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自公联合政权长期稳定

执政的理论分析
①

何晓松

　　摘　要：１９９４年日本实行政治改革后，政党体制从自民党“一党优位”的“多极多党

制”转变为自民党“一党优位”的“两极政党集团型多党制”，多党联合政权成为日本政权

主要组成形式。１９９９年后自民党和公明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联合政权，公明党在自公

联合政权中发挥重要作用。以新制度理论、生命周期理论等政党联合理论可以分析自公

联合政权的形成和发展，能够揭示自公联合政权长期稳定执政的原因，特别是两党间的

政策协调机制是消除两党“合作困境”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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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４年政治 改 革 后，日 本 实 施 小 选 举 区 和 比 例 代 表 并 立 的 选 举 制

度。小选举区 制 容 易 产 生 两 党 制，比 例 代 表 制 易 产 生 小 党 林 立 的 多 党

制。在小选举区制和比例代表制的共同作用下，日本政党体制由自民党

“一党独大”的“多极多党制”向“两极政党集团型多党制”转变。自１９９９

年自民党和公 明 党 建 立 联 合 政 权 开 始，经 过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 短 暂 在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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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自民党重新执政到现在历时１９年。其间，１９９９年自民党、公明党

和自由党组成联合政权，后自由党分裂，部分议员组织保守党，继续留在

联合政权内，最后并入自民党。另一极政党集团是指民主党及其它在野

党，２００９年民主党与社民党、国民新党组成联合政权，２０１２年失去政权。

１９９３年后，除桥本龙太郎第二次内阁和小渊惠三内阁以外其他历届内阁

的主要组织形式均为多 党 联 合 政 权。本 文 利 用 政 党 联 合 理 论 分 析 日 本

多党联合政 权 的 形 成 和 瓦 解，以 期 加 深 对 日 本 政 党 体 制 和 政 局 变 动 的

理解。

　　一、联合政权的理论分析

　　联合政权是指两个及两个以上政党联合执政的政权。１９９４年日本

政治改革后，单 独 一 个 政 党 的 议 席 数 很 难 在 众 议 院 和 参 议 院 同 时 过 半

数，因此各届内阁建立的大部分是联合政权。

（一）政党联合的数量和规模理论

美国罗切斯特大 学 政 治 学 教 授 威 廉 姆·莱 卡 构 筑 了 最 古 典 的 政 党

联合理论，认为政党联合是零和博弈。一方面，政党为使自己的利益、偏

好实现最大化，在联合政权中尽量争取利益分配，取得政府职位；另一方

面，政党为了取 得 政 权 也 会 向 其 他 政 党 让 渡 一 部 分 自 己 的 利 益。因 此，

这个模型假定政党需要互相分配利益，参加联合政权的政党数量则越少

越好。莱卡从这一假定出发，指出联合政权中政党组合方式是在议会取

得过半数议席所不 可 或 缺 的 政 党，这 样 的 政 党 组 合 方 式 称 为“最 小 规 模

胜利联合”。

假设有４个政党，Ａ党有２７０个议席，Ｂ党有２３０个议席，Ｃ党有６０

个议席，Ｄ党有４０个 议 席，议 会 总 议 席 数 是６００个，超 过 半 数 则 需 至 少

３０１个议席。第一大党Ａ建立政权必须与其他政党联合，Ａ党只要与Ｂ、

Ｃ、Ｄ三党中任意一个政党联合就可以取得过半数议席。比较而言，如果

Ａ党与议席数第二多的Ｂ党组成联合 政 权，分 到 的 利 益 最 少；与 议 席 数

最少的Ｄ党组成联合政权，获得的利益可以最大化。同理，Ｂ、Ｃ、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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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就不能组建三党联合政权；Ｂ、Ｃ、Ｄ任意两个政党

