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的 日 本政治研究 3 0 年综述

——以纪念 《 日本学刊》 创刊 3 0 周年为主线

吴怀 中
＊

中 日 两国是近邻 ， 中 日 关系一向被中 国作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
一

。
2 0

世纪 8 0 年代中期至今 ，
3 0 年来 日本政治领域

① 持续 出现了诸多令世人注 目 的

重大变化 ： 在治国 理政大 目标上 ， 从追求
“

国际 国家
”

（实为
“

准政治大

国
”

） 、 到
“

正常国家
”

（ 政治大 国 、 军事大 国 ） ， 再到
“

全面大 国化
”

的
“

国际社会主要玩家
”②

； 在政治思想上 ， 从新保守主义 ，
到总体保守化 ， 再

到 民族保守主义 ； 在政党体制及政局演变上 ， 从 中选举区制到 小选举 区制 ，

经历了一党优势 、 多党重组 ， 疑似两大政党制 ， 再到一党独大
； 而在政体改

革及央地关系上 ， 又有 围绕集权与放权 、 公平与效率的反复博弈过程 。

曰 本政治的这些变化 ， 对中 日 关系产生 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 是造成近

年两国关系不断震荡的主动性原因 。 因而 ，
不断提升中 国的 日本政治研究的

质量 ， 加深对 日本政治演变规律 、 发展趋向及其对外影响的跟踪和分析 ， 是

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政治学及国际政治学领域的重要课题和任务 。 9 0 年

代初期至今 ， 《 日本学刊 》 刊载的 日本政治研究学术论文 ， 其数量在各种国际

问题核心期刊中始终占据首位 。 可以说 ， 《 日本学刊》 以其独具的园地和平台

作用 ， 在推进 日本政治研究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火车头作用 。

一 3 0 年学术研究内容史

将 3 0 年的 日本政治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 可以发现几个明显的阶段性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 、 研究员 。

① 此处是指狭义的
“

日本政治
”

范畴 ，
不包括 日 本外交以及安全防卫等领域 。

② 集中体现在安倍试图 以
“

安倍经济学
”

、

“

安倍国防学
”

、

“

安倍外交学
”

的三大综合政策 ， 强

势推动实现
“

夺回强大 日 本
”

、 争做
“

亚太经济及安全主导者
”

以及
“

国际社会主要玩家
”

的 国家战

略构想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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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 日 本政治研究 3 0 年综述 （Ｊ

特征 。 也即 ， 在 日本国 内政治形势尤其是政局重大变动斯 、 体制及模式转换

摸索期 、 政治思潮倾向 明显变化期 ，
以及与此相关 日 本安全及外交政策出现

重大调整动向的区间 ， 中 国学术界对 日 本政治领域的研究往往会出现研究成

果大量涌现的现象 。 据此 ， 中国的 日本政治研究可分为起步奠基期 （
2 0 世纪

8 0 年代以及 9 0 年代早期 ）

？
、 提速发展期 （

2 0 世纪 9 0 年代中期 以后 ） 和快速

发展繁荣期 （
2 1 世纪头 1 5 年 ）

三个大的阶段 。 各个阶段划分的标准不仅是

以论著数量的多少为依据 ，
还着眼研究成果的理论突破即质量的提升状况 。

如果再细分的话 ， 每
一

个大的时段又可 以划分 出具有
一

定特征的若干个小

区间 。

3 0 年中国 日 本政治研究的课题 ， 可以归纳为如下几大类 ： （
1
） 对 日本政

治体制及发展模式的分析 ； （ 2 ） 对 日 本政治思潮 （特别是右倾化及保守化 ）

以及政治文化的分析 ； （
3

） 对 日本政党政治及政党体制的分析 ； （
4

） 对政局

演变及政坛变化的分析 ； （ 5 ） 对 日 本政治与对外关系 （ 内政与外交关联 ） 的

分析 。
？ 以下就依据这几大类领域对 3 0 年 中国 的 日 本政治研究内容做

一

概观 。

（

一

） 关于政治体制及发展模式

《 日本学刊》 创刊以来的 3 0 年 ，
也是 日本政治 、 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重

