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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指导下，日本共

产党(以下简称“日共”)始终将统一战线作为集结革

命力量和掌握政权的基本方式，不追求一党政权，以

建立统一战线基础上的民主联合政府为当前革命斗

争的阶段性目标。日共中央委员长志位和夫在纪念

日共建党百年的讲话中着重指出，日共决心无论遇

到什么困难都通过选举争取多数国民的支持来推动

社会变革，并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以国民的共

同力量(统一战线)推动社会变革为大方针①。21世纪

以来，日共为建立统一战线付出了许多新的努力，一

度成功建立起同立宪民主党等在野党的统一战线，

然而，两次国政选举失败后，统一战线旋即走向破

裂。统一战线何以建立又何以破裂?从内外两个方

面加以探讨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日共统一战线发展

曲折的原因，并科学展望其未来走向。

一、统一战线从建立走向破裂的过程

“日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十分重

视统一战线工作，其原因在于发展统一战线对于无

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具有重要意义。”②积极推进统

一战线的日共在进入 21世纪前夕，面临被日本各政

党排挤、孤立乃至封锁的不利境地，各在野党为对抗

自民党和建立“两大政党制”而频繁分化重组、聚散

离合，构筑起一堵无形的“反共壁垒”。为打开统战

工作局面，日共在21世纪初期不断调整政策，提出新

的统一战线策略和主张，最终实现与中左翼政党联

合斗争的统一战线。

(一)日共调整政策以求建立统一战线

首先，日共不断调整自身定位，找寻合适的立足

点。2002年 12月，日共二十二届五中全会提出“站

在政党本来的立场上堂堂正正进行活动的党”的定

位，批判其他政党无政治战略和组织建设，失去了政

党的本来立场，只有日共能担当起为国民代言的政

党责任③。2005年 8月，日共又提出“坚决与自民党

政治对决的可靠的在野党”的定位，批判了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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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在野党”“不反自民”的主张，强调了日共反自民

