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党执政后的日本政治与外交 

 
刘江永 

 

【内容提要】日本民主党执政后，日本政治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自民

党和民主党朝野换位。民主党与社民党、国民新党联合组阁，取代了由自民党

和公明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出现以两大保守政党为主体的政权更迭，但还不是

严格意义上的两大政党轮替。大选总体上强化了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格局，

但与冷战后自民党内鹰派保守势力得势不同，这次是具有自由派倾向的民主党

温和保守势力占据上风。日本政治思潮出现“脱右倾化”趋势，这对日本改善

同亚洲邻国的关系有利。鸠山首相对内主张建立“友爱社会”，在外交方面也

要发扬“友爱”精神，在巩固日美关系的同时，加强同亚洲关系，推行“美亚

并重”的政策。 

    【关键词】日本民主党 鸠山内阁 日本政治 日本外交 

    【作者简介】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2009 年 8 月底，日本第 45 届大选落幕，日本政局发生重大的历史性变

化。日本民主党一举取代长期执政的自民党，首次成为执政党。9 月 16 日，

鸠山由纪夫当选日本首相，并与社民党、国民新党组成三党联合政府。民主党

能否继续掌握日本政局的主导权，还要看 2010 年 7 月日本参议院选举结果。

民主党执政后对日本政治权力结构、国内政治思潮、对外政策带来的变化是本

文关注的焦点。  

 

一、日本政治权力结构发生变化 

 

民主党执政给日本政治权力结构带来以下变化，自民党和民主党朝野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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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大选结果使日本众议院力量对比发生逆转。选举前，自民党和公明党拥有

超过众议院三分之二的席位，而选举后，自民党减至 119 席，公明党则减至

21 席。与此相反，民主党选举后则升至 308 席，加上联合执政的社民党、国

民新党共有 318 席，接近众议院的三分之二。 

大选后，民主党与社民党、国民新党联合组阁，取代了由自民党和公明党

组成的联合政府，出现以两大保守政党为主体的政权更迭，但还不是严格意义

上的两大政党轮替。目前，民主党在参议院是第一大党，拥有 242 席中的 109

席，加上社民党、国民新党共有 119 席，接近半数。为确保执政基础稳定，

打赢明年参议院选战，民主党不能不与社民党、国民新党联合执政。民主党获

得这次众议院选举胜利，使近两年来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分别由朝野各霸一方的

扭曲现象得到纠正。这有利于民主党提出的决议案、法案和预算案在国会得到

通过。 

这次大选总体上强化了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格局，但与冷战后自民党内

鹰派保守势力得势不同，这次是具有自由派倾向的民主党温和保守势力占据上

风。在 2005 年举行上次大选时，这两大党议席数占众议院总议席数的 86%，

而这次则升至 89%。即便在旨在确保小党得以存在的比例代表制选区，这次

也出现选票流向两大保守政党的趋势。在体现政党偏好的比例代表制选区，

2005 年大选民主党和自民党获得的议席比率分别为 34%和 43%，而这次大

选则分别为 48%和 31%，两党合计从 77%升至 79%。实际上，日本大多数

选民只是在传统的保守政党自民党和新兴的保守政党民主党之间做选择，而主

流民意则看好民主党。在原来支持自民党的选民中，这次有 30%把票改投给

了民主党。 

民主党的竞选口号之一是“打破官僚主导的政治”，宣称上台后将着力打

破自民党政客与政府官僚、经济巨头所形成的政、官、财“铁三角”金权政治

利益集团，增强作为执政党和国会对政府决策的主导作用。由副总理菅直人亲

自担任新成立的“国家战略室”负责人，在国家预算等重大问题上直接贯彻民

主党的决策意图。取消延续了 123 年的各部级单位的事务次官会议，使职能

部门官员成为政策执行者，而非政策制定者。民主党政府将向政府各部门派遣

大量民主党国会议员担任副大臣，保证内阁对政府各职能部门的领导和政令畅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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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上台后引起的上述政治权力结构变化，有可能引起新的矛盾。在这

