses Russian conf idence as a big power in more actively parti cipating in formulat ing international agenda and

constructing new world order. The new version i s a carry2on of most of the contents of the 2000 version, in2
cluding Putinps f orei gn policy li ne and serval poli cy principles and at the same time adjusts Russiaps policy and

positi on on a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and areas.

68  A N ew Ver sion Of Hum an Rights Diplom acy ) Merkelps S har ed V alue Diplom acy by  Li Wenhong

In recent years , many researchers have done much work in human rights diplomacy of the Red2Green Alliance

in Germany and dif f erent comments have been made on Merkelps shared value diplomacy in some newspapers

and other mediums, but few people have made analy tical researches by putting Merkelps viewpoints into the

wider f rame work of human ri ghts diplomacy.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thi s article is meant to make a

study of the new version of human rights dipl omacy, Merkelps shared value dipl omacy. The author wishes to

throw out a minnow to catch a whale in researches on human rights diplomacy so as to estimate correctl y our

own strength as well as that of our opponents and win ini tiatives in communicat ing with wstern countries.

75  Junichi ro K oizum ips Po l it ical T act ics and th e Featur e o f his C abinet by  Shao Jianguo

Tradi tional ly, the poli tical decision2making process in Japan is f rom bottom to top. The compl exity of the

proccedure seriously limited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Af ter becoming the prime minis2
ter, Junichiro Koizumi strengthened the role of the cabinet and the consultant committee of Fi ance and Econo2
my, and set up a new positi on of asistant to the Prime Minister, thus great ly changing the policy making proc2
cedure. Pol icy making became dominated by the prime minister and , the Japanese politi cs under Juni chi ro

Koizumi appeared to be the feature of / presi dential poli tic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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