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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事立法”中的政治力学管窥 

高 洪  

内容提要:日本众参两院最近相继通过了政界争论多年的“有事法制”相关三法案。这些法案顺利通过国会审议的
主要原因，在于民主党这个最大的在野党放弃了与自民党对抗的一贯立场，使国会斗争中时隔10年再次出现了革
新政党对抗保守党派的局面。原本处于朝野对立状态的自民、公明、保守、民主、自由五党步调一致的政治抉
择，反映出这些政党之间相同的阶级属性与政治信念。自民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政治交易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在不
同保守政党争夺政权的表象背后，掩盖着保守政治中朝野双方“貌离神合”的本质属性。举凡决定国家道路的原
则问题，从旧自民党派生出来的各种新党最终总要同自民党形成一股政治合力，驱策日本在既定的道路上前行。 

关键词:有事法案 有事法制 政治力学 政治保守化 

   2003年5月15日，日本众议院对内阁提交的《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
《自卫队法修正案》等三项法案进行审议表决，联合执政的自民、公明、保守三党会同在野的民主、自由两党，
以压倒优势突破共产党与社民党组成的反对派防线。继而，在6月6日参议院表决中，前述五党又以202票对32票的
强势，使延宕40年的“有事立法”成为现实。“有事法制”体制的确立，使人们更加关注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行
为。同时，本来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处于朝野对立状态的自民、公明、保守、民主、自由五个党派在“国家有事”
这一问题上形成一股压倒革新政党的合力也是耐人寻味的。因为，在“1955年体制”结束后的10年中，自民党之
外的多数党派总是在反自民党的旗帜下聚集，无论自民党处于下台还是当政阶段，都会在国会中面对众多反对势
力的联合抗衡。而这次的“有事法案”却像一道政治分水岭，使除开革新政党的一切势力统统汇集到促成“有事
法制”阵营方面，这种“特例”清楚地标示出当前日本保守政治的基本风向。 

 

一、“有事立法”是检验政党信仰的基本尺度 

    在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下，具有相同阶级立场和共同政治信仰的保守政党，为了争夺执政地位也会采取不同的
纲领、策略。所以，无论日本的政党模式是在两党制还是在多党制的形式下，新老保守政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都是建立在基本共识一致基础上的纷争，以不危及现存政治制度为前提。因此，虽然执政三党与民主党、自由党
政纲不同，并对社会现实问题提出各自的解决方案，但在涉及国家体制和长远战略的根本问题上，双方的基本立
场和最终选择总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认同。 

（一）决定新老保守政党立场的双重标准 

    众所周知，在修改宪法这一决定国家体制与根本道路的问题上，日本的新老保守党派并无根本分歧，坚定地
守卫着和平宪法的政党只有共产党和社民党。而每逢审议来自政府的法案时，处于在野地位的民主党、自由党却
都会采取反对立场。事实上，关于七个政党在国会纵横捭阖的斗争中如何划分营垒，历来存在着双重标准——凡
是属于具体的政治操作层面或仅涉及争夺政权策略的问题上，通常是以自民党及其执政伙伴为一方，以与之对立
的在野党为另一方，后者内部成员之间虽然政治信仰迥然有别，但在打倒自民党这一强大政敌上存在着较高的联
合动因;凡属涉及“大是大非”的根本性问题，各类保守政党又会捐弃前嫌，与革新势力形成泾渭分明的政治分
野。有鉴于此，判别各个政党在某一问题上如何站队划线，最为简单易行但也是稳妥可靠的方法，就是分析这个
问题是属于政治道路的根本抉择，还是属于夺权战略的细枝末节。显然，各个党派在“有事法制”问题上的最终
选择同样取决于“有事立法”问题的实质。 