次当选的议员中，民主党有 143 人是首次当选，占这次所有首次新当选议员

的 90.5%，其中一些人只是凭借民主党的选举招牌便当选了国会议员，缺乏

从政经验，今后在如何处理好同政府官僚之间的关系方面将面临考验。在经济

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一方面欢迎两大保守政党体制形成，另一方面也对民

主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所作承诺会否影响大企业的利益表示担忧。另外，民主

党政要的政治资金管理团体涉嫌违规集资问题，也可能遭到自民党及媒体的追

究。2010 年 7 月日本将举行参议院选举，如果民主党政绩达不到选民期待值，

届时一些人为保持在野党的制衡作用，就会把选票投给自民党。假设自民党及

公明党等在野党获得参议院过半数的议席，将造成另一种形式的国会众参两院

的错位现象，一方面民主党执政的难度将明显增大；另一方面也会促使民主党

继续与社民党联合执政。而如果民主党 2010 年单独获得参议院过半数议席，

未来会否改为谋求民主党一党执政？日本修改宪法会否提上真正的议事日

程？日本民主党下一代领导人会否坚持鸠山路线？这些都是未来值得密切关

注的。 

                    

二、日本政治出现“脱右倾化”趋势 

 

日本相对温和的政治势力民主党执政，在客观上是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自民党执政期间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否定。日本政治思潮出现“脱右倾化”趋

势，这对日本改善同亚洲邻国的关系有利。 

首先，改善民生和提振经济成为日本大选的焦点和民众关心的重点，靠参

拜靖国神社拉选票成为历史。自民党执政期间，曾制造出一个政治神话，即参

拜靖国神社便可以获得“日本遗族会”的选票支持，自民党国会议员还专门成

立了“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议员之会”。而这次大选彻底打碎了这个政治神

话。民主党主要领导人一直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民主党并未因此而失去

选票。鸠山由纪夫首相在竞选期间也明确表示不参拜靖国神社，他本人甚至还

以 201461 票的最高票当选国会议员。鸠山组阁后，《日本经济新闻》民调显

示，民众对其的支持率高达 75%。相反，近年来积极组织参拜靖国神社的岛

村宜伸、中山成彬等自民党右翼鹰派人物，则纷纷落选。麻生内阁“消费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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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担当相”野田圣子，在竞选期间的 8 月 15 日参拜靖国神社，结果在小选区

照样落选。靖国神社不仅没能“保佑”自民党候选人当选，反而可能成为一些

候选人落选的“魔咒”。 

其次，在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鸽派温和势力影响上升。

日本左翼政党社民党与民主党联合执政，是自 1995 年村山富市内阁以来再次

成为执政党，也会对民主党政府的政策产生一定影响。而在民主党内的原社民

党重量级议员横路孝弘，这次则出任众议院议长。自民党下野后选出前财务大

臣谷垣祯一出任自民党总裁，收拾残局。谷垣在自民党内也属于温和派的代表

人物，对中国颇为友好。 

第三，鸠山内阁提倡“友爱政治”，将着力通过日本经济回升和改善民生

来巩固执政基础，总体上将是一届“鸽派内阁”。其领导核心是鸠山首相、菅

直人副首相、冈田克也外相所组成的“三驾马车”。 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同中国

保持友好交往。尽管鸠山内阁中也有鹰派人物，但鸠山内阁的政策方向主要是

由这“三驾马车”决定的。小泉、安倍内阁曾积极主张修改日本宪法，谋求行

使“集体自卫权”，为自卫队在海外配合美军作战开路。民主党则拒绝行使“集

体自卫权”，严格遵守“无核三原则”，坚持“作为唯一原子弹受害国，遵守日

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主权在民’、‘尊重基本人权’三项原则”，“第一要

务是全力重振国民的生活”。 

第四，鸠山首次组阁扬长避短，没有让鹰派人物掌握外交和安全事务大权。

例如，曾经担任民主党影子内阁防卫大臣的前原诚司曾宣称“中国是现实威

胁”，因此早就被排除在鸠山内阁防卫大臣的人选之外，而被任命为国土交通

大臣，去清理自民党执政期间在这方面的权钱交易、浪费税金等痼疾。9 月 15

日，国民新党党首龟井静香一度被任命为防卫大臣，可还未正式宣布就被改任

为金融和邮政大臣，负责对自民党推行的邮政改革民营化纠偏。这是因为龟井

的防卫政策思想属于鹰派，主张修改宪法，行使和美军联合作战的所谓“集体

自卫权”，这有违民主党的既定政策。龟井之所以退出自民党主要是因为他反

对小泉的邮政民营化，所以让他担任鸠山内阁金融邮政大臣倒是位得其人。 

今后的问题在于，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不会就此消退，甚至还会出现逆流

涨潮。那些成为在野党的自民党右派政客和社会上的右翼势力，有可能聚集起

来，煽动日本的民族情绪，在历史认知、台湾、西藏、新疆等问题上，牵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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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党政府的对华政策，给中日关系制造麻烦。日本民主党内在外交、安全政策