大转型的时期 。 具体而言 ， 从冷战后到现在 ， 在 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宏观转型

的背景下 ，
日 本政治 中 的诸构成要素 ， 例如选 民与政党的关系 、 政府与社会

的关系 、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 决策过程中的政官关系等 ， 都处于深度调整及

变化之中 。

这种形势下 ， 中国的 日本政治研究 的第
一主题 自然就锁定在对 日本政治

体制及模式的成功 ， 即对创造
“

日本奇迹
”

的分析上 。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

期的 8 0 年代 ，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政治背景 、 政治体制 （尤其是 自民党长期

执政现象等 ） 、 政治动因等要素一再得到重点关注 ， 可观的研究成果也在那时

出现 。
③

第二主题是对 日 本政治体制及模式的转型 、 改革及混沌局面的分析 。 冷

① 这个阶段的 日本政治研究 ， 很多偏重于介绍或解释 ， 故在此不做详细论述。

② 参见郭定平 ： 《中国的 日 本政治研究回顾与展望》 ， 载李薇主编 ： 《 当代中国 的 日本研究》 ，
北

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 0 1 2 年

。

③ 这方面的探索有 ： 林尚立 《政党政治与现代化—— 日本的理论与现实》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

版社
，

1 9 9 8 年 ） 、 王新生 《政治体制与 日 本现代化》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 出 版社

，
2 0 0 2 年 ） 等著作

以及王新生 《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
——

“

日本模式
”

