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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日本民主党作为最大的在野政治势力 , 十年来一直在日本政

治局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006 年 4 月 , 民主党因 “伪造电子邮件”

的政治败笔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整合 , 素以手腕老辣 、 信念坚毅著称的小泽一

郎终于走上前台。随后 , 作为两大保守政党间新一轮较量的千叶县国会议员

补选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胜利结束。民主党的变化给日本保守政治局面带来新

的波澜 , 但无论是对于民主党还是小泽一郎来讲 , 只有主张相对温和与稳健

的内政 、 外交政策 , 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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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 7日 , 日本民主党因 “伪造电子邮件” 丑闻 , 改选了党

的领导人——— “代表” , 小泽一郎以 119票对 72票的优势击败了竞选对

手菅直人 , 成为民主党新党首 。① 小泽当选给日本政坛造成了一次近乎

深震源的政治地震———尽管直接的冲击力不像浅表地震那样强大 , 但蕴

涵的巨大能量却令人不可小觑 。在小泽一郎接掌民主党仅仅一个月的时

间里 , 该党所属47个都道府县的 “总支部联合会” 全部在网站或报刊上

发表了支持党代表的宣言或声明②, 作为朝野两大保守政党在新局面下短

兵相接的千叶县众议院议员补选战 , 也以民主党候选人获胜落下帷幕。

一　民主党领袖更迭引发新的政治波澜

小泽一郎在日本政界中属于举足轻重却又大起大落的重量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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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民主党地方 “总支部联合会” 的 2006年 5月互联网主页及同时期的电子刊物。

实际上小泽一郎自 2003年 9月率领自由党合并到民主党后 , 已经是第二次问鼎党代

表职务。前一次发生在菅直人因未交纳国民养老金保险费下台时 , 但由于小泽本人亦有迟纳

养老金保险费的不良记录 , 遂使出任党代表的计划流产。



出身政治世家的小泽早年投身自民党 , 47岁即当选干事长 , 比今天的

少壮派领袖安倍晋三当选自民党干事长时还年轻两岁 。此后 , 小泽一郎

很快与自民党里的 “大佬” 金丸信 、竹下登共同构建了所谓自民党政治

的 “金竹小时代” 。从 20世纪 90年代起 , 日本政治舞台上的每一次震

荡都有小泽翻云覆雨的政治手法在其中发生作用 。然而 , 小泽本人为贯

彻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惜与伙伴反目 , 甚至 “自拆庙堂” 的一次次行动 ,

也在政界留下了并不光彩的名声。

2003年 9月 , 小泽一郎率领自由党与第一大党民主党合并 , 再度

开始了他作为在野党政治领袖的生涯。大概是小泽一郎本人也知道这次

出任党代表很可能是自己登上政治巅峰的最后机会 , 显得分外珍惜手中

的权柄 。小泽自己在当选后的表态中也说:“想到今后要为民主党的夺

权谋划 , 就感到责任重大 。我将为实现政权更迭与大家齐心合力 , 全身

心地投入到不懈努力之中。” 并为此一反往昔动辄清理门户的做法 , 尽

可能团结可以借助和利用的政治力量。上任后 , 小泽一郎立即与创价学

会会长秋谷荣之助等重要干部举行会谈 , 目的显然在于争取来自作为公

明党母体的创价学会的支持。此外 , 一向心高气傲的小泽放低身段 , 把

政治触角深入到自民党的支持团体里 , 分别与日本遗族会 、 日本医师

会 、 日本牙科医师会 、日本药剂师会 、 军恩联盟全国联合会等大型利益

集团上层人物会谈 , 显然是在为 2007年夏季的参议院选举布阵。①

民主党内部的变化也投射到整个日本政治舞台上 , 其中最为显著的

影响有以下两点:一方面 , 以少壮派标榜的前原诚司民主党前党首将党

的主导权归还给经验丰富的老牌政治家 , 似乎暗示着在今天的日本政治

生活中 , 羽毛逐渐丰满起来的年轻政治家还没有成熟到接掌最高政治权

力的程度 。显然 , 这一权力转换的影响也在一定意义上波及自民党内 ,

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 9月份的自民党总裁选举 。由于要瞄准明年的参议

院选举 , 能否与小泽对抗将成为自民党选择新党首的一条重要标准 , 因

此对备受小泉青睐的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最终能否担此大任仍存有疑

问的声音 。另一方面 , 民主党党首变动对自民党形成了直接挑战。2006

年4 月 23日 , 众议院千叶选区举行缺席补选 , 民主党成功地以微弱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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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闻》 2006年 4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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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挫败了自民党候选人。① 由于这是民主党新任代表小泽一郎上任之后

