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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14 年 12 月大选后自民、公

明两执政党控制众议院三分之

二以上绝对多数议席后，经 2016 年 7

月日本第 24 届参议院定期选举，以

自公两党为核心，包括“大阪维新

会”“重视日本之心”党在内的“修

宪势力”又控制了参议院三分之二以

上绝对多数议席。参议院选举后，修

改宪法成为日本国家政治的现实课题。

安倍修宪目标的调整与转换

安倍认为战后日本宪法是美国占

领军当局“强加”给日本的，其修宪

论的核心是从根本上修改宪法前文和

第九条。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有两款，

第一款是“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

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

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

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二款

是“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海陆空

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

战权”。对于 1954 年成立的自卫队，

日本政府给出的解释是，自卫队是必

要的、最小限度的武装组织，不是或

不相当于军事力量。自执政以来，安

倍的修宪目标经历了由“修改 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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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修改 96 条”再到“结果论”的

调整和转换。

首先，第一届安倍内阁的修宪目

标是修改宪法第九条。2002 年 5 月时

任小泉内阁官房副长官的安倍，在接

受政治评论家长野祐也采访时表示，

作为政治家的最大目标是“希望修改

宪法，现行宪法是在 56 年前的混乱

中制定的宪法。我想用我们自己的手

改写（宪法）”。[1]第一届安倍内阁时期，

安倍修宪的核心目标是修改宪法第九

条。2006 年 10 月 31 日，就任首相

不久的安倍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明

确表示：“第九条是不适应时代发展

的（宪法）条文的典型。应该立足于

保卫日本和为国际做贡献的观点予以

修改。”[2] 在此前的国会论战中，安

倍曾多次在答辩中称“现行宪法经过

近 60 年的发展已经不切合现实”，却

未涉及具体条款。安倍还宣称要任内

完成修宪：“自民党总裁（一届）任

期是三年、只能连任两期。在任期内

想以修改宪法为目标。”这是安倍就

任首相后首次明确修宪目标以及具体

的修宪日程。自民党在 2007 年参议

院选举中惨败后不久，安倍以身体原

因为由辞职，其修宪理想和修宪目标

首次受挫。2009 年 2 月，下台后的安

倍再次接受长野祐也采访时表示要继

续为完成修改宪法这一最大目标而努

力：“我们尚未实现修改宪法这一最

大目标，为此我想努力集结优质保守

势力”。[3] 长野则认为安倍再次挑战

首相位置的“真正理由是修改宪法和

教育改革”。

其次，2012 年再度执政后以修

改宪法第 96 条为目标。在 2012 年 12

月众议院大选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安

倍表示要进行“修改条款的修改”。

所谓“修改条款”就是宪法第 96 条，

该条款规定了宪法的修改程序。日本

国宪法第 96 条规定：“本宪法的修订，

必须经各议院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

的赞成，由国会创议，向国民提出，

并获其承认。此种承认，必须在特别

国民投票或国会规定的选举时进行投

票，必须获得半数以上的赞成。宪法

的修订在经过前项承认后，天皇立即

以国民的名义，作为本宪法的一个组

成部分公布之。”简而言之，日本国

宪法的修改，首先要得到国会众参两

院三分之二以上议员赞成才能提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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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创议，其次还要得到国民过半数的

赞成。“即使六七成的国民想修改宪

法，如果仅仅超过三分之一的国会议

员反对（修改），国民连一个指头都

不能碰（宪法），连讨论（修改宪法）

都不能。这个标准太高了。我想废除

这个条款。”安倍还指出，在修改 96

条这个问题上“与维新会、大家党

能够基本达成一致。”[4]2013 年 4 月，

安倍在接受《读卖新闻》报社采访时

表示：“应该（将提出修改宪法创议

的条件从现行的众参两院议员三分之

二以上赞同）修改为二分之一。即使

五成以上的国民想修改宪法，超过三

分之一的国会议员就能阻止（修改）

是不正常的。”[5] 同年 4 月，安倍在

山口县补缺选举的街头演说中明确表

示将简化修改手续作为修宪的“入

口”。但是，安倍的“修改 96 条论”