党的在野党立场④。2009年 7月，面对民主党即将实

现政权更替的情势，日共将当时的民主党政权视为

“具有过渡性的新政权”，将自身定位为“建设性在野

党”，其任务是促进民主党政权向民主、革新、进步的

方向发展⑤。不过，由于当时民主党实力突飞猛进，

不屑于关注议席徘徊不前的日共，日共所主张的统

一战线仍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其次，日共创新了统一战线策略，降低了建立统

一战线的难度。2009年日本民主党执政后，为打开

统战工作局面，志位和夫于 2011年 11月首次提出了

“一点共斗”的概念：在各个领域，跨越政治立场的不

同、党派的隔阂，扩大基于一致点的合作，为多面、丰

富地发展基于国民要求的斗争和推动现实政治而奋

斗⑥。与此前的统一战线策略相比，新策略具有两点

不同：一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不再是系统、完整的

共同纲领，而是任何领域任何可能的一致点。此前

日共制定的统一战线都有系统、完整的共同纲领，

“一点共斗”则将共同纲领拆分成涉及不同领域的斗

争任务和目标，以此作为联合其他政党和组织的基

础。这在理论上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增加了与

其他政党和组织合作的机会。二是统一战线运动不

再是单一层面的运动，而是多方位、多层次的丰富运

动。由于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被细化，实际上产生

出不同层面的多个政治基础，从而提供了建立多条

统一战线的可能。统一战线由原来的“一条线”变为

“一张网”，产生整体推进革新民主事业和民主改革

运动的效果。“一点共斗”在帮助日共打开统战工作

局面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向外界释放了积极的

信号。

最后，适时提出新的统一战线共同纲领，呼吁建

立联合政府。2015年 9月，为反对安倍内阁强行通

过新安保法案，日共紧急召开中央全会，正式提出

“打倒安倍政权、建立废除战争法案的国民联合政

府”呼吁。“国民联合政府”以“废除战争法案、恢复立

宪主义”为基本理念和政治基础，指出安倍政权强行

通过战争法案的形式及内容都是违反宪法和践踏

民主主义、立宪主义原则的，“破坏了国民主权这

一日本国宪法立足的民主主义根基”⑦；要求打倒

安倍政权、解散众议院并举行大选，呼吁各在野党

实行统一选举、成立联合政府。日共呼吁各在野

党在大选中进行合作、统一竞选，以进一步实现成

立国民联合政府的目标。这一任务虽然是有限

的，但是只要踏出符合宪法精神的这一步，那就是

作为主权者的国民用自身的力量推动国政的大壮

举，毫无疑问会打开日本政治的新局面⑧。日共的

“国民联合政府”呼吁在政界仍然只引起了其他在

野党的怀疑和警惕，但得到了知识界和知名民主人

士的赞扬⑨，为其后一个时期打开统战工作局面提供

了积极因素。

(二)“在野党共斗”的正式建立

2016年参议院选举前夕，为避免重蹈 2013年参

议院选举中在野党内耗的覆辙，民主、共产、维新、社

民、生活在野五党于 2月 19日举行党首会谈并达成

共识：将废除安保法制和撤回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

的内阁决定作为共同目标；争取打倒安倍政权；在国

政选举中，迫使现执政党及其补充势力成为少数；在

国会斗争及国政选举等方面进行尽可能的协作⑩。5
月 19日，民进、共产、社民、生活四党举行党首会

谈，再次取得共识：反对提高消费税，确认并不断积

累在其他一致点；参议院一人区全部实现统一立候，

并为胜利而竭尽全力；尽可能在众议院大选中进行

合作，加速各项具体事宜的协商；研究共同提出对安

倍内阁的不信任案。这些共识确认了在野党之间

的共同目标和合作方向，但并未涉及未来要建立什

么样的政府、是否认可日共参加政府等问题。

2016年 7月参议院选举，日共主动撤下绝大多

数本党候选人，在 32个一人区全部实现在野党统一

立候；其结果，在野党统一候选人在11个选区获得胜

利，比上次选举的 2席前进了一大步；日共主攻比例

区竞选，议席由 11个增至 14个。此后在野党继续合

作，选战有胜有败。同年 11月，民进、共产、自由、社

··45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2024.4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