（二）“有事立法”是关系到国家道路抉择的大事 

    按照日本官方的解释，所谓“有事”通常是指“日本遭到来自外部的武力攻击的事态”，事关国家安全，自
然属于“兹事体大”。然而，这一政治斗争焦点的重要性恐怕还不止于此。因为在大国化的道路上，侵略历史这
一负面政治遗产一直是日本扩大军事力量的羁绊。在现行宪法的规范下，任何扩充军备的举动都将受到和平力量
的反对。之所以用暧昧的“有事”作为国家受到外来军事入侵的代名词，既有战后政治沿革的历史原因，更包含
着当今日本政治家难于启齿的战略考虑。现在，“有事”的概念已经变得十分宽泛，不仅包括既成的“外部武力
攻击”，甚至连可能发生的攻击事态也被纳入其中。对此，日本宪法学者水岛朝穗曾直言不讳地批驳道:“在‘有



事法制’中，‘有事’二字的定义可以做三种解释——第一，已经发生了被攻击事态;第二，预测可能受到攻击的
事态;第三，预测之后果真被攻击的事态。多重定义的‘有事’，都可以将无事变成有事。” ① 此外，“有事”
外延的泛化也是为了适应强化日美同盟的要求。对此，无论是目前的执政党还是尚未夺取政权的民主党同样清
楚。东京大学社会信息研究所姜尚中教授在同亚洲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酒井启子女士对谈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其实，‘战时法制’是比‘有事’更准确的叫法，但问题是日本无法确定什么属于‘战时’，显然只能由美国
来确定是不是‘战时’。美国说‘有事’便是‘有事’。为什么呢？因为攻击伊拉克也好，今后对朝鲜也好，只
要美国不发动攻击就不会有战争。问题就是这样简单明了，可以肯定朝鲜是不会先发动攻击的，因为那样做会导
致其现行体制崩溃。这样一来，是否‘有事’将取决于美国，日本也不具备判断是否已经进入战时的基准，只能
按照美国的判断介入战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有事法制已不单单是所谓法律上的问题，必将牵动整个社会。” 
② 可以说，在玩弄“模糊逻辑”的背后，恰恰潜藏着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意图。 

二、自民党的政治谋略与民主党的国会对策 

    正是由于“有事立法”关系到日本政治发展的根本方向，自民党与民主党才能相互妥协以求得共识。 

（一）自民、民主两党的“有事法制”共识 

    自民党谋求确立“有事法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63年。当时，防卫厅在“昭和三十八年度统合图上研究”
基础上秘密制定出“三矢计划”，不料计划很快败露，早年的军事立法的蠢动很快被众口所诛。1977年福田内阁
时期，防卫厅再次着手进行“有事立法”研究，但是在革新政党与和平主义力量强盛、人人目光如炬般反对战争
的时代，各种“有事立法”的草案始终未能成为法律。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舞台上革新势力逐渐衰落，保守势
力相对增长。随着国会于1992年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俗称“PKO法”）、1999年通过《周边事态
法》后，自民党决心将“有事立法”重新提上政治日程。当时，森喜朗首相就明确表态:确立“有事法制”是十分
必要的，现在已经开始研究。“九一一”事件发生后，2002年春季，日本召开第154届国会，以自民党为核心的小
泉政府提交了议案编号分别为第87、88、89号的“有事法制”相关三法案，准备在民主党的支持下“完成自民党
历届首相、父辈政治家们的军事遗愿，为日本战后军事大餐上了一道正宗的传统主菜” ③ 。 

