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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第 24届参议院选举以执政的

自民党和公明党的优胜告终，

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及代表其他社会各

阶层的共产党、社民党和生活党等政

党得票平平。自民党、大阪维新会、

守护日本之魂党等修宪势力获得参议

院“三分之二”以上议席，日本政坛

呈现修改和平主义宪法的态势。以自

民党为首的修宪势力成功掌控参众两

院通过修宪动议的优势席位，从而为

执政的自民党自如地开展国会“修宪”

扫除了政治障碍。尤其是大阪维新会、

守护日本之魂党等右翼政党积极支持

自民党修改和平宪法、海外派兵等保

守主义政策，日本共产党、社民党和

生活党已无力抗衡修宪势力，日本政

坛“总体保守化”及政治右倾化已常

态化。

老牌保守政党自民党

借“外交政绩”巩固执政地位

日本参院定员为 242 个议席，每

自民党参议院胜选与修宪势力
的主导性取向
——第 24 届参议院选举后的日本政局走向

2016年7月，日本举行第24届参议院选举。通过此次选举，自民党在
国会完全确立了“一党独大”的优势地位，自公执政联盟已完全掌握
参众两院提出修宪动议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日本政坛的和平主义势
力影响式微，难以形成遏制修宪势力政治右倾化的抗衡力量。日本
战后所形成的和平主义精神或将失去宪政依托。

■   吕耀东

三年改选一半议席（121 个）。在第

24 届参院选举中，老牌保守政党自民

党获得 55 个议席，之后又追加提名 1

位非改选无党派参议员加入自民党，

再加上原有的非改选议席，自民党在

参院增至 122 个议席，时隔 27 年再

度实现在参院单独过半数。联合执政

的公明党夺得 14 个议席，加上非改

选的 11 个议席，执政党联盟获得超

过能主导参院审议的稳定多数地位。

尤其是自民党实现了参院席位单独过

半数的好成绩，使其执政地位进一步

巩固。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因

此强化了在众参两院的优势地位，日

本政坛朝野政党实力悬殊拉大。

有媒体分析称，在“安倍经济

学”乏力的情况下，以安倍为首的自

民党参院胜选在于成功主办七国集团

（G7）峰会而维持的较高支持率。在

日本主办 G7 峰会后，日本共同社于

2016 年 5 月底实施的全国电话舆论

调查结果显示，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上

升为 55.3%，较 4 月底调查时上升了

7 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下降为 33.0%。

对于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广岛一事，

回答“很好”的受访者达到 98.0%。[1]

舆论调查显示，有 65% 的国民认为

安倍主持伊势志摩 G7 峰会表现良好。

舆论调查结果表明，以安倍为首的自

民党成功以“外交成绩”吸引了日本

从日本民调多数反对修宪来看，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色彩尚未彻

底消褪。图为2016年3月14日，日本东京成千上万人聚集新宿区，

抗议安倍首相政策和修宪，并支持举行议会选举。

▲

国别政治
National Politics



41

2016.08
当代世界

民众的支持率和参院选票。在日本民

众来看，能成功主办 G7 峰会这样重

要的国际会议，也体现了日本在国际

社会的重要地位。

从自民党的外交政绩来看，安倍

政府主办的 G7 峰会，充分展示了日

本主导峰会议题和改变“战后体制”

的意图，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日本改

变战败国形象的社会心理诉求。在

2016 年初安倍就以日本伊势志摩召开

的 G7 峰会作为最大的外交课题。安

倍将此次峰会的主要议题设计为反

恐、难民对策以及针对中国的海洋安

全保障问题。安倍通过 G7 峰会扩大

日本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力求确

立在针对中国的海洋“法治”方面发

挥主导性作用。尽管欧美国家十分

关心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

等反恐对策和难民问题，但安倍执意

要设置一个“日本作为亚洲代表而能

够主导的议题”，将针对中国的海洋

安全保障等问题设计为峰会主要议题

之一。同时，日本借主办 G7 峰会大

做文章，加强公共外交攻势，力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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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 各国政要“亲身体会遭遇原子弹