联合都不能取得过半数议席，各党只能与最大党Ａ党联合才能取得过半

数议席。因此，Ａ党和Ｄ党容易形成“最小规模胜利联合”。①

政党合纵连横，为 取 得 超 过 半 数 的 议 席 组 建 联 合 政 权 的 理 论，把 政

党目标简单设定 为 追 求 议 席 和 公 职 数 量，无 法 分 析 现 实 中 的 复 杂 问 题。

１９９３年以后，日本成立的联合政权多数是“规模过大胜利联合”。按时期

划分，第一期 是 细 川 护 熙、羽 田 孜 为 首 相 的 非 自 民 党、非 共 产 党 联 合 政

权；第二期是村山富市内阁和桥本龙太郎内阁的自民党、社会党、先驱新

党联合政权；第三 期 是 从 小 渊 惠 三 到 麻 生 太 郎 的 自 民 党、公 明 党 联 合 政

权；第四期是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为首相，以民主党为 中 心 的

联合政权；第五期 是 第 二 次 安 倍 晋 三 内 阁 以 后 的 自 民 党、公 明 党 联 合 政

权。在众议院，除羽田孜内阁、桥本龙太郎第二次内阁、小渊惠三内阁以

外都是“过大规模胜利联合”，执政党在众议院的议席比率大部分在６０％

～７０％之间。只有在 参 议 院，从 小 泉 第 二 次 内 阁 之 后 是“最 小 规 模 胜 利

联合”，２０１７年安倍第四次内阁之后又形成“过大规模胜利联合”，自公两

党在参议院的议席比率为６２．４％。

（二）政党联合的政策追求模型

美国密歇根大学 政 治 学 教 授 罗 伯 特·阿 克 塞 洛 德 在 莱 卡 模 型 的 政

党利益分配最大 化 假 设 中，增 加 了 政 策 要 素，提 出 政 党 存 在 意 识 形 态 和

政策差异，政党的政治目标除了追求公职数量，还有政策追求，也就是既

追求利益分配最 大 化，也 追 求 政 策 实 现 最 大 化，因 此 在 政 策 目 标 相 近 的

政党之间容易组建“最小规模胜利联合”。②

在两个联合政党意识形态和政策位置的中间，如果还存在其他政党，

一般会参加政权，因此追求政策实现的政党联合会组建“过大规模胜利联

合”。有些政党联合因为政党间政策差异大，政党联合需要“缓冲政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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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介，来调和几个政党间的政策。例如，在１９９９年成立的自民党、自由

党和公明党政权中，小泽一郎率领的自由党充当了自民党和公明党之间的

中介作用。依此，可以部分解释多数日本联合政权规模过大的原因。

但是，政策追求模型无法解释“５５年体制”后的联合政权中执政党之

间存在的政策差异问题。例如，１９９３年成立的非自民党联合政权以及自

民党、社会党、先驱新党联合政权等，执政党间政策差异巨大；即 使 自 公

政权中，自民党和 公 明 党 之 间 政 策 差 异 依 然 巨 大。而 且，政 党 政 策 涉 及

政治、经济、外交、安保、社会、宗教、文化诸领域，依据政策追求模型很难

测定各政党间的政策差异以及政策权重。

（三）新制度论的政党联合理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出现基于新制度论的政党联合理论，更 加 注 重 作 为

游戏规则的制度。如美国加 州 大 学 圣 地 亚 哥 分 校 政 治 学 教 授 斯 特 罗 姆

等，提出影响政党联合形成的制度有三个，即内阁形成规则、内阁运营规

则、议会规则。内阁形成规则是指宪法规定政党或政党联合取得议席数

低于一定议席数就不能 组 建 政 权。内 阁 运 营 规 则 是 指 宪 法 规 定 内 阁 对

议会负责任的国家，更容易形成政策统一的政党联合。《日本国宪法》第

６６条规定“内阁行使行政权，对国会负连带责任”。议会规则是指修改宪

法需要议会特别多 数 同 意，《日 本 国 宪 法》规 定，众 参 两 院 发 起 修 改 宪 法

提案，需要两院２／３以上多数赞成。斯特罗姆认为，在议会规则中包括议

会选举制度，日本 小 选 举 区 和 比 例 代 表 并 立 制、法 国 小 选 举 区 两 次 投 票

制、英国单纯小选举区制，更容易在选举前形成政党联合。①

根据新制度论的政党联合理论对日本政党联合进行分析，更有说服

力。首先，内阁形成规则有利于众议院形成“最小规模胜利联合”，《日本

国宪法》规定在首 相 人 选 上 众 议 院 有 优 先 权，众 议 院 投 票 中 首 相 候 选 人

都不能过半数，获 得 最 多 选 票 的 两 名 候 选 人 需 进 行 再 次 投 票。其 次，日

本内阁运营规则容易形成“过大规模胜利联合”。日本国会是两院制，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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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院在首相人选、内阁不信任案、预算案、批准条约等法案上优先于参议