    自民党争取民主党的合作确有其道理。首先，在过去的五年当中，民主党为了尽快实现自身的夺权战略，在
对待自民党推进“有事立法”问题上，确曾通过批判、否定自民党联合政府的方案来换取在野党之间的协调与合
作。但实际上该党在“有事法制”上的基本立场与自民党暗合。民主党的基本观点见诸1998年3月建党时提出的
“基本政策”:“坚持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作为日本的安全保障之基轴。”对于“有事对策体制”的态度是“在有
事和危机之际，为了避免出现超法规的措施，应尽快推进相关法制的建立”。民主党影子内阁中“安保大臣”前
原诚司说:“民主党在外交、安保问题上与自民党并无大的差异。莫如说，在安保政策上显示改革姿态是力争明天
主政的民主党应当树立的形象。”其次，从力量对比关系上看，当前日本政坛上联合执政的自民、公明、保守三
党对垒着在野的民主、自由、社民、日共四党，其中民主党作为在野的第一大党分别占据着众议院的116个议席和
参议院的67个议席。自民党如果成功地取得民主党的支持，就可以确保两院审议中占有绝对优势。第三，与民主
党在“有事法制”上达成一致，还可以体现政府尊重政治民主的姿态，获取国民更大范围的认同。 

（二）舆论变化与民主党改弦更张 

    在过去一年多的国会辩论过程里，革新政党为了阻止“有事法案”通过曾多次掀起反对运动，在本届国会
（156届）上，最大的一次“反对有事法制相关法案请愿”曾征集到62万人签名。当政府在2002年春季国会上要求
“继续审议有事法制相关法案”时，在野四党曾一致要求废除政府提案。直至第154届国会后期（2002年7月），
民主党的基本态度仍是指责“政府的法案具有重大缺陷”，批判自民党政府“以恣意的判断，将日本卷入武力纷
争”，并要求“政府从根本上改变对有事法制的态度”。 

    进入21世纪，日本政府巧妙地利用了“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反恐需要和朝鲜半岛核危机的紧张局势，大肆渲
染国家安全方面出现的挑战，使国民中保守意识增长，对于公然违反和平宪法的“有事立法”竟司空见惯，不以
为忤。仅就一年来的变化而言，在内阁府官房广报室2003年1月公布的“关于自卫队及防卫问题舆论调查”显示，
主张“增强自卫队防卫力量”者所占比率已经从2002年的13.5%增长到2003年的15.8%，而主张“应维持现今规
模”者所占比率则从2002年的66.1%下降到61.8%。另据共同社每年5月就“国民对有事法案态度”进行的例行电话
舆论调查，2002年受访者中39%表示赞成，47%表示反对;而到了2003年，受访者中53.3%表示赞成，31.1%表示反
对。 ④ 

    舆论的变化使民主党认识到调整、转换政治立场的必要性，尤其是原自民党出身的议员们纷纷要求党在“有
事法制”问题上对政府发放“通行证”。2003年4月初，民主党高层决定采取同时应对政府与革新势力的两手策
略。结果，自民党与民主党在双方采取灵活态度的修正案上初步达成共识。4月6日，民主党政调会长枝野幸男向
媒体表明:“要尽快推进法制化操作。”民主党立场的微妙变化引起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警觉。4月24日，在野
四党国会对策委员会委员长举行会谈时，日本共产党提出了两点建议:“（1）尽管在野党在有事法制问题上的立
场不尽一致，但事关宪法的重大法案，应当要求国会严格审议;（2）在中央、地方广泛召开听证会，征求国民意
见”，试图保持在野四党在国会审议中的反政府阵线。日共提案在当时得到民主党的赞同。在野党相互协调立场
的努力，迫使自民党进一步加快同民主党的“水下”接触，促使民主党继续转变政治立场。4月24日，民主党内已
经正式确定了有事相关法案，准备在30日提交国会，开始与执政党协调看法。对此，小泉首相也积极予以回应。
执政三党同民主党之间达成妥协后，有事法案在国会通过已经成为定局。4月27日，民主党举行建党五周年纪念大
会，干事长冈田克也在会见记者时重申了该党“要在下一次大选中实现政权交替”的决心，并把党在21世纪中的
形象定位为“新型的精英政党”。会后，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野田佳彦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有事法制是本次国
会上最大的焦点，本党要提出对策案，并以通过堂堂的论阵参与裁决的姿态贯彻下去，以便向党内外显示民主党
有能力执掌政权。”第二天，民主党召开“影子内阁会议”，由干事长冈田克也（影子内阁中的国务大臣）和政
调会长枝野幸男（影子内阁中的官房长官）做了“关于紧急事态法案政策恳谈会的报告”。 