问题上也有不同主张。例如，前不久，民主党内强调“中国威胁论”、支持“台

独”的长岛昭久、中津川博乡等人便与森喜朗等自民党内的“台湾帮”一起宴

请再度访日的李登辉。长岛昭久担任鸠山内阁防务政务官后，还就终止自卫队

在印度洋为美军供油一事发表有违鸠山内阁政策的言论，引起非议。今后，自

民党前朝政客、某些掌管安全保障事务的官员、民主党内强硬派还可能对鸠山

内阁施加影响。右翼媒体也会把攻击的矛头对准鸠山内阁。 

 

三、 鸠山“友爱外交”初试身手 

 

“友爱”是鸠山由纪夫从其祖父鸠山一郎那里继承的执政理念，鸠山首相

对内主张建立“友爱社会”。鸠山上任后强调，在外交方面也要发扬“友爱”

精神。鸠山首相对外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外交，在巩固日美关系的同

时，加强同亚洲国家关系，推行“美亚并重”的政策。其主要特点有三： 

一是建立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同盟关系。①日本在保持日美同盟关系的同

时，会更多地强调本国利益和日本民意。在冲绳基地问题上，鸠山内阁成立的

第二天，外相冈田克也立即要求外务省彻查是否存在放任美国舰载核武器进入

日本港口的所谓“日美核密约”，明确拒绝运进核武器。鸠山内阁防卫大臣北

泽俊美也表示，2010 年将撤回在印度洋向美军供油的日本自卫队舰只，并访

问冲绳，了解当地民意，为和美国就重新谈判美军基地搬迁等问题做准备。鸠

山首相上任前曾撰文指出：“很多人从金融危机中认识到，美国单边主义的时

代也许会终结。金融危机也使人们对于美元作为关键全球性货币的永久性地位

产生了怀疑。”“由于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和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主导的全球主

义的时代正走向终结，我们正迈向一个多极化的时代。”②这篇文章在美国引起

一些人的不满，对此鸠山心知肚明，上任后立即赴美出席联合国峰会，并与奥

巴马总统会谈。鸠山首相首先感谢美国政治变革给日本带来的影响，并表示日
                                                        
①
 日本《朝日新闻》，2009 年 9 月 10 日，第 13 版。 

② 鸠山由纪夫：“日本的新道路”，《纽约时报》，2009 年 8 月 27 日。转引自京华网: 

http://news.jinghua.cn/352/c/200909/01/n2798688.shtml。原文：鳩山由紀夫：「私の

政治哲学 祖父・鳩山一郎に学んだ『友愛』という戦いの旗印」、日本雑誌「Voice」月刊、

2009 年 9 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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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同盟仍将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基轴。其主要目的是稳定日美关系，减少来

自国内外的消极议论。不过，如果未来民主党仍把日美同盟关系定位为日本外

交基轴，那就等于又回到自民党传统外交的老路上去了。 

二是努力确立同中国的信赖关系。在历史问题上，鸠山首相明确表示，民

主党政府将勇于正视历史，继承村山富市前首相讲话的精神。关于领土争端，

鸠山认为，“只有迈向程度更大的一体化，阻碍地区一体化的问题才能真正得

到解决。欧盟的经历告诉我们，地区一体化能够化解领土争端”。关于东海油

气田共同开发问题，鸠山向中方表示，愿将两国有争端的东海化为“友爱之

海”。鸠山 2007 年任民主党干事长期间曾会见访日的达赖，引起中方交涉。

不过，他担任日本首相后，就涉藏问题对胡锦涛主席表示，他理解这是中国内

政问题。冈田克也外相也宣布，达赖访日时，民主党内阁将不予会见。①针对

麻生内阁下台前向靠近台湾的与那国岛派驻自卫队问题，鸠山内阁也改变了这

一决定。这是十分明智的。鸠山首相表示，在发展对华关系上，“友爱”精神

也是很重要的。他说，承认相互差异并相互尊重的“友爱”精神与 1972 年《日

中联合声明》的精神也是一致的。日中两国在所有领域推进合作时，应表现出

承认相互差异和相互尊重的姿态，只有这样，才能将日中关系发展到新的高度。

鸠山刚上任就在出席联合国系列峰会的过程中同胡锦涛主席会晤，双方就继续

加强和充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达成重要共识。10 月 10 日，鸠山首相、冈田外