再探讨》 （ 《 日本学刊》
2 0 0 5 年第 6 期 ） 、 金仁

淑 《 日本政治制度演化与经济绩效》 （ 《 日 本学刊 》 2 0 0 5 年第 6 期 ） 等论文。

— 3 3
—



ＣＤ 日本学刊 2 0 1 5 年增 刊

战结束至今 ， 伴随经济长斯低迷 ， 日本政治开始进人持续动荡时期 ，
因而体

制改革及政界重组等便成为 日本政治研究的
一

大关注点 。
？

第三主题是对 日本政治体制及国家发展模式的宏观研究 。 包括从宏观与

微观 、 从总结过去与预测未来的角度进行的总体分析 。
②

（
二

） 关于政治 思潮及政治文化

由 于历史和现实的原 因 ， 日 本政治思潮尤其是右倾化和总体保守化通过

对国家政策的规范作用也会给中 国及 中 日 关系带来影响 。 因而 ， 中 国 的 曰 本

研究学者对 日本的这种政治动 向给予了持续高度的关注 ， 对 日本右倾化和保

守化的背景及成因 、 定义及特征 、 表现及走 向 、 对修宪等 国家大计的影响等

展开 了诸多探讨 ， 发表了不菲的学术成果 。

③ 除此之外 ，
政治文化等新研究领

域也得以发掘和拓展 ， 这进一步夯实了 日 本政治研究的基础 。 《 日 本学刊》 在

这方面可谓开风气之先 ，
率先在国内刊登了相关论文 。

④

（三 ）
关于政党政治与政党体制

进入 2 1 世纪后
，
日 本的政党体制及其运作是 中国的 日本政治研究体系 中

得到较快发展的
一

个领域 。 各种涉及政党及其外围政治势力的政治现象及规

律均被作为分析对象。 其中 ， 综合性研究 、 体制及形态转变研究 、 政党及政

① 其中有代表性的论著包括 ： 蒋立峰 《 自 民党政治改革的实质及前景》 （ 《 日本学刊》 1 9 9 1 年

第 5 期 ） 、 高洪 《拉开帷幕的 日本行政组织改革》 （ 《当代世界》 1 9 9 7 年第 1 2 期 ） 、 张亲培 《 日本众议

院选举制改革之研究》 （ 《东北亚论坛》
1 9 9 9 年第 2 期 ） 、 徐万胜 《 日本中央省厅改革分析》 （ 《当代亚

太》 1 9 9 9 年第 1 0 期 ） 、 李海鹏 《 日本政治体制改革的 比较分析 》 （ 《 日本学刊 》
2 0 0 5 年第 5 期 ） 、 臧志

军 《论 日本的新保守集权改革 》
（
《 国际观察》 2 0 0 6 年第 4 期

）
， 以及吴寄南主编 《新世纪 日本的行政

改革》 （北京 ： 时事出版社 ，
2 0 0 3 年

）
、 郭定平主编 《 日本政治与外交转型研究 》 （上海 ： 复旦大学出

版社 ，
2 0 1 0 年 ） 、 周杰 《 日本选举制度改革探究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 0 1 2 年 ） 等 。

② 例 如成果有 ： 王新生 《 日 本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从各政治主体相互关系 》 （ 《国际政治研

究》 2 0 1 1 年第 5 期 ）
、 李寒梅 《三十年来 日本 的政治转型与政党体制变化》 （ 《 国际政治研究》 2 0 1 0 年

第 1 期 ） 。

③ 例如 ： 彭曦等 《冷战后的 日 本政治 ： 保守化 的历程》 （北京 ：
中国社会出版社 ，

2 0 0 3 年 ） 、 孙

立祥 《战后 日本右翼势力研究 》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
2 0 0 5 年 ） 、 张广宇 《冷 战后 日 本的新

保守主义与政治右倾化》 （北京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
2 0 0 5 年 ） 、 吕 耀东 《冷战后 日 本 的总体保守化》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 0 0 5 年 ） 、 李莹 《 日 本战后保守政治体制研究》 （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

社
，

2 0 0 9 年 ） 、 李寒梅 《 日本 民族主义形态研究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2 0 1 2 年 ） 、

王星宇 《冷战后 日

本政治思潮研究》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2 0 1 2 年 ） 、 李秀石 《 日 本新保守 主义战 略研究》 （北京 ：

时事 出版社 ，
2 0 1 0 年 ） 等专著 。 有关对修宪影响 的成果有 ： 髙洪 《 日 本 国家发展道路的思考与抉择 》

（ 《 日本学刊 》 2 0 0 3 年第 1 期 ） 、 孙伶伶 《修宪预示 日 本未来政治走向
一

解析 日本众参两院宪法调査

会修宪报告书 》 （ 《 日 本学刊 》
2 0 0 5 年第 3 期 ） 。

④ 例如 ： 武寅 《集团文化心理与战后 日 本政治 》 （ 《 日本学刊 》 1 9 9 2 年第 1 期
）

、 任志安 《中 日

两国政治文化比较研究》 （ 《 日本学 刊》 1 9 9 9 年第 3 期 ） 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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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 日 本政治研究 3 0 年综述 Ｃｉ）

权运行是三大重点关注对象 而对各在野党的研究则得到进一步扩展？ 。 在

研究成果的分布中 ， 涉及 自 民党的占很大部分 ， 比在野党研究的总和还要多 ，

这与 日 本政治结构的历史与现状有很大关系 。 而民主党执政的三年多时间里 ，

对该党的相关研究也曾有大量涌现的现象，

（
四

） 关于政局演变及政坛变化

由于
一

系列内外因素 的影响 ， 冷战结束后 日 本政界持续分化组合 ， 引起

了政权频繁更替 、 政局动荡不稳 。 这
一

宏大的
“

政治试验场
”