（三）“政治协商”的交易成果 



    “黄金周”连休期间，自民党、民主党高层干部举行会晤，商讨各自可能做出的让步与共同协议方案。连休
过后，民主党再次召开“下一个内阁”的临时会议，党首菅直人宣布了同自民党初步达成“政治协议”的结果，
向全党发出呼吁:“这次有事法制和紧急事态法案的审议，是我党建立以来最为重要的法案表决……我们经过努力
取得了修改法案的胜利，把这一过程告之国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要求全体议员在国会表决中与党
的中央保持一致，得到与会者赞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5月13日，民主党党首菅直人同小泉首相就《民主党与执
政三党关于修改有事法制相关法案的公告》举行会谈时，一方面强调了尊重民意与公民权利的内容，要求自民党
将原方案中“以两年为限建立事态对策法制”一句删除，代之以“尽快建立事态对策法制”。协议的结果还在附
则里增加了“本法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但第14、15、16条之规定，应按照其他法律规定日期施行”和“政府要
研究应对国家及公民的安全遭受重大影响的紧急事态的组织的形态”等内容。同一天，自民、民主两党发表了
《民主党同执政三党关于有事相关法案的公告》，在“对应紧急事态”、“向国民提供必要信息”、“法律实施
日期”以及修改《武力攻击事态对应法案》等方面取得八点共识。民主党突然转变在“有事立法”上的态度，引
起共产党、社民党的强烈不满。2003年5月4日，《赤旗报》发表题为《民主党抛弃自己的主张，哪有“划时代”
可言？》的署名文章，指出政府与民主党之间的“修正案”的“危险本质未有任何改变，如果执政党与民主党联
手在国会强行通过法案，将给亚洲留下巨大的祸根”。社会党也愤怒批判民主党首脑背信弃义，号召爱好和平的
国民奋起抵制新老保守政党“政治协商”后出台的修正法案，同时还发表大量社论、文章表明自己的主张:“有事
法制”的确立不仅使日本变相拥有了“集体自卫权”，使日本国民丧失了维护和平的天然依托，同时使东亚地区
也面临新的安全隐患;指出日本政府可根据这种悖谬的“防卫安全逻辑”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先行发动攻击以
解除“潜在的威胁”，到头来将导致亚洲走向纷争和杀戮; ⑤ 寄希望于民主党中的左派（即来自原社会党的成
员）坚持自己的原有主张。然而，这些努力既没能改变新老保守政党主导政治事务的局面，也没能唤起往日同道
的良知。与此前审议《周边事态法案》和《反恐特别措施法案》时民主党左派大批“造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在国会审议“有事法案”过程中，民主党左派只有两名议员在众参两院投了反对票，其他人全部站到了支持法案
的立场。 ⑥ 

三、保守化是当今日本政治的基本风向 

    现在，“有事立法”激起的政治波纹表面上已经渐趋平静。不过，民主党这个最大的在野党放弃了与自民党
对抗的一贯立场，使国会斗争中时隔10年再次出现了革新政党单独对抗新老保守党派的局面，却留下了久远的影
响。难怪事后小泉首相踌躇满志地说:“战后50年间，关于‘有事’的议论一直被视为政治生活中的禁区。执政党
与最大的在野党达成一致，是日本政治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而民主党政调会长枝野幸男也盛赞双方达成一
致“在日本政治史上具有深远意义”。无论这次自民党与民主党“共舞”的表演是否真的会在政治史的编年表上
留下浓重的一笔，朝野最大两党的“政治协商一致”都具有不可小视的意义，人们可以据此探测出这个时代的基
本风向。 