轰炸的实情”，并进一步要求全球领

导人及世人访问广岛、长崎核爆发生

地，有意强调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原子弹受害国”，突出强调日本

民众是核爆的受害者。日本不仅让 70

年前投下原子弹的美国及英法等核国

家政要访问了广岛“核爆地”，而且

还借主办 G7 峰会来凸显自身也是二

战“受害国”，安倍的历史修正主义

意图得以实现。

日本有些国民一直有二战“受害

者”意识，这种意识在日本国内具有

一定市场，部分民众反对美国在日驻

军，希望美军能尽早撤离日本本土。

执政的自民党把 G7 伊势志摩峰会及

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原子弹爆炸地广

岛作为“外交成果”大肆宣传。大多

数日本国民认为，奥巴马的广岛之行

十分值得肯定，有利于日美两国在历

史问题上的和解。执政的自民党也希

望借奥巴马到访来满足有些国民二战

“受害者”身份的诉求。大多数日本

国民由此对自民党执政的外交能力予

以肯定，直接体现在第 24 届参院选

举以执政党优胜的结果上。 

自民党作为 1955 年立党的日本

老牌保守政党，确立自主宪法的立党

目标始终没有放弃。赢得国会三分之

二以上的修宪议席是自民党梦寐以求

的目标。在 2012 年底日本第 46 届国

会众院选举中，在野的自民党取得

压倒性胜利，单独赢得众院 480 个议

席中的 294 个席位。上台执政的自民

党乘胜追击，在日本第 23 届参院选

举中，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分别夺

得 65 和 11 个议席，加上非改选的 59

个议席，执政党在参院获得 135 个议

席，取得参院选举议席过半的大胜，

改变了长达六年的“扭曲国会”现

象。在 2014 年底第 47 届国会众院选

举中，在 475 个众院议席中，自民党

获得 290 个议席，公明党获得 35 个

议席。执政的自公两党共获得 325 个

议席，取得超过三分之二的席位优势。

在 2016 年第 24 届参院选举中，执政

的自民党夺得单独过半数席位是优

胜，加之拥护自民党修宪的其他议席，

自民党和公明党等修宪派在众参两院

均拥有修宪动议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议

席。这样的执政优势，为自民党营造

了“致力于修宪动议和国民讨论”的

稳定政治局面。 

参院选举后“修宪势力”

合流谋求修宪动议

所谓“修宪势力”就是赞成在安

倍晋三执政期间修改宪法的政党、其

他党派和无党派议员的统称。除了联

合执政的自公两党外，在野的大阪维

新会、守护日本之魂党也认为有必

要修宪并赞成在安倍执政期内修改

宪法。这四个党被称为“修宪四党”，

其中，自民党把修宪作为该党基本方

针，公明党倡导在现行宪法中增加新

理念与条款的“加宪”，大阪维新会

和守护日本之魂党完全支持自民党的

修宪主张。

日本宪法第九十六条规定，提出

实施修宪全民公决的议案必须在众参

两院均获得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日

本第 24 届参院选举投计票结果显示，

包括非改选议席在内，赞成修改宪法

的“修宪势力”经选举占据了由国会

参院提议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以上议

席。虽然在野的民进党、共产党、社

民党和生活党在 32 个改选 1 人区推

出统一候选人携手合作，但未能击败

“修宪势力”。尤其是最大在野党民进

党改选 43 个议席，仅获得 32 个议席。

也就是说，修宪势力在此次参院选举

中获得优势议席，已经无需获得第一

大在野党民主党的同意就可由国会提

议修宪。对于有意修改宪法的安倍晋

三而言，其执政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

共产党、社民党和生活党等反对修宪

的势力进一步衰落。

尽管自民党内部对把修宪作为

第 24 届参院选举的焦点持慎重态度，

顾虑过早举起修宪大旗会招来在野党

及国内和平主义者的反对，但经过自

民党党内协调后，修宪仍然成为自民

党 2016 年工作方针草案的核心内容。

该草案突出将修宪作为第 24 届参院

选举的焦点，并就修宪表示：“将继

承现行宪法的主权在民、尊重基本人

权、和平主义这三个基本原理，争取

修宪。”

安倍在参院选举获胜后就修宪

称：“讨论的场所将转至众参两院的

宪法审查会，汇总提炼将修改哪个条

文以及如何修改的意见，期待加速讨

论。”日本自民党把修改宪法作为党

的基本方针，力争从 2016 年秋季的

临时国会开始，启动面向精炼修宪条

款的讨论。自民党计划从容易获得在

野党认可的条款入手，例如旨在防备

他国武力攻击和大型灾害的“紧急事

态条款”等。除了执政伙伴公明党外，

自民党还有意获得大阪维新会等右翼

政党对修宪持积极态度的在野党的协

调配合。鉴于安倍表示有意在任期内

修宪，预计2016年秋季临时国会以后，

面向修宪的讨论或将活跃起来。修宪

将可能成为日本政治生活中具有现实

意义的政治议题。

公明党作为自民党的联合执政伙

伴也认同修宪。公明党作为一个带有

宗教色彩的“和平之党”，对于联合

执政的自民党的保守主义执政理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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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保持一定的制约力。关于修宪问

题，公明党与联合执政的自民党有着

不同的观点，将修宪重点放到新设“环

境权”等方面，是倡导在宪法中增加

新理念和条款的“加宪”派。公明党

提出“加宪”即在宪法中加进新的条

款，作为执政党的一份子从宏观意义

上接受修宪。但公明党仍然坚持自身

的立党原则理念，以“讨论尚未成熟”

