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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共产党纲领的调整及其背景 

张伯玉  

内容提要:鉴于冷战结束后国际共运形势和本党组织能力的变化，日本共产党正在对其纲领路线进行调整。其重点一是将
党的近期目标即“民主主义革命”定义为实现“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可能的民主改革”，并表明了承认日美安保条约、
自卫队、天皇制之现状的立场;二是对党的长远目标的长期性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并对未来理想
社会做出了具有一定新意的展望。估计日共今后仍将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念，但它正在放弃古典意义上的“革
命政党”之路，向以“民主改革”为目标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转变，力图成为一个通过参加政权来影响现实政治的
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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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今日本国会占有席位的七个政党中，日本共产党一向以建党历史久远和政策稳定著称。该党成立于1922年7月15
日，现有党员约40万人，并在国会中占有40个议席（众参两院各20人）和4400多个地方议会议员席位。 ① 就总体而
言，日本共产党已成为日本政坛具有重要影响的第二大在野党，同时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以2000年
11月20日召开的第22次代表大会为标志，日本共产党开始逐步调整其纲领路线，力图实现自身的巨大转变。继第22次代
表大会修改了党章，对党的性质进行了重新界定后，修改党纲又成为即将召开的第23次代表大会的主题。 

    2003年6月21日，日本共产党召开了第22次代表大会七中全会，议长不破哲三正式向全会提出了党纲修改草案。该草
案在重申日本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仍然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同时，将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定义为“不是社
会主义革命，而是民主主义革命——党的中心工作是在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实现可能的民主改革”，告诫全党
“在日本真正实现了独立、民主、和平，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进行社会主义变革”才是日本社会“下一个发展阶
段的课题”。党纲修改草案不仅从表述形式上去掉了“人民革命”、“确立劳动阶级政权”、“美帝国主义”、“革命
政府”、“大众斗争”等人们耳熟能详的词句，而且在内容与精神实质上更注重强调改革，从整体上减弱了现行纲领中
的“革命”色彩。由此，日本共产党在天皇制、安保条约、自卫队等一系列涉及日本社会政治生活中重大原则问题的政
策调整，再次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人们正拭目以待即将召开的23大对此做出明确回答。 

一、日本共产党纲领的调整 

    日本共产党现行纲领是1961年制定的。该纲领规定日本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经过民主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
和共产主义社会;推翻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统治;废除日美安保条约、解散自卫队等。此后，日本共产党曾分别
在1973年、1976年、1985年、1994年对党纲进行过四次修改。尽管如此，在保守政党不断分化组合、机会主义盛行的当
今政界里，日本共产党一向被认为“固守成规、缺乏变通”。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共产党也开始意识到过于僵化的纲
领、路线不利于自身的生存发展，逐步转向现实主义路线，终于在2003年的七中全会提出了党纲修改草案，草案第一次
对党纲做了全面调整和修改。其调整的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党的近期目标——实现“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可能的民主改革” 

    日本共产党纲领修改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此“草案”）的特点之一，是重点强
调了民主主义革命，将民主主义革命定义为“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可能的民主改革”，并明确规定了民主主义革命的途
径及目标。 

    关于战后日本社会的性质，“草案”指出:“日本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又是一个领土和军事等被美
国控制的事实上的从属国。美国对日本的统治，显然是为了美国的世界战略和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践踏了日本的
主权和独立，具有帝国主义性质。日本垄断资本主义，作为对美从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战后得到了迅速发展，居
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心位置的大企业，将日本政府置于其强烈影响下。日本国内的大企业、财界同美国对日本的统治
相结合，统治着日本和日本国民。”从这个社会现实出发，“草案”提出:“日本社会当前最需要的变革不是社会主义革
命，而是打破非同寻常的对美从属和大企业、财界粗暴统治的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就是确保日本实
现真正的独立，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的民主主义改革。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可能的民主改革。” ① 同日本
共产党现行纲领关于日本社会性质的规定 ① 以及关于日本社会当前面临的任务的规定 ② 相比，“草案”不仅在表述
形式上有了变化，例如将“美帝国主义”改为“美国”，去掉了“人民”、“新民主主义”等字样，更重要的是将民主
主义革命定义为“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可能的民主改革”，并明确规定了民主主义革命的途径及目标，同时用很长的
篇幅对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做了具体阐述，将“民主主义革命”等同于“民主主义改革”，从而使日本共产党长期
以来一直坚持的民主主义革命论减弱了革命色彩。 