院。而预算及条约 的 关 联 法 案 上 众 议 院 没 有 优 先 权，被 参 议 院 否 决 后，

众议院需要２／３以上多数通过才能成立。众议院通过法案后，递交参议

院，参议院可以搁置６０天。执政党在众议院取得过半数议席，但在参议

院少于半数 议 席 时，被 称 为“扭 曲 国 会”，这 严 重 影 响 政 权 的 顺 利 运 营。

参议院选举制度 中，设 有 中 选 举 区 和 比 例 代 表 区，某 一 个 政 党 很 难 在 参

议院获得过半数 的 议 席，因 此 需 要 吸 收 其 他 政 党 组 成 联 合 政 权，这 样 在

参议院就容易形成“最 小 规 模 胜 利 联 合”，在 众 议 院 易 形 成“过 大 规 模 胜

利联合”。另外，日本众议院小选举区和比例代表并立制以及参议院一人

区左右胜败的选举制度，促进政党间进行选举合作，政党联合的重点放在

选举合作上，就会吸收其他政党参加联合政权，形成“过大规模胜利联合”。

这可以解释日本政党联合在众议院容易形成“过大规模胜利联合”，而在参

议院易形成“最小规模胜利联合”的情况。

（四）政党联合的生命周期理论

以往的政党联合 理 论 偏 向 于 研 究 政 权 建 立 以 及 政 党 联 合 方 式 对 联

合政权持续性的影响。如美 国 佛 罗 里 达 大 学 政 治 学 教 授 多 德 使 用 数 量

分析方法，提出“最小规模胜利联 合”政 权 比“过 大 规 模 胜 利 联 合”“过 小

规模胜利联合”存续时间更长。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学教授

斯特罗姆和维也纳 大 学 政 治 学 教 授 米 勒 等 人 提 出 联 合 政 权 的 生 命 周 期

理论，把联合政权 生 命 周 期 分 为 政 权 建 立、统 治（政 权 运 营）、政 权 终 了、

选举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相互作用、循环发展

的。组建政权是选举的结果，并为取得下一次选举胜利、建立新政权做准

备，也就是说政权建立不仅有选举因素，还要有利于之后的政权运营。①

斯特罗姆和 米 勒 认 为，不 确 定 性 和 投 机 行 为 给 政 治 家 带 来 风 险。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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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联合主要存在三个风险，即政党间政策不同、未来的不确定性、一些

政党采取欺骗等机会主义做法。政党联合组建政权，要避免政权因内部

对立而瓦解，因此在联合政权成立前各政党会达成政策议定书。联合政

权还会采取政策调 整 机 制，解 决“政 党 联 合 的 困 境”，防 范 内 阁 大 臣 为 各

自的政党利益而损害联合政权。

为解决“政党联合的困境”，日本采取了几个方法。一是灵活运用省

厅副大臣和政务官制度，把这些职位分配给不同政党，监督大臣；二是建

立内阁阁僚委员 会 以 及 执 政 党 间 的 协 商 机 制，可 以 减 少 纷 争；三 是 建 立

议会委员会制度也 可 以 有 效 削 弱“政 党 联 合 的 困 境”。如 国 会 设 立 与 各

省厅相对应 的 委 员 会，使 之 拥 有 广 泛 调 查 权 限，可 以 无 限 制 修 改 议 案。

因此，参加联合政权的各政党可以有效监督各省厅大臣。

战后日本实行议 会 内 阁 制，采 用 美 国 权 力 分 立 型 模 式，众 参 两 院 委

员会可以自由修 改 法 案，内 阁 很 少 有 修 宪 权 限，内 阁 也 不 能 决 定 法 案 审

议日程，缺乏促成 法 案 成 立 的 手 段。为 使 法 案 顺 利 审 议，需 要 执 政 党 获

得各小委员会半 数 以 上 议 席 和 委 员 长 职 位，在 众 议 院 需 要 绝 对 多 数，因

此日本国会制度促进各 党 组 成 联 合 政 权。自 民 党 等 执 政 党 形 成 了 事 前

审查制度，代替国会审议，对执政党和政府发挥监督作用。①

政党联合的数量和规模理论、政策追求模型等把选举后成立联合政

权作为既定前提，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格尔塔的分析

结果却并非如此。② 例如，日本自公联合政权属于２０００年６月众议院选

举前成立的政党联合。③

日本政党联合有 两 种 选 举 合 作 形 式，第 一 种 是 在 大 部 分 小 选 举 区，

自民党和公 明 党 推 举 自 民 党 候 选 人，在 个 别 小 选 举 区 推 举 公 明 党 候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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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塔指出，从１９４６年到２００２年，２３个国家实施的３６４次选举中，共形成２４０个选举前