的第一次国政选举 , 因此日本舆论对此次自民党与民主党两党的对决非

常关注 , 将之视为对首相小泉 9月卸任前支持率的国民检验 。对于此次

的胜选 , 小泽一郎在宣布民主党赢得选举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这是

个有意义的胜利 。我们获得了信心……此次选举也表明民众关注日本政

治 , 为了不辜负民众的期望 , 我们将竭尽所能 , 实现政府改革。” 民主

党干事长鸠山由纪夫也强调称:“这是对小泉上台五年来造成社会两极

分化的民愤总爆发。” 他表示将在国会最后阶段紧紧抓住小泉改革中的

“阴暗面” 发动反攻 , 力争扭转执政党一家独大的局面 。②

应当说 , 民主党此次补选胜利的成功更多地在于其象征意义 , 对于

打着继续小泉改革旗号的自民党来说可谓是一次重大打击 , 甚至有可能

削弱小泉的凝聚力 , 被指责有扩大贫富差距之嫌的改革路线的正确性今

后势必受到进一步追究。

二　民主党的困境与出路的探索

那么 , 经过党首更迭的民主党是否具备了阔步前进直取政权的条

件 , 小泽自己鼓吹多年的 “两党制政治模式” 的前景如何 ?

首先 , 民主党在近十年的历程中一直面对一种两难悖论:没有城市

中小企业和市民的强有力支持就无法取得政权 , 而若不取得政权就无法

真正左右政策 , 因而也就无法得到城市中小企业和市民的支持 。小泽上

台后 , 民主党开始将攻击小泉政治与抨击自民党系列的地方政府首长联

系在一起 。例如民主党北海道总支部联合会开始在互联网和地方议会里

批判 “小泉政治的弱肉强食性质照顾了强者群体 , 而弱势人群则处境凄

惨” , 进而指责自民党推举出来的高桥知事推行了忽略弱势人群的 “道

政” , 呼吁公众在明年春季的统一地方选举中支持民主党候选人 , 以便

—34—

①

②  新闻 2006年 4月 24日。

此次日本众议院补选在千叶县第七选区进行 , 以填补自民党一名议员在今年 1月因涉

及选举舞弊而辞职后所留下的空缺 , 并在事实上成为自民 、 民主两党间的一次单独对决。最

终结果是民主党新人 、 前千叶县议员太田和美 (26岁), 以微弱优势击败了自民党新人 、 前

玉县副知事斋藤健 (46岁), 首次当选众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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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回知事职位。①

民主党的脆弱还表现在组织力量薄弱方面。相对于自民党在 “利益

诱导” 上的政治优势 、公明党的稳定 “票田” 和共产党的强有力基层组

织 , 民主党显得像个泥足巨人 。就连在国政层面支持民主党的联合工会 ,

一旦到了地方议会 , 也往往念及 “旧情” , 把选票投给社民党候选人。

从政党类型上观察 , 民主党属于 “精英型政党”。尽管目前仍在国

会两院分别占有 113个和 82个议席。但是 , 截止到 2004年全国党员数

量只有三万多人 , 大致相当于共产党的十分之一 , 而民主党在党外的

“职业性支持者” 也不过十万余众 。② 在东京的党员数量仅有 2171 人 ,

仅为首都总人口的万分之一左右 。不仅如此 , 地方党员分布失衡严重 ,

爱知县的党员扩大到 8000多人 , 而在民主党力量最为薄弱的岐阜县和

秋田县 , 党员数量只有 58人和 50人 。在政治中心东京都的议会里 , 自

民党与民主党的力量对比为 49∶34 (都议会议席总数为 126个 , 公明党

和共产党分别占 23个和 13个议席 , 另有 7个无党派议席 。)