遭到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的著名修宪

派学者庆应大学教授小林节的激烈批

判，他称“修改 96 条”是通往修宪

之路的“后门入学”，是“邪道”。小

林还批驳了“日本国宪法是世界上最

难修改的宪法”的说法：“美国宪法

的修改手续更严格（国会众参两院三

分之二以上多数赞成提议修改后，还

要得到四分之三以上的州议会的承

认），即便如此，日本国宪法颁布以

后（美国）也修改了六次。自己不能

提出有说服力的修宪方案，却想依赖

日本维新会的存在破坏宪法。如果修

宪标准下调到‘过半数’，这是将（宪

法）等同于一般法律。宪法将不是宪

法。‘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然后再进

行国民投票’是世界标准。据我所知，

发达国家中没有为方便修宪而变更修

改手续的国家。掌权者‘因为不自由’

而想修改宪法这个想法本身就是错误

的。对‘立宪主义’和‘法治’太过

无知。”[6] 同时，美国也认为安倍降

低修宪条件的做法有问题。美国会议

员通过自民党议员等向日本传达了美

方的观点，“关于修改宪法，与第九

条相比，美国认为 96 条的修改最成

问题”。[7] 此外，公明党明确反对将

宪法的修改要件由现行的“众参两院

三分之二以上议员赞成”改为“过半

数赞成”。受此影响，安倍内阁调整

了修宪论调。2013 年 7 月参议院选举

前，安倍以“不是得到国民理解的阶

段”为由事实上撤回了“修改96条论”。

安倍修宪目标再度受挫。

最后，“结果论”的提出与强调。

2015 年 1 月 29 日，安倍在众议院预

算委员会回答自民党稻田朋美众议员

有关“摆脱战后体制的核心课题是修

宪”的质询时，强调了重视“修改结果”

的想法：“政治不仅仅是理念，理念

也很重要，可是也有必要拿出结果来。

为了得到结果有必要取得国民、国际

的理解。尤其是如果得不到国民的理

解和支持，就不能推进大的改革。修

改宪法是自民党结党以来的主张，也

已提出修改草案。可是，如果在国民

投票中不能得到过半数（赞成）就不

能得到修改（宪法）这一结果。”[8]2015

年 2 月 21 日， 礒崎阳辅首相助理也表

达了与修改内容相比更重视“结果”

的倾向：“重要的是让国民体验一次

修改宪法运动。”[9] 此后，安倍不再明

确谈及具体希望修改宪法哪项条款。

安倍调整修宪目标的原因

首先，国民对修改宪法的态度发

生了变化。虽然调查方式以及调查问

题或答案选项不完全相同，不能进行

简单的比较，但是有关修改宪法的是

2016年5月3日，

在日本东京，市

民手持护宪标语

和旗帜参加游行

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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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问题，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调查

中，反对修改宪法的被调查者一直高

于赞成者。1997 年至 2013 年的调查

数据显示，赞成修改宪法的被调查者

一直高于反对者。自 2014 年 2 月起，

随着安倍内阁推动变更宪法解释、允

许行使集体自卫权讨论的深入，围绕

修宪问题的赞否再次发生逆转，反对

修改宪法的被调查者再度超过赞成

者。[10]

其次，和平安全保障相关法的

双重影响。2015 年 5 月 15 日，安倍

内阁以内阁立法的形式向国会提交

了《安全保障相关法案》，同年 7 月

该法案被众议院全体大会表决通过，

9 月被参议院全体大会表决通过。《安

全保障相关法》主要由两部法律构

成，一部是新的永久法《国际和平支

援法》，这部法律意在使日本自卫队

随时可以对美军以及多国籍军队等提

供后方支援行动；另一部是在修改现

行法律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和平安

全法制整备法》，被修改的法律多达

10 部，这部法律的焦点在于集体自

卫权的行使。2014 年 7 月安倍内阁以

内阁决议的形式修改了禁止行使集体

自卫权的传统宪法解释，在满足行使

武力新的三个必要条件下允许行使集

体自卫权。《武力攻击存立危机事态

法》规定了行使武力的新的三个必要

条件：一是必须是“存立危机事态”；

二是“为保全日本国家存立、保护国

民没有其他的适当的手段”；三是武

力的行使“被认定为应对事态合理且

必要的、最小限度内”。通过大幅度

强化自卫队与美军的联合即日美军事

同盟以及国际合作，以行动与事实突

破战后日本宪法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

和平主义原则与专守防卫体制，确立

日本自卫队可以多边、多层次迅速应

对各种“事态”的战争体制，包括“重

要影响事态”“存立危机事态”或“武

力攻击事态”，既非“平时”也非“有事”