1.民主主义变革的内容。关于民主主义变革，即民主改革的主要内容，“草案”主要是从国家独立和外交领域、宪法和
民主主义领域、经济领域等几个方面来阐述的。其中，关于日美安保条约、自卫队、天皇制等三个问题的基本政策，
“草案”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调整，表明了承认现状的立场。这三个问题，是关系到日本政治、国家体制的基本问题。因
此，“草案”的发表，引起了日本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关于日美安保条约。自日美安保条约签订以来，日本共产党一直把废除该条约作为主要的奋斗目标。现行纲领关于
日美安保条约的立场是:“日本共产党为废除以日美安保条约为首的一切损害民族主权的条约、协定，为美军的全部撤出
和撤除美军军事基地而战斗。”在“草案”中，日本共产党仍认为美国“将本国利益置于世界和平利益与国际秩序之
上，无视联合国，对他国采取先发制人的战争，带来了新殖民主义”，“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和平与安全、各国国民主权
与独立的最大威胁”，因此废除日美安保条约的立场并没有改变。但是，在关于废除条约途径问题上却有了根本的改
变——“草案”对此的表述是:“根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十条内容规定的程序废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撤除美军及其军
事基地。”这一提法表明日本共产党承认了日美安保条约——如果不承认日美安保条约，谈何根据该条约第十条内容规
定的程序废除该条约.为了能够成为参加政权的政党，日本共产党迈出了更为现实的一步。 

    关于自卫队。日本共产党现行纲领规定“解散自卫队”，没有附加其他条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共关于自卫
队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在日本共产党看来，日美安保条约与自卫队问题的性质有所不同，自卫队已经得到多数国民的认
可。废除安保条约，可能会得到多数国民的赞同，但解散自卫队则要困难得多。此次“草案”关于自卫队的规定，即
“废除海外派兵法，缩减军备。根据废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后亚洲形势的发展，在国民一致同意下，完全实施宪法第九
条即解散自卫队”，正是这种变化的反映。也就是说，自卫队的解散，是废除日美安保条约以后的事情，同时也要看
“亚洲形势的新发展”，以达成“国民一致同意”为前提。 

    关于天皇制。现行纲领规定“天皇制失去了绝对主义的性质，可是作为资产阶级君主制的一种被保留下来，成为美
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政治统治、思想统治和军国主义复活的工具”，因此必须“废除君主制”。而“草案”则指
出，将一个人或一个家族作为“国民统一”象征的现制度，即日本现在实行的象征天皇制，不应与民主主义以及人人平
等原则同时并存，为了彻底实现主权在民的原则，作为目标，“日本共产党应该站在实现民主共和制的政治体制”、取
消天皇制的立场上。但“象征天皇制是宪法规定的制度，不是仅凭日本共产党的想法就能改变的”。 ① 要取消天皇
制，就必须修改宪法。日共从拥护宪法的立场出发，采取了避免使“废除天皇制”成为政治争论焦点的立场。因此，在
“草案”中提出天皇制的“存废应依据全体国民的意愿，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予以解决”。日本共产党现在应“重视天
皇‘不拥有国政权能’等限制性规定的严格实施，纠正天皇制脱离宪法条款及宪法精神的行为”。由此看来，日本共产
党在天皇制问题上，也采取了承认现状的态度。 

    在上述三个问题上，日本共产党都将未来的目标与当前的政策措施区别开来。作为将来的目标，日本共产党主张废
除日美安保条约、解散自卫队、取消天皇制。但作为当前的政策措施，日本共产党又表明了一种承认现状的态度，表现
出了一定的灵活性。这些基本政策的调整，表明日本共产党为了在21世纪成为能够参加政权的政党，正在逐步改变自己
的过分拘泥于理想的僵化政党的形象，努力树立其与时俱进政党的形象。 

    2.民主主义变革的途径与目标。关于民主主义变革的途径，“草案”指出:“民主主义的变革，通过由广大工人、市
民、农民、渔民、中小企业家、知识分子、妇女、青年、学生等一切要求独立、民主、和平以及要求提高生活水平的人
们组成的统一战线来实现。”所谓统一战线，一般而言，是指政治立场、政策不同的政党、政治团体以及社会团体等，
为了特定目标而联合起来。这种联合，是基于共同要求的共同行动。例如，为了实现某一政策而在国会内共同行动，为
在统一选举中当选而在选举中联合起来等，其最终目的是建立联合政权。以建立联合政权为目标的统一战线同共产党是
什么关系呢.对此，“草案”明确规定了统一战线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即“日本共产党的发展是统一战线发展的决定性
条件”。 

    关于民主主义变革的目标，“草案”指出:“日本共产党和统一战线，如果能够得到国民多数的支持，在国会获得稳
定过半数，就可以成立统一战线的政府，也就是民主联合政府。”民主联合政府，是“以广大工人、勤劳市民、农民、
渔民、中小企业家、知识分子、妇女、青年、学生等的民主联合为基础，担负通过实现日本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主义变革
来开辟新的前进道路这一任务的政权”。在这里，日本共产党明确了未来理想政权的构想。不过，这种理想政权，并不
是日共单独执政的政权。为了建立这样的联合政权，日共以在议会内形成多数派为目标。因此，现行纲领中的“民族民
主统一战线”、“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政府”的提法以及“统一战线政府”与“革命政府”的区别，从“草案”中消失
了，“革命权力”也不见了。 

