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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修 改 宪 法 是 战 后 政 治 生 活 中 经 久 不 息 的

重大议题，伴 随 时 代 风 云 跌 宕 起 落，目 前 似 乎 正 在

成为现实。不 过，日 本 政 界 的 一 些 知 情 人（如 前 参

议院议长、法务大臣江田五月）最近告诉笔者，安倍

在修宪上发 力 与 媒 体 报 道 热 潮 常 常 出 现 负 相 关 关

系，即集中报 道 热 议 时 未 必 一 定 真 有 进 展，政 府 恰

恰会在相对平静时闷声推进。

一
　　最近，修改宪法又成为日本政坛的热

议话题，若 干 媒 体 多 有 报 道，其 中 不 乏 对

修宪流程、时间阶段的预测，称“最少要用

两年时间”。

某些媒体 报 道 将 修 改 宪 法 具 体 分 解 为 六 个 大

的步骤。第一步，各政党协商“宪法修改条款”。第

二步，众议 院 修 宪 派 议 员 提 出“宪 法 修 正 案 原 案”。

第三步，在众议院大会审议（先由众议院的“宪法审

查会”质证答疑、听证辩论，最终得到审查会半数通

过后，提交众议院大会表决），获三分之二以上众议

员赞成 即 为 通 过。第 四 步，进 入 参 议 院 大 会 审 议

（先由参议院的“宪法审查会”质证答疑、听证辩论，

最终得 到 审 查 会 半 数 通 过 后，提 交 参 议 院 大 会 表

决），获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参 议 员 赞 成 即 为 通 过。之 后

是国会“改 宪 发 议”，即 告 知 国 民，宣 布 进 入 国 民 投

票环节。第五 步，“改 宪 发 议”后“６０～１８０天 之 内”

（即“国民周知时期”）是“国民投票运动”阶段，如果

赞成票 超 过 国 民 投 票 总 票 数 的 一 半，修 改 后 的 宪

法①成立。第六 步，修 改 后 的 宪 法 成 立 后３０天 内，

由天皇公布宪法修正案，至此完成修改宪法。

针对上述六大步骤，日本媒体做出的估算为以

下时间流程：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０～１７日 间，众 参 两 院

各自成立 审 查 国 会 议 员 提 出 的“宪 法 修 正 案 原 案”

的“宪法 审 查 会”②。就 目 前 而 言，最 突 出 的 问 题 是

朝野双方关于宪法修改条款的协商，即到底修改什

么内容，修改 到 何 种 程 度。为 此，２０１７年１月 召 开

通常国会后启动这个协商过程，之后先后交由两院

“宪法审查会”成员制定“宪法修正案原案”，提交国

会。作为细节 要 求，国 会 议 员 修 宪 提 出“宪 法 修 正

案原案”时 的 人 数 门 槛，众 议 院 议 员 要 在１００人 以

上，参议院议员在５０人以上。最乐观地估算，如果

２０１７年春季通 常 国 会 上 两 院 均 能 顺 利 地 提 出 并 通

过“宪法修改条款”，２０１７年秋季才能提出“宪法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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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后的宪法不是“新宪法”。