为由，在此次参院选举竞选中尽量回

避触及宪法问题。公明党采取“中道

主义”的灵活性，谨慎维护与自民党

的联合执政地位，表现出与自民党“修

宪”的不同理念及温差。

大阪维新会是日本右翼政党中的

修宪急先锋。该党在第 24 届参院选

举中（非改选 5 个议席）改选 2 个议

席却大幅增至 7 个议席。关于修宪议

题，大阪维新会主张通过修宪实现教

育无偿化、地区主权改革和设立宪法

法院。大阪维新会党首松井一郎曾就

党的政策方向表示：“修改宪法是重

大想法之一。我们将加入修宪动议所

需的参众两院三分之二赞成的势力。”

大阪维新会的立场是赞成以国家治理

机构改革为目的的修宪，与安倍晋三

为首的自民党修宪理念有不少相同之

处。另外，守护日本之魂党也呼吁自

主制定宪法。尽管该党在此次参院中

未收获议席，但仍然保有参院非改选

的 5 个议席。

从日本第 24 届参院选举结果来

看，修宪势力已经形成国会动议主导

权。反观其他在野党参院选举多半不

利，反修宪势力严重受挫。最大在野

党民进党明显处于下风，所获议席 32

个，比选前更少。社民党与生活党确

保了 1 个议席。只有改选 3 个议席的

共产党获得 6 个议席，实现翻番，但

改变不了反修宪势力的弱势地位。尽

管日本共产党主张“守护宪法包括前

言在内的全部条款”，社民党坚持“不

允许更改和平宪法”的护宪立场，生

活党要求尊重宪法和平主义理念；但

民进党内部对修宪态度不一，党内对

修宪态度积极的议员也不少，党内的

谨慎派反对在安倍执政时修宪，党内

反对修宪难以形成统一意见。这样的

政党政治生态，将导致赞成修改宪法

的“修宪四党”以及其他党派和无党

派议员依靠议会多数，掌握国会修宪

动议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以安倍为首的

自民党欲加快修改

“和平宪法”的进程

日本执政党在参院选举中大胜，

反对修宪的在野党议席事实上已失去

抗衡的能力和实力。安倍在参院选举

当日强势表示：在“众参宪法审查会

的讨论结束后，将就修宪举行国民投

票”。可见安倍力主“修宪讨论”已

箭在弦上。

由于日本《宪法》修改程序包括

由国会提议修宪和国民投票通过两个

关口，修宪提案需百名以上众议员或

50 名以上参议员联名提出。由众参两

院的宪法审查会审议修宪提案，获得

出席议员的过半数赞成通过后，再提

交给国会全体会议讨论。根据宪法第

九十六条，若在两院获得全体议员中

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将由国会提议修

宪，并向国民提出修宪草案。若国民

有效投票总数过半赞成，修宪草案即

获得认可。

安倍在自民党拥有众参两院议席

优势的基础上，将启动着眼于长期执

政的内阁改组与自民党高层人事安排

讨论，为在国会提交修宪动议进行准

备工作。从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看，以

安倍为首的自民党通过掌控国会进一

步巩固执政地位，“修宪”势力已排

除在野党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国会内

“阻力”。尽管自民党将在发生大规模

灾害或遭受武力攻击时集权限于内阁

的“紧急事态条款”作为优先课题，

但安倍及自民党修改宪法的终极目标

是“第九条”，即在于完全修改包括“放

弃战争”“不保持战力”和“否认交

战权”在内的宪法“和平主义精神”。

正是因为有“第九条”的和平主

义精神，《日本国宪法》又被称为“和

平宪法”。可以说，日本战后走上限

制军事化和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正

是基于“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确立与

存在。然而，这部备受亚洲及世界广

泛赞誉、得到日本国民认可、对日

本经济崛起功不可没的“和平宪法”，

却被追求“正常国家化”的日本修宪

势力视为最大障碍。

自主制定宪法是自民党的基本

方针。安倍的外祖父、前首相岸信介

曾在《日美安保条约》修订后就着眼

于修宪，但未能实现。如今安倍等人

再次强调自民党建党精神之一是“制

定自主宪法”。安倍首相在 2016 年

3 月的参院预算委员会上就修宪表示

“希望在任期内完成”。安倍作为自民

党总裁的任期至 2018 年 9 月，根据

自民党党章规定，自民党总裁任期最

多为两任共六年。安倍称：“自民党

自建党伊始就把修改宪法作为党的基

本方针。我作为党总裁将争取实现这

一目标。”可见，尽早启动修宪程序

已成为必然。同时，防卫相中谷元曾

就自民党修宪草案把自卫队改为“国

防军”的理由解释称，“拥有一定人

口的国家不保持军队的就只有日本

了，独立国家为保持独立、维护和平

以及保障国民安全，拥有军队是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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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2] 安倍等日本政要上述言论表