（二）日本共产党的长远目标——通过社会主义变革，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草案”的另一个特点，是对社会主义变革做了具体阐述，即指出社会主义变革的中心是生产手段的社会化，并对
社会主义变革的长期性有了明确的认识，同时确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进而对未来理想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
义社会做了具体展望，制定了下一阶段的目标，即:“在日本真正实现了独立、民主、和平，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后，实
现超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的社会主义变革，才是日本社会下一发展阶段的课题。” 

    “社会主义变革的中心是生产手段的社会化。”对此，不破哲三在《关于纲领修改草案的讨论》中指出:“按照传统
的说法，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将实行按劳分配社会产品的原则，也许大多数人会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与现在没有什么区
别。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资就是实行按劳分配的。从分配论的角度来描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能确切地
说明未来理想社会的真正价值。而生产手段的社会化，则明确说明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真正价值。” ① 

    “社会主义变革需要长期的过程。”“草案”认为，社会主义变革，并不是在短期内就能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需
要在国民一致同意下分阶段进行的长期过程。社会主义变革的出发点，是以多数国民支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并
在国会占有稳定过半数席位为基础，建立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政权。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过程中，日本共产党坚决贯彻
以下两点:第一，生产手段的社会化，其所有制和管理将根据形势及条件采取多样化的形式，最重要的是探索适合日本社
会的独特形式。绝不能重现苏联的错误。第二，通过市场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在推进社会主义改革的过程中，使计划与
市场经济相结合，富有弹性和有效率地运行经济。“统制经济”将被全面否定。 



    此外，“草案”还对未来理想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做了具体设想，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日
本，“将继承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成果，并使其进一步发展”。“严格保障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以及包括
反对党在内的政治活动自由。”——这已经与现行纲领中关于“为将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成为以废除资本主义全部制度为
目标的社会主义变革而努力”的说法有了根本的不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高度发展，在不知剥削和压迫为何
物的一代人占多数的时候，向没有任何强制，不需要国家权力，没有人对人的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争，由真正平
等、自由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成的共同社会前进的道路将被开辟出来。”——同日本共产党新党章中，关于“党的最
终目标，就是要创造一个人与人之间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争，实现真正平等、真正自由的共同社会”的规定相
呼应。二、纲领调整的背景 

    日本共产党所以在进入21世纪之后逐步开始调整其纲领路线，既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因素的影响。 

    首先，从日共自身来看，该党的组织能力已严重退化。20世纪90年代，日共的政治影响力无论在国家政治层面，还
是在地方政治层面都得到了扩大。例如，它在众议院议员选举中的得票数和得票率从1990年大选的523万票和7.9%扩大到
2000年大选的672万票和11.2%;在参议院议员选举中的得票数和得票率从1989年选举的395万票和7.0%扩大到1999年选举
的820万票和14.6%。90年代的十年间，日共在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总数从30人扩大到43人;地方议员人数从3938人扩大到
4455人，成为地方议会第一大党。日共拥有议案提出权的地方自治体所占比率从8.5%增加到31.9%。日共是惟一执政党的
地方自治体，从38个市町村扩大到76个市町村，其中日共党员任首长的地方自治体，从3个市町村发展到10个市町村。日
共是执政党的地方自治体，现在有150个市町村。 ① 

    但是，相对于日共政治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其组织能力却日趋下降。尤其是从1990年以来日共力量的发展变化来
看，这种趋势非常明显。从党员数量来看，1990年为48万人，1994年日共召开第20次党代会时骤然减少到36万人。此
后，由于日共集中力量扩大党员数量，在2000年11月召开22大时发展到386517人，比第21次党代会时增加了1万人，但与
1990年接近50万人的顶峰时期相比，已经是大幅下落了。从党员的年龄构成来看，日共党员的平均年龄是50岁，青年党
员的比例同六七十年代相比明显下降，党员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日共领导下的青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在20世纪70
年代的顶峰时期曾经达到20万人，现在已经锐减到不足2万人，据说其中也是共产党员的子弟居多。曾经为日共提供了大
量党员与支持者的学生运动现在在大学校园里几乎已经看不到了。 ① 日共在22大的决议案中也承认，在职业部门和校
园中，党组织已经出现了较大空白，学生党员已成为“珍宝”。党报《赤旗》的读者数量也从1990年的286万人降到2000
年的199万人左右。 