为了扭转基层组织薄弱的被动局面 , 民主党曾经在 2005年努力扩

大党员队伍 , 计划发展 20万新党员。为此 , 民主党降低了 “门槛” , 宣

布无论何人 , 只要交纳 6000日元党费 , 就可以成为党员并免费得到党

刊 《民主》 和 《民主号外东京版》 以及其他必要的政治信息 。2005年 ,

民主党曾经一度取得了登记 14万人的 “硕果” , 职业性支持者的数量也

艰难地提高了四万多人 。小泽一郎就任民主党党首后决心加快组织建

设 , 首先在作为 “政治晴雨表” 的东京都加大了党势发展的力度。民主

党东京都总支部联合会甚至开办了 “民主党东京大学” , 由该党国会对

策委员长渡部恒三等重量级政治人物亲自讲授 “地方分权论” 、 “公职选

举法” 等政治技巧。该大学的主页上开宗明义地写道:“明年 4月的统

一地方选举 , 对于我民主党而言 , 是一块验证是否成为真正政党的试金

石。开办民主党东京大学这样的政治学校的着眼点 , 就在于改变东京都

以及各区议会中民主党只有 139个议席 , 而自民党 、公明党 、 共产党分

别占据432 、 337 、 255个议席的被动局面 。今后的一年是招募预备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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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据统计 , 民主党 2004年 3月的党员数量为 32817人 , 职业性支持者为 75211人。

民主党北海道ウェブサイト、 2006年 5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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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实战准备的一年。”

按照来自民主党内部的消息灵通人士的分析 , 在目前以小泉为核心

的强势自民党的统治下 , 民主党欲争取执政地位 , 需要在以下四个重大

问题上进行夺权战略的根本调整。

第一 , 以小泽为首的民主党急需树立有别于小泉政治的政治形象。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 实际上小泽在政策上与小泉并无大的区别 。至少在

目前 , 无论是坚持日美同盟 , 还是主张缓和规制 、推动建立小政府大社

会结构 、 努力从政治决策中消除官僚统治等等 , 新保守政党民主党与老

保守政党自民党的腔调几乎如出一辙。作为民主党今后的课题 , 需要改

变过去那种几近 “自民党副本” , 存在于自民党的影子里的被动局面。

按照政治评论家森田实的忠告 , 目前民主党的首要政治课题是努力增强

作为在野党的批判精神 , 发挥出在野党的议政作用。

第二 , 顺应社会上 “脱离小泉的政治潮流” , 在基本政治理念上与

自民党对垒。小泉的外交 、安保政策以追随美国为基点。要打出独立国

家的旗帜 , 号召国民维护日本民族的独立自主精神 , 由此将选民的选票

吸引到自己的阵营中来。攻击小泉政治中亚洲外交的失败 , 是民主党打

击对手 、 争取选票的又一武器 。小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素来有自己独到

的见解。

第三 , 在经济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拉开距离。小泉在内政上努力把全

球化时代的市场机制导入日本 , 目的是将日本变成美国类型的社会经济

结构。小泉改革的结果是加大日本社会中的收入差距 , “一亿国民总体

中游” 的局面将随之消失 , 代之以阶级 、阶层分化的局面 。届时 , 国民

贫富差距加大 , 企业间跨国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间收益悬殊 , 首都的繁

荣与地方小城镇的相对衰退破坏了原有中央地方关系的稳定性 。

第四 , 要刻意在增加地方议员方面做扎实的工作 。回顾民主党迄今

为止的发展过程 , 九年来每举行一次统一地方选举及其补选 , 该党在地

方议会中的实力都有所增长 , 此乃从根本上夺取政权的 “固本之策” 。

三　两党模式的端倪 、 限度及可能前景

从 “1955年体制” 结束的 1993 年起 , 日本的政治改革和政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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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已经走过了 13个年头 。但时至今日 , 日本的政党制度仍处在变化

过程当中 , 毋宁说日本政党制度正处在体系转换的动荡时期 , 其起因和

走势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

从一定意义上讲 , 人们把小泽一郎的再度崛起与政党制度变化联系

在一起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因为 , 实现 “两党制” 毕竟是小泽多年的政

治理想和为之奔走的目标 , 而这种追求既符合多数国民对政党制度模式

变化方向的看法 , 也得到政治学者们的支持和肯定。例如 , 宪法调查会

中的学者委员山口二郎就主张:“我们期待的未来状态是在诸多党派林

立的现实中 , 存在承担起政治责任的两个中心大党。并希冀这两个大党

明确提出自己的政权构想 , 各自成为肩负国家管理责任的轴心 。”①

当然 , 如同小泽一郎的许多主张都引起争议一样 , 曾经当过先驱新

党的众议院议员的锦织淳律师对小泽的两党制主张与实践持否定态度:

