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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盡 100%努力。 
要突破自己，就要起碼每次盡 120%努力﹗ 

追溯並解釋 1900-45年間日本政治的發展。 

 

架構 1900-45年間，日本政治由專制逐步走向民主，然而真正的民主並未能

紮根，日本甚至最終踏入黑暗的軍國主義時期。整體而言，此時期日本的政治發

展可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專制憲政時期(1900-18年)、政黨政治時期(1918-32年)

以及軍國主義時期(1932-45年)。 

 

主旨句 日本政治發展的首階段為專制憲政時期(1900-18年)。 // 概括 雖然

此時期的日本蛻變成憲制國家，但本質上卻是專制的。 // 範疇一 在憲制方面，

日本早於 1890年實施《明治憲法》，成為亞洲首個憲制國家，設有內閣及具民選

成份的國會(眾議院)。 // 範疇二 然而，在本質上，日本政治仍然是十分專制。

《明治憲法》列明天皇神聖及不可侵犯，權力更置於憲法之上，能夠修改憲法，

乃人治而非法治。此外，元老亦擁有極大權力，左右內閣的成立，例如山縣有朋

就被譽為「首相製造者」，20世紀初多位首相均由山縣有朋推薦上台，反映元老

的地位超然。再者，眾議院的人民代表性有限，如於 1902年時，只有年滿 25歲

且每年繳付 10日元或以上稅項的男性才擁有投票權，僅佔總人口的 2%。 // 小

結 可見，1900-18年間的日本雖已建立憲制政府，但專制統治仍然存在。 

 

主旨句 缺乏民主傳統及中央集權方針使日本政治於 1900-18 年處於專制憲

政時期。 // 論點一 日本雖早於 19世紀末已頒布《明治憲法》，搖身一變成為君

主立憲國家。然而，日本於 1868年前經歷長達 600多年的軍人統治時期，憲法

相比下僅推行十數年，在民主根基薄弱下，眾議院只有議政而無立法及決策權，

民選成份亦備受限制。 // 論點二 同時，日本政府希望保持政治上的中央集權，

提高施政效率，並維護元老、軍方等集團的利益，故不欲下放權力，例如內閣的

組成必須先獲元老支持，因此 20世紀初的內閣均由貴族或軍方背景人士組成，

使日本處於專制藩閥政治。 // 小結 可見，缺乏民主傳統及中央集權方針塑造了

1900-18年間日本的政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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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治發展的次階段是政黨政治時期(1918-32 年)。此時期，政黨對日本

政治的參與度大大提高，而且選民基礎亦大大擴大，但政黨政治的發展卻面對許

多挑戰。在參與度方面，原敬於 1918年成為了首位非貴族或軍方背景的平民首

相，象徵了政黨政治時代的展開，及後首相之職大多由政黨政治家出任，成就了

政黨政治時期。在選民基礎上，政府於 1925年通過《普通選舉法》，規定年滿 25

歲的男性悉數擁有投票權，選民比率由 1920 年的 5%大幅提昇至 19%，反映眾

議院的民選成份大大提高。然而值得留意的是，此時期政黨政治雖有所發展，但

卻是動盪不穩的，如內閣更替頻繁，竟先後出現 11 個內閣，顯示內閣的不穩及

不得民心；政黨政治於 1922-24年間更一度中斷，元老先後推薦三次海軍大將組

閣，反映出政黨政治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可見，1918-32年期的日本處於政黨

政治時期，但其發展是不穩定的。 

 

對政府的不滿促使此時期日本政黨政治的上台與不穩發展。於政黨政治上台

方面，由於中、下階層不滿藩閥政府偏袒財閥，使其未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更需要面對價格高企的米價，最終導致1918年「米騷動」出現，導致原本的寺內

內閣倒台。民怨高漲給予了原敬打破藩閥政治的機會，在獲得元老的同意下成功

組織政黨內閣。然而，對政黨政府的不滿亦使其後政黨內閣更替頻繁，此因政黨

政府醜聞不斷，貪污舞弊屢見不鮮，如1924年的違反選舉法個案即達15,000個，

部分政黨更被抨擊為爭取經費支持而偏袒財閥，使政府形象受損，內閣隨因不得

民心而更迭頻繁，於1918-32年間先後換閣11次，造成政黨政治的不穩。可見，對

政府的不滿塑造了1918-32年間日本的政治發展。 

 

日本政治發展的第三階段是軍國主義時期(1932-45 年)。日本政治在此時期

不但受軍國主義者操控，政治體制上更趨專制，進入了黑暗時期。在軍國主義者

方面，自政黨出身的首相犬養毅於 1932年「五一五事件」中被刺殺後直至 1945

年，所有的日本首相均由軍人或軍國主義者出任，如東條英機等，標誌日本政治

進入軍人控制時代，政黨政治告終。在體制上，於 1936年「二二六事件」後，

主張恢復天皇權力的皇道派失勢，推崇法西斯體制的統制派繼而全面支配日本政

治，進一步控制內閣，如於 1936年恢復「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以再次箝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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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組成；於 1940年成立「大政翼贊會」以取締所有政黨，日本自此正式成為一

黨專政的國家，反映憲法形同虛設。可見，1932-45年間的日本處於軍國主義時

期，進入政治上的「黑暗幽谷」。 

 

政黨政治的失敗及軍方內部的鬥爭，塑造出第三階段日本政治的發展。由於

政黨政府在經濟及外交等方面表現軟弱，如在經濟上未能有效解決經濟大蕭條

(1929年)帶來的問題，失業人數達至 300萬；在外交上未能於倫敦海軍會議維護

海軍實力，後又反對於中國建立「偽滿洲國」。如此種種均觸發國民不滿，極端

組織血盟團的成員更發動「五一五事件」刺殺犬養毅，政黨政治於事後步向崩潰。

同時，軍方雖已逐步支配政治，但內部本分為支持恢復天皇權力的皇道派與推崇

法西斯體制的統制派。不過，在皇道派發動「二二六事件」失敗後，統制派取得

優勢，最終使日本政治進一步傾向軍國主義體制，包括成立「大政翼贊會」實行

一黨獨裁專政，軍部隨之完全掌握政治，政黨政治名實俱亡。可見，政黨政治的

失敗及軍方內部的鬥爭塑造出 1932-45年間日本的政治發展。 

 

總括而言，20世紀上半葉的日本政治經歷了專制憲政時期(1900-18 年)、政

黨政治時期(1918-32 年)及軍國主義時期(1932-45 年)三大階段，而在軍國主義者

於 1930年代取得政權後，日本更為肆意擴張，最終陷入全面戰爭的局面，並為

此承受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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