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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民主化的角度研究战后日本官僚制，是一项较新、牵涉面广的研究课题。
本书在提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着重对战后日本官僚制民主化的成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主要从与官
僚制民主化有着直接密切关联的历史因素、宪政制度、政党政治、利益集团、社会监督等方面进行了
分析。
而对于影响和促进官僚制民主化的选举制度、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等方面均未具体深入展开，使本书
的研究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包括资料的占有、史料的把握、理论的分析、文字的琢磨和研究的方法
等，本书所涉及的不少地方也有待进一步深入展开研究，比如信息时代、经济全球化、电子政务对官
僚制民主化的影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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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论一、宪政与官僚制民主化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政府行政组织机构不断膨胀，
行政权力明显扩张，国家权力重心逐步从议会转移到了行政。
立法、行政、司法分权制衡的宪政民主体制虽然没有动摇，但是还是在相当的程度上打破了宪政民主
体制对国家权力的配置。
“出于对三大部门传统权力制衡架构失衡的担忧，政治学界人士和学者频繁地发出了‘控制官僚’的
警告。
”例如，美国就是力图通过扩大和强化总统的权力来实现对行政官僚的控制。
到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尼克松的“水门事件”，美国联邦法院的一些决定曾削弱了总统的权力。
“然而，十几年来，现在的联邦法院常做出有利于总统控制官僚政治以及国会的判决。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并不只是官僚制需要控制。
因为，现代民主社会“首要的规则必须是，任何根本反对政治控制的立场都是反民主的”。
西方与此相关的学术研究，比较代表性的有美国威廉·F·韦斯特的《控制官僚：制度制约的理论与
实践》，该书被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肯尼斯·J·迈耶誉为政治学、行政学专业必读的佳作。
威廉·F·韦斯特通过行政权力的发展、行政正当程序、国会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总统的行政权力等
方面分析了美国政治行政过程中的官僚制，指出官僚机构的膨胀是官僚制自主性与民主政治之问冲突
的具体表现。
因此，“美国政府今天面临的最为严峻的结构性选择就是，立法、行政、司法三类机构应当在行政过
程中达成一定的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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