政党联合，建立了７０个 政 权。参 见〔日〕中 北 浩 爾：『自 公 政 権 と は 何 か』、ち く ま 新 書

２０１９年版、第８６頁。

选举前政党联合是指在选举前 相 互 独 立、不 竞 争 的 政 党 联 合 起 来，在 选 举 活 动 中 相 互 帮

助，甚至推举统一候选人，在比例代表区提出统一名单，在选举后组建联合政权。



人。众议院小选举 区、参 议 院 一 人 区 对 选 举 胜 败 起 到 决 定 性 作 用，选 举

前联合可以避免自公两党候选人相互竞争，分散选票。第二种是选票分

割，两票分开。在日 本 众 议 院，小 选 举 区 和 比 例 代 表 区 两 票 制 的 选 举 制

度中，自民党经常对支持者提出“小选举区”选票投给自民党候选人，“比

例代表区”选票投给公明党候选人，自民党和公明党实行两票分割方法，

在参议院的一人区、二人区和比例区也同样进行选票交换。

　　二、“两极政党集团型多党制”中的自公联合政权

　　政党联合的生命周期理论中，选举前联合是分析自公联合政权的一

个重要概念。格尔塔高度评价选举前政党联合的多党制，认为选举人可

以有广泛选择，议 会 构 成 充 分 反 映 民 意；两 极 对 立 的 多 党 制 与 两 党 制 相

似，选举人可以直 接 选 择 政 权。另 外，意 大 利 佛 罗 伦 萨 大 学 政 治 学 教 授

萨利托里认为稳健型多党制的特征之一是存在两极对立的政党集团，其

中一个集团建立联合政 权。稳 健 型 多 党 制 常 常 在 选 举 前 就 形 成 政 党 联

合，而“多极多党制”在选举前一般不会形成政党联合。

（一）选举制度对自公两党选举前联合的影响

选举制度是 决 定 政 党 体 制 的 重 要 因 素，小 选 举 区 制 容 易 产 生 两 党

制，比例代表制易产生多极型多党制。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许多国家

改革选举制度，采 用 小 选 举 区 制 和 比 例 代 表 制 混 合 的 选 举 制 度，分 为 并

立制和并用制。并立制是小选举区和比例代表区分别选举的制度，１９９４

年日本政治改革后采用 的 是 并 立 制 选 举 制 度。德 国 常 年 实 施 的 是 并 用

制，基本是以比例 代 表 制 为 主，各 政 党 的 议 席 数 根 据 比 例 代 表 区 得 票 率

分配，在此框架内 小 选 举 区 的 当 选 者 优 先 获 得 议 席。因 此，并 用 制 下 比

例代表制作用更大，并立制下小选举区制的作用更大。小选举区和比例

代表混合制会产生两大政党集团相互竞争的多党制，通过对并立制和并

用制的比较，采用小选举区和比例代表并立制的意大利、日本、匈牙利在

选举前，都会形成 竞 争 性 的 两 大 政 党 集 团。因 此，小 选 举 区 和 比 例 代 表

并立制会产生“两极政党集团型多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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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区制下自民党“一 党 优 位”政 党 体 制 是“多 极 多 党 制”演 变 的 结

果，而实施小选举区和比例代表并立制后，自民党“一党优位”是“两极政

党集团型多党制”演变而来。因此，１９９４年政治改革后，自民党“一党 优

位”的“多极多党制”没有转变为两党制，而是转变为“一党优位”的“两极

政党集团 型 多 党 制”。公 明 党 的 选 举 合 作 是 自 民 党 取 得 成 功 的 重 要 原

因，与此相对，非自民党势力的选举合作，只停留在低水平上。因此，“两

极政党集团型多党制”是自民党“一党优位”的非对称型政党体制。

（二）自公两党的选举合作

日本选举制度改为小选举区和比例代表并立制后，小选举区竞争激

烈，自公两党 都 需 要 选 举 合 作。公 明 党 在 日 本 西 部 地 区 的 支 持 率 比 较

高，为１５％，在日本东部地区大概是１１％。① 但是，如果没有自民党的帮

助，公明党就很难 取 得 小 选 举 区 议 席。自 民 党 在 农 村 选 区 有 优 势，但 是

在城市无党派选 民 占 多 数，自 民 党 处 于 劣 势。因 此，自 民 党 在 众 参 两 院

没有其他政党协助就很难取得半数以上议席。

２０１７年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在小选 举 区 取 得２１５席，比 例 代 表 区