    一方面，“有事法制”逐步确立必然会加剧政治保守化进程，并促使修改宪法步伐加快。“有事法制”相关
三法案在众参两院通过后，许多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打着国旗到国会前示威，呼喊废除和平宪法口号，气焰十分嚣
张。尽管宪法调查会以五年为目标讨论修宪的计划不会立即发生变化，但宪法调查会《最终报告书》的倾向性有
可能变得更加明显，并将导致修改“第九条”的结局。5月20日，小泉首相在参议院就“有事立法”问题答辩时公
开宣称:“自卫队实质上就是军队。”此言一出，日本国内和国际的舆论界一片哗然。其实，早在2003年2月5日，
自民党国防委员会已经做出了关于自卫队改为军队的《防卫政策修正案》。值得注意的是，得到在野大党认可后
的小泉没有在舆论谴责中收回自己的言论。5月29日，自民党宪法调查会又提出了《关于安全保障的修改宪法纲要
案》，直言不讳地提出“保持国防军”，“从负起包含行使军事力量在内的国际责任的立场出发，积极参与国际
机构的运营与活动”。同时还要求“国民肩负起防卫国家的义务”，试图推动日本朝着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
的方向前进。展望今后的一年，日本政治舞台上面临着三次重要选举——2003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2004年6
月众议院任期届满以前的大选和2004年7月的参议院半数选举。“有事立法”在154届国会期限内顺利通过，一方
面对因经济困境已经呈现执政破绽的小泉现政权有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鼓励着自民党内部各种“抵抗势力”在
“小泉政治使命结束”后取而代之的热望。同时，自民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政治合作加深了在野党之间的裂痕，使
民主党同社民党之间合作更加渺茫。当然，保守政党在“有事立法”上的妥协、合作并未使双方争夺政权的斗争
随之消失。毋宁说，新、老保守政党与原有革新政党之间的鼎足之势还在继续。即便是在推进“有事法制”的过
程中，民主党为了继续得到联合工会的支持，在出席“春斗大会”时仍然在强调“以在野党合作打倒自民党政
权”。随着民主党与自由党政治合流的可能性增大，“非自民新保守势力”重新集结的势头已重现在日本政治舞
台上。这样一来，新进党解体后已被人们淡忘的“两党制”，很可能再次成为未来政治图景中的一种版本。 

    其实，无论是以自民党为核心的联合政权，还是新老保守政党之间实现了政权交替，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日
本政治趋向保守化的局面，不会影响到日本外交的基本方向。例如，2003年5月23日，小泉首相访问美国，与布什
总统就朝核危机对策问题达成了采取步调一致的强硬立场的共识。素来喜欢攻击自民党外交政策的民主党一反常
态，其影子内阁中的伊藤“外交大臣”立即肯定日美首脑会晤中的“协调对策是极为重要的”。对此，《劳动新
闻》在6月15日头版发表了题为《绝不允许民主党的背叛》的文章，指出“民主党的亲美立场较之自民党有过之而
无不及，双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并无本质不同”。当然，由此便推导出民主党比自民党更加注重日美协调未免有
武断之嫌，但无论是推进“有事法制”还是取悦美国，在民主党的基本立场或是夺权战略上讲都是一种必然选
择。既然日本保守政治中的大国战略由来已久，这届国会通过的“有事立法”相对于争取成为世界一极的长远目
标而言，仍不过是一个“阶段性任务”。新老保守政党将把明天的日本引向何方，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
们希望日本能够走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发挥积极、良好的作用。同时也有理由警
惕历史的悲剧重演，因为亚洲人民曾经为此付出过血的教训。 

（责任编辑:韩铁英）  

①③符祝慧:《日本正在走入“军事大跃进”时代》，新加坡《联合早报》2003年5月29日。 

②「美国の 「正义」、日本の「有事」」、『论座』2003年5月号、274—291页。 

④共同社2003年5月19日电。 



⑤参见《社会新闻》2003年5月8日至6月10日。 

⑥引自日本众议院、参议院主页中的“国会议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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