， 成为中 国 日 本

政治研究的重要对象 ， 每次 日 本政局的重要变化都被作为研究界讨论和写作

的热点题 目 。 相关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 ：

一

是对政局演变以及政坛分化组合

的特点与性质的分析 ，
二是对未来政局及其带动的相关政策走向的研判 。

④

（
五

） 关于政治与 对外关 系

中国 的 日本学界对 日本国 内政治与对外关系联动的研究 ， 主要集中在两大

类 ：

一

是从广义上和总体上考察 日本内政 （ 决策 ） 与外交的关系 ，
二是围绕特

别个案 （尤其是钓鱼岛事件 ） 进行的
一

种案例分析型的剖析和考察 ， 这也是进

入新世纪后得到迅速发展的
一个新兴领域 。 关于第

一类的研究 ， 代表性著作主

要有 ： 包霞琴等主编 《变革中的 日本政治与外交》 （ 时事出版社 ，
2 0 （Ｍ 年 ） 、 刘

宗和 《 日本政治发展与对外政策》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2 0 1 0
？

年 ） 、 郭定平

主编 《 日本政治与外交转型研究 》 （上海 ： 复且大学出版社 ，
2 0 1 0 年 ） 、 李建民

① 综合性的整体研究成果计有 ： 王振锁 《战后 日本政党政治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 0 0 4 年 ） 、

张伯玉 《 日 本政党制度政治生态分析 》 （
北京

： 世界知识 出版社
，

2 0 0 6 年 ） 、 徐万胜 《 日 本 自 民党
“
一党优位制

”

研究》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
2 0 0 4 年 ） 等 。 研究体制转型 的成果有 ： 高洪 《 曰 本

政党制度论纲》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 0 0 4 年

）
、 徐万胜 《冷战后 日 本政党体制转型研究一 1 9 9 6

年体制论》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 0 1 0 年 ） 、 曲静 《 日本政治改革后政党体质的变化》 （ 《 曰

本学刊 》 2 0 1 2 年第 1 期 ） 。 研究政党政权运行的有 ：
徐万胜 《论政官关系与 日本民主党政权》 （ 《 日本

学刊》 2 0 1 0 年第 4 期 ） 等。

② 代表作有 ： 曹 田禄 《 日 本共产党的
“

日 本式社会主义
”

理论与实践》 （北京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

2 0 0 4 年 ）
、 华桂萍 《护宪和平主义的轨迹

？̄以 日 本社会党为视角 》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 0 0 5 年 ） 。

③ 如 ： 徐万胜 《论利益集团与 日 本民主党政权》 （ 《 日 本学刊》
2 0 1 1 年第 2 期 ） 、 张伯玉 《浅析

民主党政府的政治改革 》 （ 《 日本学刊 》 2 0 1 2 年第 4 期 ） 等 。

④ 如 ： 刘江永 《论 日本政局 的历史性重大变化》 （ 《 日 本学刊 》 1 9 9 3 年第 6 期 ）
、 凌星光 《 曰 本

村山内阁诞生的背景及其性质与展望》 （ 《世界经济与政治》 1 9 9 4 年第 1 期 ）
、
鲁义 《 日 本大选与政局

走势分析》 （ 《 日 本学刊 》 1 9 9 7 年第 1 期 ） 、 吴寄南 《新进党解散后的 日本政局 》 （ 《国际展望》
1 9 9 8

年第 2 期 ）
、 高洪 《 日本新型政治结构探析

——以新进党解体后的政局走势为 中心》 （ 《 日 本学刊 》

1 9 9 8 年第 2 期 ）
、 王屏 《 日 本政界重组拉开帷幕》 （ 《 日 本学刊 》 2 0 0 5 年第 6 期

）
、 高洪 《安倍政权的

政治属性与政策选择 》 （ 《 日 本学刊》 2 0 0 6 年第 6 期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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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 日 本学刊 2 0 1 5 年增刊

《冷战后 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 日关系的发展》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

2 0 0 5 年 ） 、 黄大慧 《 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 日关系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
2 0 0 8 年 ） ， 徐万胜 《 日 本政治与对外关系》 （北京 ： 人民 出版社 ，