民四党与“要求废除安保法制和恢复立宪主义的市

民联合”(简称“市民联合”)就共同政策达成原则性一

致。2017年 10月的众议院大选，新成立的立宪民主

党与日共、社民及反对执政党的势力达成合作，在总

计249个小选区拥立了统一候选人。选举结果，日共

未能实现选举前设定的维持 21席的目标，减少至 12
席；立宪民主党获得55席，成为史上议席最少的第一

在野党，并对“民共共斗”的认可度大大提高，联合斗

争继续深入发展。

2019年 9月 15日，日本在野党格局经过重新洗

牌后基本定格，产生立宪民主党(第二次)、国民民主

党(第三次)、令和新选组三个新党。各党起初对日

共的态度不一，但由于菅义伟内阁的疫情防控措施

乏力，自民党民调不断下跌，各在野党认为实现政

权交替的时机已到，从而加强联合。2021年 6月，

立民、共产、国民、社民在野四党联名要求延长国会

会期，以制定疫情防控的有效策略，随即又联合提

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这次国会共斗成为选举共

斗的先声。同年 7月，东京都议会举行选举，日共和

立宪民主党实行联合竞选，日共议席从 18席增至 19
席，立民议席从 7席增至 15席，这一结果使自民党大

为慌张。

2021年 9月 8日，立民、共产、社民、令和四党与

市民联合签订关于2021年大选的政策协议，其中“废

止安保法制的违宪部分”“反对乘新冠疫情之机修改

宪法”等主张符合日共“国民联合政府”构想。国民

民主党因不赞同其中部分政策，未参与签署。9月30
日，枝野幸男与志位和夫举行党首会谈，两党就共同

政策、统一竞选和政权合作达成协议，标志着统一战

线的正式建立。日共表示如能实现政权交替，将在

新政权中为共同政策的实现而进行“有限的阁外合

作”。这是日共历史上首次与其他政党达成政权协

议，意味着日本将有可能诞生首次有共产党参与的

新政权，引起很大影响。日本第 49届众议院大选于

2021年 10月举行，在野党联盟在 214个选区拥立了

统一候选人，这是日共历史上“首次真正联合斗争的

总选举”。

(三)统一战线走向破裂

众议院大选的结果使统一战线出现裂痕。2021
年11月1日，众议院大选结果出炉：日共从12席降为

10席；社民党和令和新选组的议席数量没有变化；立

宪民主党从109席降为96席；在统一立候的214个选

区中，仅有62个选区取胜。日本社会普遍认为“在野

党共斗失败”，枝野幸男于 11月 2日引咎辞职，立宪

民主党内反对与日共合作的声音越来越强，参加党

首竞选的四名候选人都不赞成与日共合作。2021年
11月 30日，泉健太当选为立宪民主党新党首，次年 1
月 31日宣布与日共“迄今为止的合作将作废”。统

一战线面临破裂的危险。

为维持统一战线，日共全面阐述了“共斗”的成

效：首先，日共和立民丢失的均为比例代表区议席，

而在进行统一竞选的小选区，日共保住了一个席位，

立宪民主党还增加了 23个席位。并且，许多选区的

竞选状况极其胶着，统一候选人虽然败选，但是以极

高的惜败率又在比例代表区复活。可见如果没有

“共斗”，只会丢失更多议席。其次，在野党联合竞选

使自民党干事长甘利明和资深政客石原伸晃(石原

慎太郎之子)败选。自民党现任干事长落选是自民

党破天荒的失败，资深政治家和派阀领袖选战败给

新人，其象征意义远比议席本身的得失要大得多。

最后，“在野党共斗”点燃了选民的政治热情，提高了

改变现实政治的希望。据统计，在确立了在野党统

一候选人的选区，总投票率和无党派阶层的投票率

都要超过以往和其他选区，这表明由于实行“在野党

共斗”，选民看到了改变自民党政治的希望，从而提

高了参政的热情。

在日共的呼吁下，2022年 5月，两党书记长达成

共识，继续协调一人区的立候问题，但此前签订的政

权协议作废，统一战线遭到削弱。由于立宪民主党

对“共斗”始终不积极，最终只实现了 11个一人区的

统一立候。7月 11日，参议院选举结果揭晓，日共从

13席减为 11席，立宪民主党从 45席减为 39席，1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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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候选人仅有2人当选，这导致了改宪势力超过参

议院三分之二议席。日共指出，未实现在野党统一

立候和步调一致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因此

仍主张在野党的合作。立宪民主党承认失败，并对

“共斗”转向消极。2023年 5月，泉健太公开表示，下

次众议院大选将不与日共合作，“不依赖他党而独自

奋斗”，等同于宣告此前政策协议和选举协议作废；

除仍在国会内与日共保持有限合作外，统一战线事

实上已破裂。志位和夫继续重申“共斗”的成效，并

强调改宪势力正在建立四党联合，有复活“翼赞体

制”的危险，更需要在野党以联合代替争吵。

二、日共统一战线破裂的外源性因素

民主党等主动接纳日共是统一战线得以建立的

主要原因，也是他们声明不再合作直接导致了统一

战线的破裂。因此，外源性因素是日共统一战线破

裂的主要因素，具体包括合作形式、目的和环境三个

方面。

(一)合作形式：以“在野党共斗”为主要形式

“在野党共斗”是日本政党联盟的一种形式，它

是靠各在野党基于一定的共同政策而签订的协议来

维持的联盟关系。政党间协议既包括非正式的口头

协议，也包括正式签订的政策协议、选举协议、政权

协议等，联盟的稳固程度取决于协议的形式、内容和

数量。“在野党共斗”是日共从 20世纪 60年代中期开

始参与的统一战线形式，随着日共对议会选举道路

越发肯定、越发以选举为工作中心，其逐渐成为统一

战线的主要形式。

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角度来看，“在野

党共斗”是一种较低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因为它

活动范围有限、主要围绕议会，组织内容有限、主要

是在野党之间的关系，联盟较松散、缺乏组织机构

等。特别是政党间的联盟关系仅靠党首签订的一纸

协议维持，未必能得到双方选民及社会基础的支持，

撕毁协议的成本不高，所以并不稳固。党首轮换、形

势变化，都有可能使合作协议作废。日共对盟友的

离去无可奈何，所能做的也只是呼吁和批判。因此，

“在野党共斗”本质上是一条关注政党上层合作而轻

视或忽视以下层统一战线的发展推进上层合作的道

路，这就使统一战线成为缺乏基础的“空中楼阁”，随

时面临破裂的风险。

如立宪民主党一方的支持力量非但不采取维护

“共斗”的立场，反而加以阻挠。“日本工会总联合会”