相访华，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三国会谈气氛十分友好

融洽，成果丰硕，发表了《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中日韩可持续发

展联合声明》，达成十项合作倡议，总结了过去十年三国合作的成果和经验，

并就未来十年三国合作凝聚了新共识，指明了新方向，增加了新动力。这标志

着中日韩合作又迈出新步伐，登上了新台阶。 

三是努力建立东亚共同体。鸠山首相表示：日本以往过于依赖美国，今后

将在重视日美同盟的基础上，作为亚洲的一员制定更多重视亚洲的政策。他明

确提出：“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个位于亚洲的国家。我认为，正

在日益显现活力的东亚地区必须被确认为日本的基本生存范围。所以，我们必

须持续建立覆盖整个地区且稳定的经济合作和安全框架。”他主张在建立国际
                                                        
①
 “日本准外相冈田克也称希望日中携手合作”，2009 年 9 月 8日，来源中国日报网、东方

网：http://news.eastday.com/w/20090906/u1a46367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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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新架构之际，“必须克服民族主义过度的问题，走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

合作和安全之路”，“不遗余力地建立对巩固货币一体化至关重要的永久性安全

框架”。①“地区一体化和集体安全是我们在实现日本宪法主张的和平主义和多

边合作原则方面应该遵循的道路。这也是为保护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在身

处美中之间的情况下追求我们利益应该遵循的适当道路。”②鸠山首相提出建立

“东亚共同体”设想，意在加深同中韩两国的相互依存关系，推动东亚经济一

体化。这与小泉内阁刻意拉拢东盟、冷淡中韩的所谓“东亚共同体”设想明显

不同。鸠山首相认为，实现“东亚共同体”目标的关键在于首先要从强化中日

韩经济合作开始。尽管目前鸠山倡导的“东亚共同体”设想具体内容尚不清晰，

也远非近期可以实现，但其与原自民党政府某些领导人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

弧”、“日美澳印四国联盟”战略似乎有着本质区别。其重要背景之一是，美

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影响，日本也不例外，而中国经济则保持

了稳定发展，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之一。中国大陆超过美国成为日本

的第一大海外出口市场也是大势所趋。民主党政府正是在这一世界大变革、大

调整之中，在日本选民普遍支持下上台的。故此，鸠山首相把中国视为合作共

赢的伙伴，认为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来说是机遇。 

尽管民主党主张推进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但中日关系能否顺利发展尚

有待观察。这是因为中日之间依然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小泉执政

期间受到严重损害的中日两国民间感情，还须中日两国长期共同努力才能修复

和改善。日本领导人采取谨慎态度和明智之举来维护两国来之不易的友好合作

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最近，“日本言论NPO”和《中国日报》社所做的民意

调查显示，中国受访者提起日本的第一印象是南京大屠杀。日本70%以上的受

访者表示仍对中国有负面印象。日方认为，“毒饺子问题”是造成这种印象的

原因之一。尽管“毒饺子事件”是一个有待破案的个案，却产生如此恶劣的影
                                                        
① 鸠山由纪夫：“日本的新道路”，《纽约时报》，2009 年 8 月 27 日。转引自京华网：

http://news.jinghua.cn/352/c/200909/01/n2798688.shtml。原文：鳩山由紀夫：「私の

政治哲学 祖父・鳩山一郎に学んだ『友愛』という戦いの旗印」、日本雑誌「Voice」月刊、

2009 年 9 月号。 
② 鸠山由纪夫：“日本的新道路”，《纽约时报》，2009 年 8 月 27 日。转引自京华网：

http://news.jinghua.cn/352/c/200909/01/n2798688.shtml。原文：鳩山由紀夫：「私の

政治哲学 祖父・鳩山一郎に学んだ『友愛』という戦いの旗印」、日本雑誌「Voice」月刊、

2009 年 9 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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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其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媒体过度炒作，搞得日本消费者人心惶惶。同时，中

方在食品安全问题上要进一步加强监管，在人员素质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

中日两国都应注重在公共外交领域的合作，以与邻为善的“友爱”精神，从以

邻为伴的合作角度考虑今后如何处理类似问题。 

在台湾问题上，日本自民党执政期间，曾把台湾海峡局势作为日美同盟应

对“周边事态”的一部分来定位和处理，主张“台湾归属未定”，引起中方强

烈反对。今后，民主党政府能否纠正自民党政府的错误，将是区别民主党与自

民党在台湾问题上政策异同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问题上，民主党内一些人

与自民党的立场一致，美国一些人也会对日本加以牵制。但是，这是一个涉及

中国主权和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战略问题，要建立中美日之间的政治互信，就

难以绕开这一问题的解决。此外，中日之间还有一些具体问题，如钓鱼岛领土

争端、东海问题等，也需要中日双方进行有创造性的协商，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只要中日双方根据迄今达成的四个政治文件精神，该坚持的就坚持，该改正的

就改正，该创新的就创新，拿出诚意和智慧来解决过去遗留的一些问题，就能

使两国关系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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