2 0 0 6

年 ） 。

？ 关于第二类的研究成果则有 ： 翟新 《 日本民主党政权应对钓鱼岛事件

的异常性问题》 （ 《 国际问题研究 》 2 0 1 1 年第 3 期 ） 、 吴寄南 《试析钓鱼岛争

端的 日本国 内政治背景》 （ 《 国际观察》 2 0 1 2 年第 6 期 ） 、 吴怀中 《 日本政治

变动及其对华影响》 （ 《 日 本学刊 》 2 0 1 3 年第 1 期 ） 等论文 。

二 3 0 年学科建设倾向与特点

经过 3 0 年的发展 ， 中国 日 本政治研究的成果已具备
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

研究的理论性 、 思辨性和系统性逐渐加强 ， 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稳步进化 ，
符

合学术规范 的成果增多 ， 知识创新得以推进。 以上积极趋 向与时 间的推移呈

正相关关系
，
进人 2 1 世纪后这种关系则更为 明显 。

（

一

） 基础研究 日臻扎实 ， 应用研究持续推进

3 0 年来 ， 日本政治研究中相对偏重于应用与时政研究的格局得到了一定程

度的平衡 。 有上述五个领域的研究中 ， 基础研究
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分量 。

在有关 日本政治体制 、 政党政治 、 政治思想及政治文化 、 内政与对外关系的研

究中 ， 较为厚重的学术成果 （尤其是专著 ） 巳经陆续出版了至少几十部 。 如蒋

立峰主编 《 日本政治概论》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

1 9 9 5 年 ） 、 王新生 《现代 日 本

政治》 （北京 ： 经济 日报出版社 ，
1 9 9 7 年 ） 、 王振锁 《战后 日本政党政治 》 （ 北

京 ： 人民出版社 ，
2 0 0 8 年 ） 、 林尚立 《政党政治与现代化

——

日 本的历史与现

实》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 9 9 8 年 ） 、 高洪 《 日本政党制度论纲》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 0 0 4 年 ） 、 徐万胜 《冷战后 日本政党体制转型研究》 （北

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 0 0 9 年 ） 、 李寒梅 《 日 本民族主义形态研究》 （北

京 ： 商务印书馆
，

2 0 1 2 年 ） 等 。 这些著述在多方面填补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空 白 。

应用与时政研究 自不必说 ，
历来就是 日本政治研究的热门和重头 。 例如 ， 关于

曰本政治体制改革 、 政党政治态势及走向 、 政局演变新动向 、 政治右倾化及其

① 该类的论文还有 ：
桐声 《 日 本右翼势力及其对 日本内外政策的影 响》 （ 《 日 本学刊 》 2 0 0 5 年

第 6 期 ） 、 徐万胜 《政党体制转型与 日本对外政策》 （ 《外交评论》
2 0 1 2 年第 6 期 ） 、 张瑶华 《 日 本政

坛动荡对其内政和外交的影响》 （ 《 国际问题研究 》 2 0 1 0 年第 5 期 ） 、 孙承 《试析 日 本鸠山内阁 的政治

与外交》 （ 《 国际问题研究》 2 0
1
0 年第 2 期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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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 日 本政治研究 3 0 年综述 Ｃｉ
）

相关影响的论著 ， 在数量上远超基础研究的成果部分 。 3 0 年来 《 日本学刊》 刊

发的有关日本政治研究论文的数量及比例就很好地说明 了这一点 。

（
二

）
理论探索及概念创新有所 突破

经过多年的积累 ， 在一定基础上 ， 中 国 的 日本政治研究学界开始摸索 自

主创新 ， 在理论构建 、 概念生成方面 ， 力 图开始有所作为 、 有所突破 ，
以早

日掌握学术话语权 ， 占据学科建设的高地 ， 引领相关研究的发展和进步 。 例

如 ，

一个时期 国 内关于 日 本
“

右倾化
”

和
“

保守化
”