(简称“联合”)是立宪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最大的支

持力量。2021年 4月，“联合”就明确表示不希望立

宪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与日共合作，两党党首当即

承诺不会与日共建立联合政权。在2021年总选举已

建立“在野党共斗”的情况下，“联合”继续横加阻挠，

于选举后多次表示反对与日共联合斗争、不断发表

反共言论，宣称“共产党的思考方式与我们民主主义

者是完全相反的”。立宪民主党对与日共的合作产

生怀疑之际，“联合”也适时重申反共立场，一定程度

上强化了立宪民主党拒绝与日共合作的想法。这表

明日共与友党的合作得不到各自支持力量的认可，

“在野党共斗”处于“浮萍无根”的危险状态，从而导

致统一战线易于破裂。

(二)合作目的：以争取选票和议席为重点目标

20世纪日共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日本社会

党，两党虽在具体政策上存在分歧，但具有共同的长

远目标，即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因此从理

论上讲，两党合作的前景较为广阔。但目前能与日

共建立合作的政党，几乎都是基于现实利益考虑，即

在联合竞选中得到对方选民支持，从而增加选票和

议席。正因此，民主党(民进党)才会在议席下跌时选

择与日共接触，立宪民主党才会在选举失利后选择

与日共分道扬镳。

处于统一战线中的各党仅具有程度有限的政治

共识，各党所签订的政策协议以“市民联合”提出的

共同政策为基础。志位和夫曾说，过去由政党或传

统群众组织先行号召，群众才开始行动起来的旧模

式已发生改变，现在是市民运动推动政党活动。

2015年夏天反对安倍政府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的市

民运动，产生了以此为政治诉求的“市民联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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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政治主张与日共、立宪民主党等具有许多一致

点，从而努力谋求与实力强大的政党合作。因此，在

“市民联合”的牵线搭桥下，包括日共在内的主要在

野党于 2016年、2021年两次达成正式合作，开展“在

野党共斗”，“市民联合”的政治诉求便成为在野党的

合作基础和共同竞选纲领。

但共同纲领并未反映各党的核心主张，内里仍

存在分歧。日共纲领要求“规制无秩序的资本主

义”，改变维护大企业利益和对美从属的状态，因此

日共的总选举政策要求“消除对大企业的税收优待”

和“纠正异常的对美国惟命是从的政治”。但立宪

民主党认可日美同盟关系，只是希望同盟关系更加

“健全”和“平等”，两党主张在根本上不同。尽管日

共提高了统一战线中的灵活性，以认可共同纲领为

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且提出阁外合作的方式，但由于

各方在根本观点上存在分歧，缺乏共同的思想基础，

统一战线的基础并不稳固。

(三)合作环境：日本民众对日共根深蒂固的成见

对日本国民来说，长期在野的日共能发挥一定

政治作用，如批判政府过失、表达民众诉求、调查官

员政治丑闻方面等，但对于日共真正参与政权的接

受度不高。日共政策委员长田村智子曾说：“‘作为

在野党的共产党还算不错，但是涉及到政权的话会

怎样呢?’这种不安，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是因

为，一方面，执政当局长期进行反共宣传，潜移默化

地使日本民众对日共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成见，令他

们担忧和怀疑日共执政或参政的结果。如 2021年 9
月，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公开指出，政府方面认为

日共“根据敌人的态度”论并未改变暴力革命的方

针。2022年 12月，岸田文雄内阁通过答辩书，仍认

为日共“暴力革命的方针没有改变”。2021年 10
月，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南在讲话中污蔑日共主张