这个“宪法审查会”不同于审议一般法案的委员会，是以朝野各党派间的协调为优先原则的。就是说，国会中小党的少数会

派也将获得平等的发言时间。



正案原案”，进而在２０１８年春季国会上“发议”，再到

“６０～１８０天之内”国民周知时期的２０１８年 秋 季 临

时国会期间 举 行 国 民 投 票，国 民 投 票 通 过 半 数，３０
天后经天皇 宣 布 决 议，实 现 修 宪，才 算 完 成 全 部 流

程。这就是媒 体 所 谓“最 快 也 要 两 年 完 成”的 时 间

估算。

然而，改动国家根本法毕竟是关乎国家政治生

活的大事，在日本对于这部刚性宪法而言更是非同

小可的问题。安倍晋三首相在２０１７年初的新年讲

话中宣称，“今年是成立宪法７０周年，适用于新时代

的宪法究竟是什么样的宪法呢，今年我想就这个问

题展开 深 入 探 讨，进 一 步 探 究 更 加 完 备 的 宪 法 体

系”，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坚持修改宪法的主张。

在笔者看来，安倍欲在２０１７年改动和平宪法仍

然会面临重重阻力。一方面，安倍在２０１６年秋季临

时国会讲话中表示“将修改宪法的事宜交给众议院

与参议院 的 宪 法 审 查 会 审 查”，因 在 野 党 反 对 而 搁

浅。另一方面，自民党内部对近两年来审议安保法

案遭到群众大规模集会抗议记忆犹新，认为２０１７年

能够在实质上推进改动和平宪法的人，也同样心里

没底。所以说，安倍首相有心亲自操刀推进修改宪

法的 一 系 列 事 宜，但 结 果 很 可 能 会 应 了 那 句 老

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二
　　实际上，日本媒体的上述测算存在两

种不确定因素。

一方面，整个进程必定伴 随 着 政 治 角

逐的复杂斗争，很难真的按照“最快”节奏推进。远

的不说，仅第一步朝野政党间修改条款的协商就充

满了玄 机 和 暗 礁。国 会 中 力 主 修 宪 的 三 党 一 会

派———自民党、大阪维新会、珍重日本 之 心 党、神 道

政治联盟，在 修 改 条 款 的 细 节 上 观 点 并 不 一 致，而

自民党执 政 伙 伴 公 明 党 的 主 张 是“加 宪”而 非“修

宪”。在修宪 对 立 轴 另 一 端 的“护 宪”政 党 方 面，社

民党、共产党、民进党也有各自的政治主张，虽然不

能构成压倒 性 优 势，但 羁 绊 作 用 还 是 相 当 明 显 的。

从全社会的 政 治 生 态 来 看，经 济 同 友 会、日 本 商 工

会议所、经团联、日本青年会议所支持修宪，而工会

系统总体上持慎重态度；日本会议、日本协议会、青

年协议会、加 油 日 本 等 社 团 坚 持 修 宪；自 由 民 主 紧

急行动青年 委 员 会、九 条 会、反 战 捍 卫 九 条 行 动 委

员会等反对修宪；宗教界中灵友会、国柱会、幸福的

科学、神社本 厅 等 以 修 改 宪 法 第 九 条 为 要 务；立 正

佼成会、真宗 大 谷 派、曹 洞 宗、日 本 基 督 教 团、创 价

学会等则 提 出 不 允 许“宪 法 改 恶”。在 全 国 性 媒 体

方面，《读卖新闻》《产经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倾向

于修宪，《朝日新闻》倾向于护宪。如此复杂的局面

已经超出简单的政党间的对立轴模式，形成了一幅

相互掣肘、犬 牙 交 错 的 图 景。同 时，政 治 上 采 取 机

会主义的安倍为了顺利实现其修宪“大业”，也实施

修改“第９条—修改第９６条—设定紧急事态条目”

逐步降低门槛的“退行性政治策略”。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１５日，自民党 修 宪 推 进 本 部 作 出 决 定，不 撤 回 自 民

党原有修宪 草 案，而 是 以 党 内 讨 论 为 基 础，在 不 直

接向众参两院宪法审查会提出新的草案的前提下，

对党内外开展协 调，就“天 皇 地 位”“放 弃 战 争”“国

民权利义务”“家 族”“紧 急 事 态”等 重 大 事 项，从 原

有修宪草案向宪法原有条款方向做让步性的变动，

以获得两院三分之二以上议员的赞同，进而形成能

达到法定数量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原案”。

另一方面，本次修宪过程也可能因外部因素或

突发事件 而“提 速”。日 本 在 东 海 及 钓 鱼 岛 争 端 上

的顽固立场，以及高调介入南海等举动加剧了与中

国的军事安全风险；朝鲜半岛潜在的军事冲突与朝

核、导弹危机，以及韩国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等，都

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日本修宪进程；会不会爆发严重

的恐怖主义事件更是难以预料；美国在日本修宪问

题上忽而支 持，忽 而 暧 昧，加 上 美 国 总 统 大 选 后 新

的政局变数尚不清晰，美国助推安倍政府修宪过程

“提速”，在理论上也并非全无可能。

笔者的看 法 是，如 果 不 出 现 强 烈 的 外 部 刺 激，

安倍政府任 内 可 能 在 适 度 降 低 门 槛 的 前 提 下 能 够

完成修宪，但 总 体 进 程 会 相 对 缓 慢，无 论 是 朝 野 协

调，还是获 得 众 参 两 院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赞 成 的“宪 法

修正案原案”的出台，都要经历艰难的推进过程，至

２０１８年底付诸“国会发议”并非易事。再经过宣传、

说服等工作，发议后到国民投票也会经历最大的时

间过程（将近１８０天），所以延宕至２０２０年之前实施

修改后的宪法的可能性倒是比较大的。正因如此，

安倍晋三才竭力修改自民党规则，把总裁任期由两

届改为三届，以便在任内“开创性地”修改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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