研究成果迭 出却总是很

难准确说明 日本政治生态现状及实质 ， 针对此现状 ， 日 本研究所的学者们以

《 日本学刊》 为主阵地 ， 连续发表多篇有力的论文 适时起到了引领问题研

究方向 的作用 。 其中 ， 《 日本学刊》 曾 以卷首语的形式刊载了桐声 《当代 曰本

政治中 的民族保守主义》
一

文 ，
指出 ：

“

之所以用
‘

民族保守主义
’

概念来

归纳当今 日本政坛上的主流政治意识 ， 是因为迄今人们对冷战结束以来的种

种界定 ， 并未能够完整 、 准确地究明其本质 。 尽管
‘

政治总体保守化
’

、

‘

政

治右倾化
’

、

‘

新保守主义
’

、

‘

新民族主义
’

、

‘

新国家主义
’

等概念从某种角

度捕捉到 了 日本政治发展的某些特征 ， 却未能阐 明 日 本政治结构变化的本质

和动因 。

” ② 对照之下 ， 民族保守主义的概念界定 ， 即
“

带有强烈 民族主义色

彩的保守政治的系统理论和主张 ， 其本质是激进保守的执政理念中夹杂了浓

烈的民族主义政治思想
”

， 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较好地概括冷战后 日本政坛主流

政治思潮的流变和特质 ， 及时发挥了解释现实 、 引领研究的作用。

此外 ， 中国的 日 本政治研究还就 日本政党转型及体制提出 了 自创的定义

和概念 ， 例如本质上属于
“

准
一

党优位制
”

的
“

1 9 9 6 年体制
＂

， 以及 自 民党

强势主导政坛的
“

2 0 0 5 年体制
”

等 。
③

（ 三 ） 方法论的运用 日 渐成熟

日本政治研究对方法论的运用 日 渐成熟 ， 在如下两大方面取得了
一

定的

进展。

第
一

， 较为成熟地将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论运用于 日本政治研究 。 毋庸

① 如 ： 吕耀东 《试析 日本的民族保守主义及其特性》 （ 2 0 0 6 年第 5 期 ）
、 张进山 《当代 日本的民

族保守主义 ：
生成 、 概念和释疑》 （ 《 日本学刊 》 2 0 0 7 年第 3 期 ） 。 另外 ， 日本研究所为此还专门成立

了
“

日 本民族保守主义课题组
”

，
以推动相关研究 。

② 桐声 ： 《 当代 日 本政治中的民族保守主义》
，

《 日本学刊》 2 0 0 4 年第 3 期 。

③ 例如 ：
徐万胜长期跟踪研究日本政党体制的变化 ， 主张从 1 9 9 6 年成立以 自 民党为核心的联合

政权到 2 0 0 9 年民主党击败 自 民党实现政权更替 ， 1 4 年 间 日 本形成 了本质上是
“

准 一党优位制
”

的

“

1 9 9 6 年体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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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疑 ， 政治学的研究方法首先是推动 日 本政治研究发展进步的基本手段 。 多

年来 ， 运用经典的政治学方法进行的研究不断增多 。 例如 ， 林尚立的 《政党

政治与现代化
——

日本的历史与现实 》 运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 ，
分析了政

党政治在 日本现代化历程中的结构与功能 ， 探讨了 日本政治过程和政治发展

的基本特征 。 王新生的 《现代 日 本政治 》 基于政治学中经典的政治过裎分析

法 ， 再加 以制度 、 结构的辅助视角 ， 深人剖析了 当代 日 本政治的状况 。 而王

新生的 《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
“

日 本模式
”

再探讨 》
一书则基于广义

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 探讨 了战后 日本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的互动关系 。 郭

定平的 《论战后 日本多元化》 （ 《 日 本学刊 》 1 9 9 4 年第 4 期 ）

一文很大程度上

推动了将
“

多元主义政治分析法
”

引入到 中 国的 日 本政治研究中 。 张伯 玉运

用政治生态学研究方法来分析 日 本的政党体制及其与政治社会环境的相互关

系 。 周杰 《 日本选举制度改革研究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 0 1 1 年 ）

