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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在成为“经济大国”后正在力图成为“政治大国”，从而成为完整意
义上的“大国”。
同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迅速崛起的中国与经济增长“低迷”的日本，又形成强烈的反差。
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将如何变动，会出现什么样的新问题、新情况，对中日双方来说，都是一个
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
本书即是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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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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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对“软权力”的重视附录1  日美同盟相关文件附录2  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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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不断走向保守化的日本政治战后日本政治史是一部“保守”与“革新”相互对立与斗争的历
史。
从保守与革新对立格局的演变过程来看，日本政治是不断走向“保守化”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冷战的帷幕拉开，从此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对立国
际格局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
日本政治“国内冷战”格局的形成、演变、解体的过程与这段历史时期基本一致。
日本战败投降后，在美国占领下施行了一系列改革，围绕这些改革措施，保守阵营与革新阵营的对立
格局产生了。
在保守与革新的对立过程中，意识形态的色彩日趋淡薄。
这种潮流的发生，固然与日本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有关，而其中日本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更是不能低
估。
回溯战后日本政治史发现，随着日本国内外因素的变化，日本政治的保革对立格局也相应地发生着“
钟摆式”的动态演化。
日本政治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呈现出明显的保守化趋势，这种保守化趋势在冷战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
1993年“55年体制”的崩溃，宣告了战后日本政治史上持续多年的保革对立格局的终结，日本政治进
入到“总体保守化”的新阶段。
一　日本政治“国内冷战”格局的形成冷战时期，国际格局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意识形态的对立，是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阵营对立的基本原因。
在这种大背景下，身为“前线国家”的日本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国际上的冷战状态甚至导致了日本政
治“国内冷战”局面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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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是“当代东亚与中国丛书”之一，全书共分12个章节，对“日本大国
化趋势与中日关系”这个课题作了系统介绍，具体内容包括不断走向保守化的日本政治、日本新国家
主义的形成、日本的无核化政策与日美安保体制、日本的“国际化”与“大国化”、日本联合国外交
的目标追求等。
该书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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