的“灰色事态”。安保关联相关法的

通过和实施，实质上架空了和平宪法

第九条，使第九条处于名存实亡的状

态；同时又阻碍了安倍内阁对形式上

依然存在的宪法第九条的修改。事实

上，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安保相关

法的成立和实施，是实质上的解释改

宪。

第三，完成修改宪法历史使命的

政治理想和长期执政、维持稳定政权

运营的现实追求之间存在不相容的一

面。日本国民、宪法学者对和平安全

保障关联法的强烈抵触和反对超过了

安倍的预料，若其执着坚持修改宪法

第九条将导致内阁支持率的下降，而

内阁支持率持续下降将直接影响其政

权的稳定性以及威胁其执政地位，遑

论修宪。完成修改宪法的政治理想和

长期执政的现实政治追求之间的对立

竞争，使安倍调整了修宪目标以期政

治理想与现实政治追求之间达成平衡

或妥协。 

第四，和平安保相关法成立后，

公明党关于宪法第九条的态度也发生

了变化。公明党的修宪主张经历了从

“护宪”“论宪”到“加宪”的调整和

变化。公明党自建党以来一直坚持“反

对恶改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

“护宪”立场。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公明党曾加入过新进党，新进党有关

修宪的主张是在考虑到公明党立场的

基础上提出的“论宪”。新进党解体

后，公明党继承了该党“论宪”的观

点。2002 年 11 月公明党第四次党大

会提出了在坚持国民主权主义、永久

和平主义、保障基本人权宪法三原则，

坚持宪法第九条的基础上，追加随着

时代和社会发展变化而新提出的环境

权、隐私权等新的人权内容的“加宪”

主张。2006 年公明党在党大会的运动

方针中提出“面向未来的宪法”，列

举了 13 个项目作为“加宪对象”。其

中，关于宪法第九条提出了一个微妙

而进退自如的主张——“是否应该明

确（宪法第九条）并不妨碍保持自卫

队”。公明党在国政选举竞选公约中

也多次明确其“加宪”立场。如 2010

年参议院选举竞选公约，将“随着时

代发展而提出的环境权和隐私权”作

为“加宪”对象；关于宪法第九条，

主张“在坚持第一款和第二款的基础

上”谨慎研讨自卫队的存在和“国际

贡献”等。2014 年众议院大选公明党

将“加宪”作为当前八项重要政治课

题的第四项明确写入选举公约。关于

宪法第九条，该选举公约指出：“在

坚持规定放弃战争的第一款、规定不

保持军队等第二款的基础上，将作为

自卫的必要最小限度的武装组织的自

卫队的存在明确写进宪法，以及体现

‘和平主义理念’的国际贡献的方式，

作为‘加宪’的讨论对象慎重地展开

研讨。”简言之，公明党在坚持宪法

第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的基础上，慎

重讨论研究给第九条增加第三款，即

将自卫队的存在及活动方式明文写进

宪法。第九条可以作为“加宪”的讨

论对象予以研究。公明党“加宪”主

张的底线是坚持宪法第九条第一款、

第二款。但是，在 2015 年安全保障

相关法成立和 2016 年参议院选举后，

公明党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安保相

关法成立后，党的主张没必要向进一

步修改宪法的方向转变。”[11] 所谓进

一步修改宪法，即是指修改宪法第九

条。此外，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在

2016年 7月 10日接受采访时指出：“在

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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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和平安全法制时，政府、执政党