取得６６席，合计２８１席，占 总 议 席 数４６５的６０．４％。根 据 测 算，在 小 选

举区如果没有公明党帮助，自民党６２名候选人会落选，相当于自民党全

部当选者的２２％。２０１６年参议院选举中，３２个１人区中，自民党取得２１

个议席，如果没有创价学会的选票，只能取得１６个议席。因此自民党与

公明党联合，大幅度增加了议席数。在２０１６年参议院选举以后，自民党

在众参两院单独 过 半 数，也 没 有 考 虑 取 消 与 公 明 党 合 作，因 为 在 众 议 院

小选举区和参议院一人区，都需要公明党支持。

公明党也离不开自民党的支持，２０１７年众议院选举中公明党在比例

代表区取得６９８万 张 选 票，获 得２１个 议 席。如 果 除 掉 自 民 党 支 持 者 的

１００万张选票，公明党在比例区将减少３个议席。自公两党选举合作对

公明党的另一个好处体现在众议院小选举区议席数量上。２０１７年众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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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选举中，公明党在小选举区取得８个议席，如果自公两党竞争，公明党

将丧失小选举区全部议席，比例代表区议席再减少３个，总共获得的议席

数将从２９个降到１８个。在２０１６年参议院选举中，根据《读卖新闻》的调

查，自民党支持者的８％～１５％，即使选举区有自民党候选人，也把选票

投给了公明党候选人。①

由于自民党得 到 公 明 党 的 支 持，“一 党 独 大”体 制 将 持 续 较 长 时 间，

自民党很难分裂。原民进党曾经向石破茂提出联合组建新党，但没有成

功。因为自民党候选人只要得到公明党支持就容易当选，自民党议员不

会放弃这一优势。因 此，自 民 党 与 公 明 党 联 合 执 政，自 民 党 主 流 派 可 以

打压党内反主流派和分裂势力。

　　三、公明党在自公联合政权中的作用和影响

　　自民党曾与 多 个 政 党 组 成 联 合 政 权，都 以 失 败 告 终，只 与 公 明 党 建

立了长期稳定的联合政权。公明党得到创价学会支持而拥有固定票仓，

公明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与自民党相契合，且两党均有成熟的政策

协调机制，这些有利于公明党与自民党的联合长期持续下去。

自 公 两 党 政 策 主 张 差 异 巨 大，但 自 公 联 合 政 权 建 立 在 共 同 的“保

守 主 义”意 识 形 态 上。当 然，自 公 两 党 间 的 政 策 纲 领 存 在 巨 大 差 异，

如 冲 绳 美 军 发 生 坠 机 事 故 或 军 人 犯 罪，创 价 学 会 就 发 表 对 美 军 态 度

强 硬 的 声 明，这 与 代 表 财 阀 利 益 的 自 民 党 是 截 然 不 同 的。因 此，自 民

党 和 公 明 党 在 政 策 上 隔 阂 较 深，公 明 党 政 策 取 向 是 中 间 偏 左，自 民 党

是 中 间 偏 右。

另一方面，公 明 党 属 于 城 市 政 党，代 表 了 城 市 中 的 一 些 贫 困 阶 层。

这对自民党从上到下的决策机制是有力补充，公明党是从下到上的决策

机制，地方议员和国 会 议 员 在 地 方 经 常 举 行“市 民 座 谈 会”，听 取 本 选 区

居民意见。福田康夫前首相曾说过：“公明党把国民意见传递到政治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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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了自民党决策机制中的弱点，使自公政权的政策更加全面”。①

自公两党有着相同的保守主义政治意识，但从两党政策纲领看两党

间的政策差异又是巨大的。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４日党代表大会通过现行自民

党政策纲领，强调国民应自助自立，地方、社会“共助”与国家“公助”只起

补充作用。个人是承担义务的主体，有义务保护日本主权、独持的传统、

文化，把国家放在 比 个 人 更 重 要 的 位 置 上。以 此 纲 领 为 基 础，２０１２年４

月１７日自民党发表《日本宪法修改草案》，写入建立国防军、领土保全和

紧急事态等保守主义条款。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５日公明党制定的政策纲领遵

循“人本主义”理念，强 调“人 类 自 身 的 幸 福 生 存 是 人 类 社 会 终 极 价 值”，

扩大人权保障，实现社会公正和扶助社会弱者，调和人与自然关系，并提

出“实现人类利益的地 球 民 族 主 义”和“确 立 地 方 主 权”，弱 化 国 家 作 用，

因此人们把公明党定位 为“与 大 众 同 行”的“平 民 政 党”。公 明 党 和 创 价

学会都是在日本 宪 法 保 护 人 权、信 教 自 由 下 发 展 起 来 的，因 此 公 明 党 维

护现行宪法。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日公明党代表大会提出维 持 现 行 宪 法，并