“小泽氏所做的政治改革并不是真正的两大政党制度 , 其结果是推进了

自民党 、民主党之间的 `均质化' 。原有意义上的两党制 , 应当是国会

里不同形象的政党在政治上的切磋琢磨 , 现在光是高喊 `政权交替' 、

`政权交替' , 并为之不断合并重组 , 但在此过程中 , 民主党存在的理由

却越来越小了。现在的政治是把 `蛊惑大众的政治' 发挥到极点了。”②

而且 , 小泽主导民主党本身也给两个保守政党对峙模式造成了复杂局

面。从民主党进入 “小泽时代” 后其影子内阁成员以及党内高层人士安

排来看 , 原来追随前原诚司的 “松下政经塾” 出身的少壮派在党内地位

有所下降 , 媒体甚至一度出现了 “前原是否会另外组建松下政经塾新

党” 的疑问。③因为 , 前原诚司本人在小泉首相 2005年秋天发出 “自民

党与民主党大联合” 的诱惑时 , 也曾经公开表示 “不与自民党联合的可

能性占99.99%” , 有意无意地为 “保守大联合” 保留了一线微弱的希

望。所以 , 激进的比自民党内许多人更接近小泉政治路线的青年政治家

在民主党内失势后 , 许多人就表示 , “由于小选区制度的限制 , 假如游

离到党外 , 就要结合成新的小党去争取与自民党 、公明党的合作 , 并以

这样的方式坚持到下一次大选 , 否则既无法在小选区里立足 , 也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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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小 代表诞生で始まる政界不稳 、  サンデÅ每日 2006年 4月 23日 、 27—28页。

 民主党  昔の名前 力 、  AERA 2006年 4月 17日 、 71页。

日本国会宪法调查会  中间报告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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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补助金” 。

那么 , 小泽一郎的夺权战略以及他多年谋划的 “两党制政治模式”

究竟有几分胜算呢? 来自民主党内部的说法是需要 3—5 年。其实 , 小

泽的努力是否奏效 ,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小泉政治的实践成功与否 。到

2006年 4月 21日 , 小泉政治已经走过了五个年头 。人们观察小泉政治

的轨迹 , 不难看出它与原有自民党政治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放弃了 “1955

年体制” 下营造富裕中流社会的平等政治理念。如梦初醒的选民们总算

明白了 , 小泉口中的 “砸烂自民党” 实质是 “砸烂过去自民党的政治主

张和手法” , 即把政府退出经济领域 、取消平均化社会 、 引入优胜劣汰

的竞争机制等作为改革的主动力。此举在造就经济发展活力的同时 , 也

明显拉大了国民中的收入差距 , 已经在日本社会中引起非议。

假如 , 主要脱胎于自民党的民主党人捡起被小泉抛弃的自民党原有

主张 , 利用逐渐增大的国民不满情绪 , 重新倡导 “平等 、 互助精神” ,

可谓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 很有可能把公众的支持拉到自己一

边。再者 , 民主党要提出能够体现自己特色的外交政策。外交问题在选

举中的排序通常是在国民福利 、养老 、 保险 、税金 、 就业等与老百姓生

活息息相关问题之后的第五 、 六位上。但是 , 小泉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

社造成的邻国外交失利 , 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 、 贸易方面的被动局面 ,

已使国民逐渐感受到外交被动局面给经济发展及自身生活带来的负面影

响。舆论界对政府外交方针的批评 , 也同样引导着选票的投向。因此 ,

预计以小泽为首的民主党将会继续坚持对小泉为核心的自民党推行的所

谓 “在参拜靖国神社前提下的亚洲外交” 的批评 , 并通过主张甲级战犯

的 “分祀” , 来否定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 以此扭转邻国外交上的被动局

面 , 最终赢得民众的支持以取代自民党 。

从表面上看 , 今天民主党党首更迭的结果似乎使得两党制的确立又

向前迈进了一步 。当然目前确立两党制的基础还需巩固 , 不尽如人意之

处甚多。但走向两党制已是日本政治的发展方向 , 选民将根据手中的选

票对政党的政策以及政党本身进行符合自己意愿的选择。然而 , 政党和

政治家过于注重短期效应而非长期效应 。按照西方政治学者沃林奈茨的

理解 , “如果政党是自我调整型组织 , 根据投票者的要求来调整自己的

诉求 , 那么对于政党连续性的认识就不必根据选民倾向的变化 、组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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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的压力或者党派宣传的过滤效果 。相反 , 政党和政党制度可能生存的