一书尝试用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建构
一

套解释 日本选举制度改革的框架
，
然后

运用这
一

框架寻找解释影响 日 本选举制度改革动力的各项 因素 。 该书结合运

用西方选举制度理论来分析 日 本 ， 实际上挑战了迄今国内所未尝试的领域 。

第二
，
逐步尝试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集成加 以运用 。 正如当代社会科

学发展的大趋势一样 ， 多学科及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
往往能更好地开

辟相关研究的新天地和新路径 。 例如 ， 高洪 《 日本当代佛教与政治》 （北京 ： 东

方出版社 ， 1 9 9 5 年 ）

一

书 ， 采取宗教学、 社会学与政治学相结合的多学科研究

方法 ， 揭示了 日本当代佛教与国家政治生活相互制约 、 相互作用的依存关系 。

淳于淼铃 《宪政制衡与 日本的官僚制民主化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2 0 0 7 年 ）

则尝试采用政治学 、 历史学 、 法学 、 行政学等社会科学的既有成果 ， 对战后 日

本官僚制民主化进行综合性分析研究 。 曹天禄 《 日本共产党的 日本式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 0 1 0 年 ） ， 在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的基础上 ， 采用历史分析 、 比较分析 、 系统分析 、 文献查阅和归纳等主要方法 ，

对二战后 日共的
“

日本式社会主义
”

的理论与实践活动进行了重点分析 。

三 挑战及前景

曰本政治研究需要兼具高度的理论水平以及对 日本政治现实长期跟踪的学

术积累 ， 在整个 日本研究中并不属于热门和显学 。 比起直接与 中 日 关系紧密相

连的外交安全与经济领域 ， 日 本政治类的成果在数量上从来不占优势 。 如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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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 日 本政治研究 3 0 年综述 Ｃ 0

所示
，
即便在 《 日本学刊》 这样的业内权威期刊上 ， 日本政治类论文的数量比

重仍然相对较小 。 根据笔者的统计 ， 在进人新世纪后的 2 0 0 0 年到 2 0 1 4 年间 ，

《 日本学刊》 上发表的 日本政治类论文比重仅占全部论文的 9 ％左右 。

表 1 《 日本学刊》 刊载的政治类论文情况
（

2 0 0 0 
￣

 2 0 1 4
）




（单位 ： 篇 ）

年 份政治类论文总论文数


政治类论文 比重 （
％

）

2 0 0 0 5 9 2 5 ． 4

2 0 0 1 9 8 3 1 0 ． 8

2 0 0 2 6 8 3 7 ． 2

2 0 0 3 7 8 3 8 ． 4

2 0 0 41 1 7 8 1 4 ． 1

2 0 0 5 1
3 8 8 1 4 ． 8

2 0 0 6 1 3 9 4 1 3 ． 8

2 0 0 7 6 9 6 6 ． 3

2 0 0 8 6 9 5 6 ． 3

2 0 0 9 9 9 2 9 ． 8

2 0 1 0 59 6 5 ． 2

2 0 1 1 7 9 3 7 ． 5

2 0 1 2 1 0 8 0 1 2 ． 5

2 0 1 3 7 7 4 9 ． 5

2 0 1 4 6 5 9 1 0 ． 2

总 计 1 3 0 1 4 5 6 8 ． 9

《 日本学刊 》 创刊 3 0 年来 ， 中 国 的 日本政治研究取得了
一些显著的学术

成就 ， 并有数量不菲的研究成果问世 。 这些成果对于学界和政界加深对 曰 本

政治和政局变动的理解 、 正确判断 日本政治方向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 。 但是 ，
也必须清醒地看到 ，