主张增加环境权等新条文，以“加宪”方式修宪。

政党联合的生命 周 期 理 论 提 出，合 作 协 议 和 调 整 机 制 都 是 消 除“合

作困境”的重要手段。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４日第４次安倍 内 阁 成 立，发 表 自

公两党合作协议，关 于 宪 法 修 改 项 目 提 出 加 深 国 民 讨 论、加 速 众 参 两 院

宪法审议会 审 议，以 尽 早 达 成 统 一 意 见。自 民 党 在 选 举 公 约 中 提 出 要

“实现宪法修改”，即 在 宪 法 中 明 确 记 载 自 卫 队 等 四 个 项 目，并 提 出 写 入

两党合作协议中，但因公明党反对而不得不妥协。

自公两党建立了成熟的政策协调机制，两党党首每月不定期举行党

首会谈，还成立政策责任者会议和干事长、国会对策委员长会议，协调两

党政策。政策责任 者 会 议 由 两 党 政 调 会 长、政 调 会 长 代 理、参 议 院 政 审

会长等组成，每周召开两次会议。在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６日以书面形式确定

了执政党责任者会议的规则和议事程序，自民党和公明党达成共识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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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如果需要具体 化，会 成 立 政 策 企 划 团 队；内 阁 提 出 法 案 完 成 两 党 内 政

策审议程序后，要向执政党责任者会议报告；两党有不同意见时，会议负

责协调和调整，重 新 完 成 两 党 内 政 策 审 议 程 序；议 员 提 出 法 案 在 撰 写 基

本方针和法案最终定稿两个阶段，要向会议报告。

干事长、国会 对 策 委 员 长 会 议 由 两 党 干 事 长 和 国 会 对 策 委 员 长 参

加，因此被称为“二干二国”会议。“二干二国”会议下设执政党国会对策

会议，讨论国会具 体 对 策，主 要 由 两 党 国 会 对 策 委 员 长 参 加。在 安 倍 制

定安保法案期间，为弥合两党矛盾，“二干二国”会议发挥了领导作用。

自公两党与政府 之 间 还 设 立 政 府、执 政 党 联 络 会 议，由 主 要 内 阁 成

员和两党干部参 加，讨 论 当 前 课 题 及 国 会 对 策。在 政 府、执 政 党 联 络 会

议下，设立政府、执政党协议会，由官房长官、官房副长官、两党干事长和

两党国会对策委员长等组成，主要讨论国会对策问题。第二次安倍内阁

成立后，在内阁设 立 内 阁 人 事 局，公 明 党 计 划 向 首 相 官 邸 派 遣 首 相 辅 佐

官，自民党担心首 相 辅 佐 官 会 把 首 相 官 邸 意 向 传 达 给 公 明 党，否 定 了 公

明党提案。因此，作为执政党的公明党更多的是在首相官邸外的政府机

构中发挥影响力。

　　四、结语

　　虽然自民党和公明党间的政策主张差异巨大，但维持了长期稳定的

联合执政关系。政党联合的数字和规模理论、政策模型都很难解释日本

政党联合的形成和发展。而 新 制 度 理 论 和 政 党 联 合 的 生 存 周 期 理 论 更

有说服力，自公两党联合是日本政治改革以后小选举区和比例代表并立

制的选举制度影响政党体制的必然产物，有利于政党联合的长期性和稳

定性。自公两党能够克服政策上存在的差异，公明党和自民党在政策上

都做了巨大让步 和 妥 协，与 公 明 党 及 背 后 的 创 价 学 会 利 益 息 息 相 关，公

明党要取得执政 党 地 位，才 能 有 效 保 护 创 价 学 会，实 现 会 员 利 益。自 民

党也需要创价学会的选票，自公两党相互合作，可以取得选举胜利，有效

掌控政权，预计自公联合政权还将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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