原因是政党根据选民的偏好的变化调整了自己的诉求”①。对于谋求选

票目标的民主党来说 , 选举的意义越是重大 , 进行党内变革的可能性就

越大 。民主党的首要目标是赢得选举 , 那么政党的 “绩效标准” 就是选

票和议会中的席位数量。显然 , 民主党在今天日本的政治生活中既没有

超越自民党保守政治的意识形态需求 , 也不存在为党内民主努力的主观

愿望。无论是党的领袖还是民主党人的政治诉求都在于当选并参与政

府 , 从中分享政治权益。

按照西方政党理论 , 政党领导人的更迭变化是政党整合中关键性的

两个内部独立变量之一 (另一个是作为制度化标志的政党年龄)。在缺少

外部刺激的情况下 , 领导人变化还可以包含或引申为主导集团的变化。

一个有趣的巧合是 , 由于小泽一郎在任期中途接掌民主党的领导岗

位 , 按照两年一届的党代表选举制度 , 需要在 2006 年 9 月重新选举民

主党代表。这样一来 , 今年 9月日本朝野两大保守政党将同时选举党

首。尽管对于这两个政党而言 , 选举同样是对政治领袖主导力和决断力

的一次考验 , 但就个人政治出路来讲 , 小泉的任务是选择可靠的政治接

班人 , 自然相对轻松一些 , 而小泽则是一场卫冕选举战 , 需要更高的政

治手腕。

事实上 , 自民党方面早就开始防范小泽对小泉构成威胁。由自民党

干事长武部勤推动的 “小泽一郎政治资金丑闻调查” , 一直想从小泽

7亿 3125万日元之巨的总收入和 4 亿 7000多万日元的定期存款中找出

破绽 。而小泽自己则一面加紧防备并采取调查上的反制措施 , 一面开始

为选举布阵 , 在他巡游各地的演讲和会见中许下了种种承诺。最近 , 两

位党首之间相互攻击的口水战已经不少 , 自民党方面在大肆宣传:“小

泽虽然有个人魅力 , 其实不过是媒体制造出来的虚假幻象 。远看倒是像

个男子汉 , 一旦走近就会发现丑陋得令人讨厌。”② 小泉身边的人士也

放风说:“主导政局的秘诀在于 `后发制人' 。小泽这样的政治老手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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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心知肚明 , 而且惯于使用后出手的战术 。但民主党今天的困局在于

继续沉默就会迅速衰落 , 这就迫使小泽不得不使用先发制人的策略 。我

们只需要以逸待劳地等待反击就可以了 。” ① 相反 , 当记者追问小泽与

小泉的本质不同在何处时 , 小泽不无揶揄地说:“人嘛 , 总有情和理的

两个侧面 。不过 , 小泉首相这方面很淡薄 , 因为他算是个彻头彻尾地进

行权力斗争的人物。” 言外之意是自己的政治主张才是日本政党制度改

革的出路。② 不过 , 小泽所做的漂亮的政治承诺本身并非不可取 。赫胥

黎说过一句貌似玩笑却发人深省的话:“政治中的假话越多越好 。假话

虽然一文不值 , 但如果它同哪怕是最小量的真诚结合在一起 , 会像在一

个实际数字后面加零一样 , 使可能的名副其实的善意成倍增长。” 或许

是由于小泉所代表的政治路线再三强调改革的 “阵痛” 无法避免 , 而日

本国民在感受到竞争压力之后看到的却只是生活水平差距拉大和邻国外

交失败的缘故 , 人们开始把小泽领导的民主党看作是相对温和 、稳健一

些的平衡力量。

民主党的党徽是两个鲜红色的圆球 。按照设计者的创意 , 球形象征

旋转不止的动力 , 两个圆球则表示政治权力与民众力量的结合 , 如同生

命体一样不断融合 、 成长为新的∞ (数学符号的 “无穷大” 的寓意)

形态 , 以便在未来发挥出无限的政治能量。最近 , 有人在互联网上著文

谈论 《民主党的最佳战略选择》③, 通过山丘图形表示国民对政党进行

选择的 “正态分布状态” , 其中民主党与自民党分别在山丘的左右两侧 ,

显示出两者之间在政治属性上存在的某种差异。如果小泽一郎领导下的

民主党真的实行一条相对偏向温和与稳健的政治路线 , 至少在缓解日本

与亚洲邻国的政治矛盾上产生一定效果 , 那么对于日本老百姓来说也许

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福音 。

(责任编辑:韩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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