日本政治研究仍然面临着一系列 的发展瓶

颈和问题挑战 。

首先 ， 依旧是专业研究理论不足 、 后继乏人的问题 。 虽然学界号称从事

日 本政治外交研究的人员数量众多 ， 但细分之下即可发现 ， 大部分研究者平

素都在从事热点 （外交 、 军事安全、 争端冲突 ） 议题的跟踪和分析 ， 真正专

注于 日本内政问题的研究者数量却是少之又少 。 这
一

现状与 日 本政治学科的

地位不相符合 ， 也无法满足中 日关系发展的现实需求 。 因而 ， 如果能够通过

有效的途径与方式来扩充队伍规模 ， 必将有力地推动 日 本政治学科及相关研

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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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是在研究方法论和路径上仍面临着规范和创新的 问题 。 跨学科和多

学科的 日本研究将能从更加广阔的视角准确地把握 日本 ， 将 日 本研究提高到新

的水平 。 然而 ，
迄今为止的 日本政治研究 ， 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仍是较为单

一

的政治学方法
一而且这种政治学方法的运用本身 尚存有诸多不足之处 。 今后 ，

日本研究学科应该力争进
一步运用历史学 、 政治学 、 法学 、 行政学 、 统计计量

学 、 社会心理学 、 博弈论等社会科学发展的前沿理论和成果 ， 对战后尤其是冷

战后的 日本政治进行综合性的分析研究 ， 力求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展开分析论

述 ， 以期能够发现和提出 中国的 日本政治学界所独有的分析 、 解释和结论 。

①

最后 ， 日本政治研究在选题和学术站位上存在
一些偏颇的取向 ， 需要坚

守作为学者的客观理性态度 。 学界对于与中 国有直接关系的 日 本政治动 向和

政策调整比较敏感 ，
跟踪也较及时 ， 但对有些看似关系不完全十分密切的其

他领域和部分 ，
全局把握 、 总体研究和基础 整理等工作则深人得并不充分 。

从中国近代开始 ， 日本政治右倾化及保守化以及 由此生成的外交及军事安全

问题历来是国人关心 的热点和焦点 ， 特殊的
“

对 日感情论
”

往往夹杂其中 。

而当今时代现代媒体的发达又直接助长了这一现象。 如果对 日 本政治 、 法制 、

决策 、 文化与外交安全动向 的内在联系 （这种联系的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

缺乏深入的研究 ， 那就难以有效地去判别重大而紧要的现实问题。 国 内 各种

研究 日本的力量缺乏必要的组织和分工 ，
重复跟

“

风
＂

追
“

热
”

， 对政治问

题的研究显得既不够深也不透 。 所以 ， 中国 的 日 本政治学者不能跟风走 ， 要

以正确的选题意识 、 专业立场和深人研究来为外界提供准确无误的学术成果 。

3 0 年来 ， 日本研究所及 《 日本学刊》 已经在 日本政治学科建设及课题研

究中发挥了主阵地和主渠道的作用 ， 相应产生 了积极的影响和效应 。 日 本政

治形势的发展和国 内外的相关研究表明 ， 及时准确地梳理 、 分析和总结 日本

政治的动态和走向 ，
正确把握 日本的政治变动的特性和实质 ， 对于我们妥善

判断和处理中 日关系 、 塑造对中 国崛起至关重要的周边地缘环境 ， 都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日本研究所和 《 日 本学刊》 应该在这
一

重要的学科领域当仁

不让地占有一席之地 ， 通过努力创新 、 开拓进取 ， 在既有的基础和成绩上更

进
一

步 ， 为学术研究和政策需要做出应有的贡献 。 正因如此 ， 《 日 本学刊》 将

大有用武之地 ，
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

① 日本中青年政治学者在运用定量分析与数量政治学方法的 同时 ，
吸收西方经济学 、 社会学等

的方法论
，
近年出版了多部有关 日 本选举制度及投票行动 、 政党体制等的重量级学术著作 。 代表学者

有谷 口将纪 、 竹中治坚 、 上神贵佳 、 菅原琢 、
饭 田健 、 大川千寿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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