整理了基本的宪法观点，并以和平安

全法制规定了宪法解释的界限。应该

确认其有效性、当前没有必要修改宪

法九条。”[12] 概而言之，在和平安全

法制体制下，没有必要修改宪法九条。

最后，大阪维新会也多次表示“修改

宪法第九条‘为时尚早’”。参议院选

举后，大阪维新会松井一郎代表在接

受采访时就修宪问题表示：“（我们）

反对自民党宪法（修改）草案。九条

讨论尚未进行、为时尚早。”[13]

综上，无论是国会众参两院宪法

审查会的讨论，还是国民投票，包含

删除第九条第二款并写入“保持军队”

的修宪草案被通过的可能性较低。在

现实面前，安倍不得不暂时放弃其修

改第九条的夙愿，转而追求完成“修

改宪法”这一“结果”。

当前宪法第九条

被修改的可能性低

对自民党来说，“修改宪法也就

是修改第九条”。[14] 自民党 2012 年提

出的“修宪草案”基本保留了第九条

第一款（有小幅度修改），删除了第二

款并新设第二款。新设第二款为：“前

项规定，并不妨碍自卫权的发动。为

保卫日本和平与独立以及确保国家与

国民的安全，保持以首相为最高指挥

官的国防军”。成文宪法的修改，包

括具体条文的修改、删除以及追加新

条款。具体到宪法第九条的修改，目

前主要的修改方式包括：自民党修宪

草案对第一款的小幅修改、对第二款

的删除与新设；公明党主张在坚持第

九条第一、二款的基础上追加第三款。

在 2016 年 7 月参议院选举后修

宪成为现实的政治课题之际，第九条

的修改却被贴上了“封条”。2016 年

6 月 24 日，安倍首相在朝野九政党党

首东京广播电视台（TBS）电视讨论

节目中表示：“我认为（修改）九条

目前形势严峻”。[15] 自民党副总裁高

村正彦 7 月 5 日在富士电视台的节目

中表示：“即使修宪势力控制参议院

三分之二以上议席，十年以后还是几

年以后另当别论，宪法第九条被修改

的可能性是零。”[16]7 月 26 日，高村

在演讲中再次表示：“坦诚地说，我

也想（修改宪法第九条）。根据宪法

第九条第二款，自卫队是违反宪法的。

最好是修改（第二款）。”但是，高村

又表示尽早修改第九条第二款是困难

的：“安倍首相说尚未得到国民的理

解。大阪维新会认为为时尚早，公明

党是慎重的。即使想修改也不能改。

（我们）不做不能做的事情。”[17]8 月

21 日，高村在谈及具体的修宪讨论对

象时，就自卫队在宪法中的定位问题

表示：“以自卫队这个名称将自卫队

的存在明文写入宪法是最容易得到理

解的。”但是，“（要做到这一步）现

在尚未得到国民的理解”。[18] 高村的

发言可理解为自民党不准备讨论“将

自卫队的存在以自卫队的名称”明确

写入宪法条文中。战后长期以来的宪

法论争，最大的政治对立焦点是第九

条的修改与坚持。安倍首相及自民党

副总裁却提前将第九条排除在修宪讨

论对象之外，表明安倍及其领导的自

民党的近期修宪目标已不再是宪法第

九条。

战后日本的宪法论争一直是围绕

第九条展开的，“坚持”还是“修改”

第九条一直是宪法论争的核心议题。

目前日本正在推进的修宪讨论或修宪

路径已经脱离该核心议题，试图从“界

外地带”突破——给宪法“追加”容

易得到舆论和国民理解的新条款的方

式或路径来达到“修改了宪法”之目

的。这种绕开“核心议题”（宪法第九

条）的修宪路径或修宪方式被称为“试

修宪”或“技术性修宪”。从安倍首相

自身修宪目标的不断调整、降低——

从修改宪法第九条，到修改宪法第 96

条，再到具体修改哪项条款要由党来

决定等的变化来看，对作为首相的安

倍来说，重要的是能否实现“修改了

宪法”这一“结果”，只要能改变“对

宪法一指头都不能动”的现状就是足

以载入历史史册的“政绩”；对作为

家族一员或个人的安倍来说，也是完

成了其家族未能完成的政治夙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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