“天皇制违反宪法，应予废止”，应该将日共取缔。

这些诬陷和污蔑，无形中成为日共发展自身实力和

统一战线的障碍。另一方面，长期在野的政党一俟

获得政权，很难完全兑现竞选承诺，执政能力不敌自

民党，这已有社会党和民主党的前车之鉴。况且日

共长期以在野党的身份参与国政，多以投反对票的

方式表达见解，给民众留下了“什么都反对的党”的

印象，这样的政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实干能力

是令人怀疑的。所以，日本国民对日共参加政权的

认可度和接受度比较低。

日本民众对日共参与政权的“不安”直接影响着

日共的选票和议席，也间接影响到盟友对日共的评

价和统一战线的发展。日共与立宪民主党的政权协

定规定“日本共产党将在实现共同政策的范围内进

行有限的阁外合作”，这在日本社会引起轩然大波。

因为选举前立宪民主党可能实现政权更替的呼声极

高，由此将可能诞生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有共产党参

加的政权，这是极富冲击性的。枝野幸男在公开场

合表示，新政权将是立宪民主党的一党政权，暗指其

他三个在野党不但不会得到内阁职位，而且不会对

政策有过多影响，这多少有打消选民顾虑的涵义。

但仍有立宪民主党的部分党员和一些社会人士认

为，该党在 2021年总选举中失利是因为选民不希望

看到该党与日共合作并建立联合政权。这种舆论倾

向不能不对立宪民主党的决策造成影响。

三、日共统一战线破裂的内生性原因

21世纪日共的统一战线从建立走向破裂，除盟

友因素和客观障碍之外，日共自身的原因也很关键。

首先是日共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及其革命理论、基本

政策与其他中左翼政党存在较大差异和分歧。其

次，相较于 20世纪，日共虽然放低姿态，不再一味争

取领导权，提高了策略的灵活性，但是也面临新的

难题。

(一)党势不断衰退，对盟友的吸引力下降

既然其他政党与日共的联合以争取选票和议席

为重点目标，那么，如果没有足够的党员基数、没有

足够数量的支部进行实际的选举工作，没有一定数

量的后援会提供稳定选票，日共就不可能得到其他

政党的重视和联合；即使一时实现了联合，最终也会

因为无法达成盟友的预期目标而使联盟破裂。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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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21世纪以来的党势基本上处于不断下滑的态势。

