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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能终结走马灯式政府轮替吗？

日日本本首首相相的的““短短命命””基基因因
本报记者 王昱

21日日本参议院选举，执
政的自公联盟获得压倒性胜
利。对于这一结果，恐怕最能松
一口气的是首相安倍晋三。执
政党和在野党各掌一院的“扭
曲国会”的终结，意味着安倍内
阁将成为六年来首个能够得到
国会参众两院共同支持的政
权。

此次参议院选举后，日本
在三年内将没有大的选举，这
意味着安倍可能成为小泉卸任
后，首个任期满两年的首相。

有趣的是，虽然常换首相，
但是很多人不以为意。前首相
宫泽喜一就曾放言：“日本首相
就是火车司机，谁来当都可
以。”然而在历史上，由于缺乏
有力的领导者，日本这列火车
还真发生过因失速而倾覆的例
子。

“无决断者内阁”

将日本引向二战

与德意法西斯独裁者们的
权力几乎无限不同，当年推动
日本走向军事扩张之路的，正
是低效率的行政体系。按照明
治天皇留下的体制，处于权力
中枢的日本帝国内阁由数名内
阁大臣组成，凡遇重大事件，必
须经内阁所有大臣一致通过，
达成合议后再报经天皇批准。
首相在这个体系中只担当内阁
召集人，并没有特殊权威。既然
各大臣在内阁讨论中平权，政
府又长期受军队挟持，日本内
阁向来就是谁好战听谁的，这
一惯例，最终成为太平洋战争
爆发的导火索。

1 9 4 1年，针对美国要求
日本立刻停止对华战争，近
卫内阁召开了不下 5 0次“联
络会议”，是战是和始终没得
出个结论。当年10月12日，面
对美方的最后通牒，所有人
却都沉默了——— 都知道对美
宣战是取死之道，但畏惧于

“卖国贼”的帽子，没人敢提
议接受美国的要求。关键时
刻，时任陆军大臣东条英机
站起来说：“事已至此，陆军
方面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撤退
的决定，陆军决定献身奉公，
为皇国利益奋战到底。”本来
就不愿意承担对美宣战责任
的近卫听他这么一说，如获
至宝，心想顶缸的总算来了，
于是赶紧在四天之后宣布内
阁总辞职，转而向天皇隆重
推荐东条英机。11月，东条内
阁正式成立，久负好战盛名
的东条英机从上任之初起，
每天都能接到数以百计的请

愿函，催他赶快向美国宣战。
事情发展到这个份儿上，日
本军国主义已经在自己的棺
材板上钉上最后一根钉。

从九一八事变到二战结
束，日本换了13届内阁。每当战
争扩大，旧有内阁感到棘手时，
莫衷一是的内阁通常无法达成
合议，于是宣布总辞职，将权力
交给更为疯狂的新一届内阁。
在这种层层加码中，日本最终
将战火燃遍了全世界。

常变的内阁

与不变的宪法

如果说，二战之前日本政
府决断的低效率，还是日本人
自己考虑不周的话，那么二战
之后日本政府走马灯式的轮
换，则属于美国人给日本留下
的一个套。

1945年8月，麦克阿瑟被任
命为驻日盟军总司令，按照罗
斯福总统在《北大西洋宣言》中
所提出的构想，美军在占领德
日等法西斯国家后，应废除他
们的独裁体制，帮助该国建立
美式的民主国家体制。如果按
照这一思路，美国应该废除日
本的天皇制度。但麦克阿瑟在
考察后发现，天皇对日本意义
太重大，为了防止日本民众出
现混乱，必须保留天皇政体。

既然不能对天皇动手，麦
克阿瑟认为就应该在日本政府
的构成上做文章。在麦克阿瑟
指导下完成的《日本国宪法》
中，为日本设计了一套十分着
重于约束政府的议会内阁制政
体。该政体有意将政府提案在
国会获得通过的门槛设得较
高，同时，内阁制意味着日本首
相将由国会推举产生，而在国
会如何投票产生首相的问题
上，日本宪法又确立了众议院
权力大，但参议院更稳定(参议
员任期六年，不能被首相解散)
的原则。这套体制保证了日本
随时可以根据需要组成新的内
阁。

在宪法第 9 6条中，麦克
阿瑟仿照美国的宪法修正方
式 ，特 意 提 出 了 该 条 规 定 ：

“本宪法的修订，须经各议院
全 体 议 员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赞
成。”这套体制奠定了日本宪
法的稳定。

无论是日本战后内阁的频
繁更迭，还是宪法的稳定，其实
都根源于美国战后为日本制定
的制度。美国人通过这种制度
设计似乎想传达这样一种理
念——— 执政者可以常换，但法
律应该有一定之规。这套体制
如一道封印，封住曾屡次失控
的日本。

“三分之二时代”

真的来临了？

常换的执政者与不变的宪
法，麦克阿瑟和他的幕僚们为
日本设计的蓝图很美好，但他
们没有料到这套体制会在日本
面临严重的水土不服。

二战以来，日本一共换了
30位首相，平均任期是26个月，
而美英法德等国，领导人最少
的是8个，最多的是13个。而如
果从上世纪90年代算起，日本
共换了13任首相，平均每人任
期不足两年，其中还要算上小
泉纯一郎一人长达五年的任
期。与日本首相打交道的外国
领导人往往连他们的名字都记
不住，于是给日本首相起了个
外号，叫“Mr. One-Year”。而
日本选民更加叫苦不迭，在日
本“笨得像首相一样”成了年轻
人互相开玩笑时的习惯用语。

