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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地方自治，系指由地方居民进行自我管理的一种政治制度。
然则本书并非只是一部单纯从政治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著作。
作为和地方民众生活联系十分紧密的一种制度，除了政府的政策之外，本书所论述的民众自下而上的
斗争，社会历史传统的影响以及地方行政、财政等内容十分广泛，这可谓本书的特色之一。
从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过程看，明治政府，主要是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明治官僚，把地方自
治的设置看作是“政党政治的防波堤”，可以起到“防止中央的异动波及地方的作用”，因此而设计
了具有明显“官治”色彩的地方自治。
但是，仅依此而单纯强调政府的作用亦非全面——明治初期蓬勃兴起的地方民会，推动政府不得不修
改地方政策，同意设立府县会和町村会，允许地方实行有限的自治，即地方社会从下而上的斗争对地
方自治制度形成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此外，作者还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最底层的町村上，分析了幕末村落共同体的自治特点、其内部公共
关系的发达，并同中国进行了对比，指出日本与中国自治传统的不同之处，注意到这一特点对日本近
代地方自治制度形成产生的影响。
可以说，这些视角都是极为新颖的。
　　本书从总体来看，把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分成了五个时期来论述：从明治初期的地方行
政制度到三新法时期初步承认底层町村的自治；再到政府又加强对地方的官僚统治的明治十七年改革
；1888年和1890年地方自治的立法形成；最后地方自治制度实施并进行修改，在1911年左右随着日本
资本主义的形成而最终确立下来。
本书逻辑严谨，脉络清晰，章节细目结构合理，此为本书的特色之二。
　　本书的第三个特色是作者提出了一些独到之见解和观点，使人耳目一新。
如作者分析日本历史上的地方统治和地方自治传统时，总结出日本既不完全同于西欧，亦不同于中国
，而是有其自己的特质；论及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原因，认为其建立了近代地方财政制度是
重要内容之一，而中国近代实行地方自治制度的失败则有缺乏近代财政制度的支撑这一因素。
对于一位年轻学者来说，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
　　诚然，本书也明显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从研究方法来看，作者希望从一个较全面的视角来研究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但显然又
力不从心，各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其次，在资料方面，在论述政府政策时
虽利用了很多原始资料，但在论述地方的实际状况时，第一手资料却显得不够丰富，因而有时不得不
转引他人所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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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序章　　一、课题选择的意义　　在世界各个国家中，我选择了日本的近代地方自治，把其制度
的形成作为研究课题，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重要意义。
　　首先，在世界各个国家中，日本的近代地方自治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它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通过模仿德国形成的，因而是非西方国家引进西方国家地方自治的典型。
但是日本在模仿西方国家的同时，又受自己特殊的社会传统和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使其地方自治带
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因而研究日本的近代地方自治，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近代的地方自治最早产生在西欧，到19世纪中叶以后，大致形成两种类型，即以英国为代表的居
民自治和欧洲大陆的团体自治两大种类。
这两种自治各有缺点，居民自治“太注重人民（居民）个人自治，忽略团体自治，其自治无强有力的
组织依托。
”而团体自治则“太重团体自治，以团体的自由为个人自由的基础，忽视个人自治精神的养成”。
对此，19世纪德国著名的宪法与行政法学者格奈斯特主张，应该把英国的名誉职制度融合到德国的团
体自治中，这是德国地方自治所应该采取的形态。
　　在发展滞后的亚洲，随着西力东渐，各个国家先后面临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危机。
在这些国家中，日本无疑是抗拒这种命运、成功摆脱危机的代表。
近代日本不仅在政治制度上成功导入了西方的立宪政治，而且在地方制度上，也成功施行了地方自治
制度。
这以1888年市制町村制和1890年府县制郡制的发布为标志。
日本近代的地方自治制度同宪法一样，导入了德国模式，更多地学习了德国，因而其首先多了一种特
性即学者所指出的“外来导入性”。
日本也因此成为非西方国家引进西方国家近代地方自治制度取得成功的典范。
对其进行研究，无疑对理解非西方国家引进地方自治历史的经验有重要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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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指的是明治维新侯日本实行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地方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
它是后进国家引进西方先进国家制度取得成功的典型范例。
本书将对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形成、发展、确立的整个过程进行综合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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