一般来说，党势强弱主要从量和质两个方面进行评

价。量的重要指标包括党员人数、《赤旗报》读者人

数(包括日刊和周刊)、支部数量、国会和地方议席数

量等，质的方面则包括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力(专职常

委的数量)、党员结构、财政状况等。21世纪以来日

共党势主要指标的变化情况见表1。
显然，21世纪以来，特别是 2010年以来，除少数

指标起伏波动外，绝大多数指标都表明日共党势呈

逐渐衰落的趋势。表中未列出的党员老龄化、专职

干部减少等问题也始终困扰着日共。2022年参议

院选举结束后，日共中央干部会总结选举教训，公开

承认党自身实力的衰落是选举失利的主要原因。与

上届参议院选举相比，三年间，日共的党员人数萎缩

至 92.5％，《赤旗报》日刊读者和周日版读者分别萎

缩至 92％和 91.4％。日共中央号召全党贡献智慧，

提出坦率的意见和建议，齐心协力建设强大的党。

2023年 6月 24日的中央全会重申自身实力的衰落是

统一地方选举失利的主要原因，并指出自上次统一

地方选举以来的四年间，党员人数萎缩至 91％，《赤

旗报》日刊读者和周日版读者分别萎缩至 87％和

85％。这表明日共所面临的党势衰颓问题已达到

较严重的地步，扭转颓势的努力尚未获得显著效果，

这种情况下日共就更难吸引其他政党与之联合。

(二)群众工作乏力，忽视下层统一战线

与 20世纪相比，日共将大部分精力用于选举斗

争，在群众工作方面相对乏力，客观上产生了忽视下

层统一战线、只重政党上层合作、将新兴市民组织作

为桥梁和纽带的结果。由于群众工作乏力，21世纪

以来，日共能够掌握的传统群众组织日益减少，对群

众的领导力和组织力逐渐降低，这又影响了日共党

势的恢复和发展。

传统群众组织即以阶级、阶层或界别为标准组

织起来的群众组织，它们一般成立时间较早，与政党

关系较密切。目前，公开或实际接受日共领导的群

众组织包括“全国劳动组合总联合会”(全劳联)、“农

民运动全国联合会”(农民联)、“全国商工团体联合

会”及各地民主商工会(并称民商·全商联)、“日本民

主青年同盟”(民青)、“新日本妇女会”(新妇女)和
“妇女民主俱乐部”(妇民)等，此外还有以这些组织

为主要加盟团体的统一战线组织“争取和平、民

主、革新的日本全国大会”(全国革新恳)。这些群

众组织在历史上曾发挥了团结各阶级阶层群众的统

一战线作用，使日共的统一战线呈现出“政党——群

表1：21世纪以来日共党势主要指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日本共产党官网http://www.jcp.or.jp

重要时间节点

2000年二十二大

2004年二十三大

2006年二十四大

2010年二十五大

2014年二十六大

2017年二十七大

2020年二十八大

2022建党百年

党员数

386517

403793

404299

406000

305000

300000

27万余

约26万

支部数

2.6万

2.5万

2.4万

2万

未公布

未公布

1.8万

——

国会议席(两院总计)
43席

18席

18席

15席

32席

35席

25席

21席

地方议席

4455席

超4000席
3550席

(地方议席削减)
2700席

约2700席

2809席

超2600席

2575席

机关报读者数

199万

173万

164万

145.4万

124.1万

113万

约100万

约90万

财政状况(万日元)
赤字119312结转

下年741537
赤字237766结转

下年207103
盈余106531结转

下年220003
盈余56120结转下年

106403
盈余2235结转

下年161210
赤字20110结转

下年103128
盈余38693结转

下年143217
赤字402结转

下年142815

··49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2024.4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

众组织——群众”的基本结构，但是目前它们都普遍

面临着组织发展的困境。

首先是工会，1989年成立的全劳联在 1998年拥

有153万会员，此后逐年萎缩。从2012年到2020年，

全劳联以“建设拥有 150万会员的全劳联”为目标，

实施两个“四年计划”来实现组织的扩大和强化，然

而仍难以遏制组织萎缩趋势，会员数反而从 2012年
的 113.7万人下降到 2020年的 101.7万人。其他传

统群众组织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民商·全商联的会

员人数从 1985年的 37万人降至 2016年的 20万人，

2021年又降至 16万人。民青同盟近年来始终维持

1万人左右规模，除 2022年外，年度发展盟员计划通

常难以完成。新妇女的会员人数据称为 20万，农民

联则没有公布会员人数。此外，全国革新恳的会员人

数自2007年公布的450万人之后没有再更新，根据其

加盟组织的情况，可以推断其会员总数也有所下降。

除民青同盟明确承认接受日共领导外，其他组

织名义上是独立的，但从纲领和行动来看，其实际上

接受日共的政治领导。由于这种关系，历史上日共

可从这些组织中发展党员和提拔干部，以群众组织

的发展推动党组织发展，以党组织的发展带动群众

组织发展，实现良性互动。然而，21世纪以来，日共

与各组织都积极寻求发展道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这进一步导致日共将关注重点主要放在新兴市民组