明自民党将在众参两院的宪法审查会

上汇总各党修宪条款及意见，2017

年秋季的临时国会上建议修宪，到

2018 年实现国会修宪动议、力争进

行国民投票的构想及决心。可以说，

自民党等修宪势力主张修改“和平宪

法”第九条，设置国防军，允许在国

外使用武力，废除宪法限制行使集体

自卫权等言论，意在取消日本现行宪

法的和平主义精神。一旦改变日本宪

法第九条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平主义

精神将失去宪政依托，“和平宪法”

将不复存在。

然而，日本有些奉行和平主义的

民众并不认可修宪。据共同社在 2016

年日本参院选举结束后的 7 月 11 日

和 12 日实施的全国紧急电话舆论调

查结果显示，24.2% 的受访者对赞成

修宪的“修宪势力”参院议席数超过

三分之二这一结果表示满意，28.4%

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两种意见的占

比相距不大。46.0% 的受访者表示“不

好说”，可见不少选民也感到困惑。

回答反对在安倍晋三执政期间修宪的

占 48.9%，回答赞成的占 35.8%。[3]

这说明日本战后以来的和平主义势力

仍然存在重要影响。安倍等人修宪的

坚决与日本修宪民调的多数反对，反

映出日本社会及广大国民的“修宪认

知”尚落后于安倍及自民党的修宪理

念和行动。两者的相异点在于日本是

否要放弃“和平主义”这一历史“承

诺”。从日本民调多数反对修宪来看，

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色彩尚未彻底消

褪。安倍的修宪言行必然受到来自国

内外宪政民主与和平主义的质疑。看

来安倍还需要对在野党、广大国民和

自民党内反对修宪者进行“充分讨论”

式的“说服教育”工作。

结  语

自民党及修宪势力在日本第 24

届参院选举获得议席的三分之二优

势，有利于自民党按照自身设计的修

宪理念整合修宪势力，形成修改宪

法“第九条”的意愿和目标。而民进

党、共产党、社民党与生活党等反修

宪党派的国会议席劣势，已经完全失

去对于自民党等修宪势力的牵制。本

届参院选举后，日本共同社向日本参

院选举当选议员发放是否赞成修宪的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修宪四党”

中，自民党有 64.4% 赞成修宪，反对

者为零；公明党有 90.9% 赞成修宪，

但赞成在安倍政权下修宪的比例仅为

4.5% ；大阪维新会和守护日本之魂党

的所有受访者均赞成修宪。在反对修

宪阵营里，共产党、社民党、生活党

的所有受访者均对修宪表示反对。然

而民进党内存在修宪意见分歧，赞成

者占 28.6%，反对者占 42.9%，显然

有部分议员对修宪持积极态度。[4] 显

然，安倍首相若从秋季临时国会在众

参两院的宪法审查会启动旨在遴选修

宪项目讨论时，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将

进退失据、无以应对，难以整合反修

宪势力。

安倍立志要制定一部“新宪法”，

完成自民党尚未完成的“立党”使命。

在以安倍为首的自民党看来，修改

“和平宪法”是日本成为“正常国家”，

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关键所在。加

之自民党、大阪维新会和守护日本之

魂党等修宪势力在第 24 届参院选举

获得三分之二优势议席，使得安倍政

权更加坚定了推动修改“和平宪法”，

实现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夙愿的决

心和信心。

总之，通过第 24 届参院选举，

自民党在国会完全确立“一党独大”

的优势地位，自民党和公明党的执政

联盟已完全掌握参众两院提出修宪动

议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日本政坛的和

平主义势力影响式微，难以形成遏制

修宪势力政治右倾化的抗衡力量。对

于安倍强化日美同盟，增强自卫队实

力，渲染“中国威胁论”，以行使集

体自卫权的“安保法”谋求海外用兵

的政策及行动，使得奉行和平主义的

日本民众对安倍“修宪”产生重重疑

虑，越来越担心日本战后以来的和平

主义精神失去宪政依托。

需要强调的是，“和平宪法”是

日本二战无条件投降的历史产物，意

在根除日本军国主义，是世界反法西

斯联盟的胜利成果，其影响远远超出

日本一国之内。安倍曾经所谓修宪是

日本分内的事情、“修宪与周边国家

无关”的论调，完全是无视日本二战

战败历史教训，无视日本殖民和军国

主义侵略罪行，无视日本和平主义宪

法的重要现实意义。这种历史修正主

义极为危险，值得尚有和平主义信念

的日本国民警惕，需要亚洲国家和国

际社会来共同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胜利成果及秩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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