    日本共产党常常被误认为拥有稳定的、有组织的票源，但不破哲三却坦率地承认:“投我们票的人中只有一半是我们
所能掌握的。” ② 日共的得票数深受无党派阶层投票意向的影响。日共在1998年参议院议员选举中获得了其有史以来
的最高票数，达887万张。在2000年6月的大选中，共产党也曾被看好，人们预测其得票数量能够再获大幅度提高。但选
举结果却是惨遭失败，从26个议席减少为20个议席，小选区当选者为零。在2001年的参议院议员选举中，仅获得了430万
张选票，与1998年相比跌了一半。在2003年春天的统一地方选举中，日共所获议席也大幅度减少。对于这种“有风则
进、无风则退”、多年来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状况，日共已经感到力不从心。 

    其次，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苏东剧变后，各国共产党都进行了反思和调整，大多数共产党的力量
逐渐稳定下来并有所发展，但仍面临许多困难和重大挑战。可以说，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总体上处于低潮，世
界上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势力还相当强大，国际范围内资强社弱、资富社贫、资攻社守态势明显。西方国家共产党
的生存环境更为恶劣，一边有远比它强大的社会党，一边有颇具实力的保守党，两边夹击，共产党只得在夹缝中求生
存。 

    那么，当代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怎样呢.从国民意识的层面来看，根据日本生产率本部的长期舆论调查，在1974
年支持“社会主义”的达到10%的高峰，但即便如此仍远远不及支持“社会改良”的57%和支持“现体制”的17%。在日本
成为经济大国后的1980年，支持“社会主义”的后退到4%，支持“社会改良”的后退到35%，支持“现体制”者则上升到
37%;在“柏林墙”倒塌后的1990年，支持“社会主义”的为1%，支持“社会改良”的为30%，支持“现体制”者则上升为
42%，“生活保守主义”、“经济大国民族主义”成为主导意识。 ① 

    面对苏东剧变、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带来的诸多挑战，以及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日本共产党要实现更大程
度的发展，不做出某种调整，将很难探索出一条符合时代特点和日本国情的发展道路。三、如何看待日本共产党纲领的
调整 

    对于日共提出的纲领修改草案，日本社会各界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日共发生了某种转变，
尽管关于这种转变并没有统一的评价，但普遍认为日共发生了变化。例如，2003年8月出版的《SAZANAMI通讯》第33期，
刊登了一组以《纲领修改草案与日本共产党的历史性转变》为标题的文章，指出日本共产党纲领修改草案基本放弃了现
行纲领的革命内容，标志着日本共产党向议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改良政党的完全转变。2003年6月10日，《朝日新闻》刊登
了加藤哲郎的文章，认为日本共产党“只能像意大利共产党那样将名称改为左翼民主党，走改变党的名称并变为社会民
主主义政党之路”。《中日新闻》2003年6月22日的报道指出:“反映共产党政治路线和理念的纲领，自制定以来历经42
年，第一次进行了全面修改。该修改案承认了自卫队和天皇制，标志着日本共产党正从一个无论什么都反对的‘特殊政
党’，向适应现实政治的‘普通政党’转变。”《朝日新闻》6月29日的社论指出:“比较一下现行纲领和这个纲领修改
草案，可以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例如，‘草案’积极评价了宪法，‘两个敌人’论和‘两个阶段革命’论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民主改革’、‘民主联合政府’。这表明日本共产党正从革命政党向普通政党转变。”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日本共产党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只是改变了某种表述方式。例如，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
究所教授五十岚仁在2003年6月22日的《每日新闻》撰文指出，纲领修改草案“在以打破对美国的从属和日本大企业的支
配为目标的立场和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变革这点上，表述方式虽然改变了，但几乎沿袭了现行纲领。虽然强调了民主主义
变革，但总体上基本路线并没有大的改变”。2003年7月1日的《思想新闻》头版头条消息指出，“必须认识到共产党的
本质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同时，也有政党认为，日本共产党并没有因纲领的修改而发生本质的转变。一位自民党官
员指出，日本共产党只不过是戴上了“浓妆艳抹的假面” ① 。民主党某官员则认为，“草案”“只在承认现状上进行
了语句修改，本质的东西并没有改变” ② 。曾是日本共产党友党的意大利共产党，在苏联解体后迅速更名为左翼民主



党，并加入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国际组织“社会主义国际”，从而加入了意大利联合政府。对于意大利共产党的这种转
变，日本共产党书记局长志位和夫曾批评说，“日本共产党不想步西欧某些共产党的后尘，像更换衬衫一样改变自己的
名称，放弃共产党的老招牌” ③ 。但其自身现在正在进行的纲领路线的调整，恐怕很难说不是在实质上向社会民主主
义靠近。估计日本共产党今后仍将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念，但它正在放弃古典意义上的“革命政党”之路，向
以“民主改革”为目标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转变，力图成为一个通过参加政权来影响现实政治的政党。 

（责任编辑:韩铁英） 

日本学刊2004年第1期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地址:北京张自忠路3号东院 电话:64014021 传真:64014022 E-mail:ijs@cass.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