织上，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传统群众组织并离开了群

众路线，过于专注“在野党共斗”，使自身力量不断衰

落和统一战线缺乏坚实基础的困境并存。此外，群

众组织的衰落在选举中表现为集票能力减弱，同样

削弱了日共对于其他政党的吸引力。

(三)党内问题未决，引起负面社会影响

日本民众对日共的成见固然是执政当局长期歪

曲宣传的结果，但反共攻击的靶点通常是日共党内

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2023年初的反共高潮就指

向日共自身所存在的问题。

2023年 1月 19日，日共党员、记者松竹伸幸所写

的《新日本共产党宣言—— 一个普通党员要求党首

公选并参选的理由》出版发行，该书公开提出，日共

应与日本其他政党一样实行党首公选制，即党首公

开竞选，由党员投票选举产生，对日共现行领导体制

提出挑战；此外，该书还提出了作者对改宪、自卫队

等安保政策问题的异论。松竹伸幸表示，他之所以

公开表达观点，是因为党内民主的渠道不畅通，向上

级和中央递交的意见未得到回应。京都府委常任委

员铃木元同样在 2023年 1月出版了《致志位和夫委

员长的信》，公开提出志位和夫要为党势衰退引咎辞

职以及实行党首公选制的要求。2月 6日和 3月 16
日，日共分别开除了松竹伸幸和铃木元的党籍。6月
6日，日共又开除了与前二者有相似观点的南淡路市

议员蛭子智彦。

该事件受到日本社会很大关注。松竹伸幸被开

除后，日本资产阶级媒体大肆渲染日共是“不允许不

同意见的恐怖政党”。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

在处分当天就说，“只能认为它(指日共——引者注)
不是民主主义的政党，而是极权主义的政党”；日本

维新会党首马场伸幸也说，“排斥应该进行民主遴选

的意见，与共产党在国会的姿态是正好相反的”，该

党前党首松井一郎也在同日表示，日共“是剥夺言论

自由的可怕政党”。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也提

出，“在我们党，突然开除党员的处分是不多见的”，

暗指日本共产党的处分过分。许多日本民众也对日

共反对党首公选制和开除三人表示不解。立宪民主

党泉健太则在 2月 10日的记者会上委婉表示，虽然

各党可以有自己的组织机构，但民主集中制是其他

政党都未采用的，“所以感觉还是和我们在文化上有

不同”。这一表态本身已显示出对日共和民主集中

制的微词。

原本只是日共党内事务，为何会引起社会的关

注和一些别有用心的攻击呢?原因在于他们试图通

过此事攻击日共的民主集中制。就日共自身而言，

既因为日共党内教育不足，未能将党内问题解决好，

使其成为被攻击的靶子；又因为日共平时对民主集

中制的宣传阐释不够，引起民众的不解和误解。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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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自身的问题或不足，经过资产阶级政党和媒体的

渲染和放大，产生了进一步影响民众观感和盟友结

盟意愿的消极结果。

四、结语

统一战线既是日共建党以来的不懈追求，也是

现行党纲的阶段性目标，同时还是日共发展至今的

“百年经验”之一。2022年 7月 15日，志位和夫在纪

念日共建党百年的讲话中总结了百年来日共的几个

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始终坚持与国民站在一起的统

一战线战略。统一战线是日共践行“多数人革命”和

“人民的民主革命”，彰显民主主义底色和区别于苏

联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特色的重要体现。因此，未来

日共仍将继续坚持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为实现建

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目标而不懈奋斗。2023年 6月 24
日，日共二十八届八中全会确立了在下次总选举中

“单打独斗”的策略，要求转变选举战术，扩大党势，

发展青年党员，完成世代交替。此后在野党出现

重新联合的迹象，但以史为鉴，日本中左翼政党在

大选前仍有摇摆的可能。不论“在野党共斗”是否

重构，日共都应保持主动，总结历史教训，一方面恢

复一定程度的革命性和原则性，提出更加明确的政

策，争取进步力量的支持；另一方面虚心接受党内

外建议，发扬党内民主，巩固群众路线，将自身建设

得更加强大。

注释：

①「日本共産党の歴史は、今に生きる力を発揮してい

る——党創立 100周年にあたって」，日共网站 (https://www.
jcp.or.jp/web_policy/2022/07/post-923.html.)

②曹天禄：《日本共产党统一战线：历史·机遇·挑战》，载

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9期。

③「第五回中央委員会総会 志位委員長の幹部会報告」，

『しんぶん赤旗』，2002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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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ent and Breakdown of the United Fro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Japan in the 21st Century

Li Ming

Abstract：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made a lot of efforts to establish a United Front,
and once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a United Front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and other opposition par⁃
ties. However, after two failed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the United Front quickly broke down.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 that the United Front takes the form of "joint struggle of opposition parties" as the main form, that it was primarily fo⁃
cused on winning votes and seats, and that the Japanese people had a deep prejudice against the JCP. Intrinsic factors in⁃
clude the JCP's declining power and appeal to Allies, weak mass work, and unresolved internal problems that have had a
negative social impact. The JCP should maintain its initiative, strengthen its own position, and proactively respond to future
changes.

Key words：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JCP); United Front; the 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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