日本战后政治体制中，国
会与内阁相互监督的体制，的
确极大约束了内阁的权力，防
止国家被少部分野心家所利
用，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过度的
制衡降低了内阁的行政效率，
一旦参众两院中有一院被反对
者所掌握，导致内阁的提案不
被通过，日本首相又不像美国
总统那样有强行推动法案的权
力，只能通过辞职的方式重新
调整权力分配，这是造成日本
频繁倒阁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述体制造成了日本内阁
的频繁更迭，但要改变这一体
制，又必须要迈过宪法这道坎。
国会三分之二议员的动议，这在
价值观相对稳定的美国是容易
达到的，但在左右派分离严重的
日本，这个门槛则很难达到。正
如前文所说，日本是一个曾因政
府低效而误入歧途的国家，而如
今频繁的内阁轮替，唤起日本民
众对战前低效政府的恐惧记忆，
根据《读卖新闻》联合东京大学
新近做出的调查显示，日本民众
希望“政府能够稳定”的比例，超
过了总数的三分之二。而在新组
成的参议院中，认为宪法需要修
正的议员总数也超过了三分之
二。《朝日新闻》7月24日发表社
论说，日本政坛的“三分之二时
代”已经来临了，而正赶上这一
时代的安倍政权，可谓“时势造
英雄”。问题在于，日本民众对政
权稳定和宪法改革的呼声虽然
是确实的，如何进行改革却是另
外一个问题。想要建立“引以为
傲的日本“的安倍政权，究竟是
利用这种势头革除体制内的弊
病，还是撕掉美国在战后为日本
放上的印条，重新打开潘多拉魔
盒？这仍需继续观察。

注定会覆灭的“纳粹经济奇迹”

下周史上那点儿事
（7月29日—8月4日）

本报记者 王昱

1934年8月2日，德国总统兴
登堡死在了任上，希特勒依法

“代行”了总统职权——— 一直
“代行”至二战德国战败。

有趣的是，对于希特勒代
行总统职权“有代无还”的行
为，当时的德国却少有人提出
抗议。究其原因，纳粹在经济上
的确创造了所谓的“奇迹”，恐

怕是一个重要原因。
1933年希特勒刚上台时，德

国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
失业率高达33%，几乎一半人在
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纳粹党
上台后，到1938年，德国失业率
仅为1 . 3%，从1932年到1937年，
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
番，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这
一连串“经济奇迹”，让不少普
通民众真的相信了“希特勒是
德意志民族救星”的鬼话。德国
之所以能被纳粹成功地引向战
争，这份在经济上近乎完美的
成绩单是功不可没的。但是，今
天我们回头再看，却不难发现
其中的问题。

在整个二战的历史上，很

多德国决定性的武器投入使用
几乎都比能发挥它们最大效能
的决定性战役“晚半步”———
P43冲锋步枪投入使用于斯大
林格勒战役之后，虎王坦克使
用于库尔斯克坦克大决战之
后，V1导弹出现于诺曼底登陆
战役之后。按照指挥诺曼底战
役的隆美尔的说法，如果V1导
弹早投入使用一个月，欧洲历
史就将被改写。但如此说来，
德国为何如此急于发动战争
呢？

德国急于发动二战的原因
之一，正是其所谓的“经济奇
迹”是无法持续的。希特勒刺
激经济发展的秘诀是大量投
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军工产业，

而公路和大炮是不会创造附加
值的，这决定了纳粹所谓“经济
奇迹”的短命。有经济史学家后
来分析说，如果二战不在1939

年爆发，德国很可能会在1943

年迎来它的经济悬崖，“经济
奇迹”的泡沫一旦被戳破，希
特勒别说发动战争，即便维持
统治都将成为问题。在这一点
上，看看二战之后同样执著于
军工与基建产业的苏联人，其
发展由盛到衰的轨迹就是个很
好的例子。

其实，无论是二战前的德
国还是二战后的苏联，思路都
和罗斯福新政时的美国很相
像。但为何罗斯福新政挽救了
美国的经济，而纳粹和苏联的

做法却结出了恶果呢？原因恐
怕主要出在对国家财权的监督
上。美国对国家财政预算有一
套严格的监督体系，确保政府
动用财政的手不会太出格。而
反观权力集中的苏德，政府这
只手却是不受限制的，这决定
了苏德虽然在刺激经济上短
期内比美国的成效更显著，却
同时也为日后的崩盘埋下了
祸根。

七十多年以前，为了摆脱
民族的危机，德国人曾乞灵于
希特勒的独裁，今天恐怕很少
有人再会这样做了。不受限制
的权力有时也许会为民众吹一
个泡沫，然而，即便这个泡沫再
美，也迟早有破的那一天。

一周史记

参院选举
胜利后，安倍或
创造近年来“最
长 命 首 相 ”纪
录。日本是一个
曾因政府低效
而误入歧途的
国家，而如今频
繁的政府轮替，
唤起日本民众
对战前低效政
府的恐惧记忆，
希望“政府能够
稳定”的民众越
来越多。安倍政
权究竟是利用
这种势头革除
体制内的弊病，
还是撕掉美国
在战后为日本
放上的印条，重
新打开潘多拉
魔盒？

田中角荣
任期：1972年7月-
1974年12月

竹下登
任期：1987年11月-
1989年6月

村山富市
任期：1994年6月-
1996年1月

安倍晋三
第一任期：2006年
9月-2007年9月

麻生太郎
任期：2 0 0 8年9 -
2009年9月

鸠山由纪夫
任期：2009年9月-
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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