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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军 部 “统 帅 权 独 丘 ”

待 权 的 形 成

刘树良

提 要】“统帅权独立 ”是近代日本政治体制中一条非常特殊的原则 。它是伴随着军

部的形成和近代天皇制的建立而确立起来的 。由于军部可以凭借这一原则摆脱政府和议会

的干预 , 进而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 , 所以该原则就成为军部手中最为重要的特权 , 也成为

军部势力的保护壁垒和干政工具 。 “统帅权独立 ” 在保证军部政治优越地位同时 , 也割裂了

近代天皇制政权的军政关系, 导致军权的混乱无序 , 对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命运产生

了重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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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日本军部拥有一个非常特殊的 “统帅

权独立 ” 特权 。所谓 “统帅权独立 ”, 是指 “凡

属作战用兵事务 统帅 均作为天皇大权 、 帷

幌机密 , 置于行政系统管理之外 , 由军令机关

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 负责人辅佐实施 。”①

简而言之 , 就是指军队的统帅权属于天皇 , 交

由军令机关代行 , 不受政府行政的制约 。该

“统帅权独立 ” 原则是伴随着军部势力的形成和

近代天皇制的建立而确立起来的 , 随即变成军

部手中至关重要的特权 。本文将对军部 “统帅

权独立 ” 特权的确立过程进行考察与分析 , 力

求使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一 日本特色原则 ,

进而加深对近代 日本军部的认识 。

关独立出来开始的 。参谋本部的前身是陆军省

参谋局 。该参谋局成立于 年 月 , 是直属

陆军省的外局 , 负责管理陆军参谋科的事务 。

在平定佐贺之乱 年 与西南战争

年 的内乱中 , 明治政府委任文职官员为讨伐

总督 , 全权处理讨伐军队的一切军事事务 , 而

把军方置于从属地位 , 结果导致指挥混乱 。山

县有朋等军方实权派 “痛感确立作战部队的指

挥系统 , 提高参谋能力的必要 。从而认识到 ,

在军事上必须从平时就确立军令系统 , 建立提

高其地位的相应组织 , 并使之制度化 。',②同时 ,

被派往德国学习的桂太郎 山县有朋的得意门生

回国后极力建议学习德国军制 , 大力扩充和加强

一 、 军令机关的独立

军部 “统帅权独立 ” 特权的形成 , 首先是

从成立参谋本部这一军部核 』合机构 , 让军令机

① 〔日」稻叶正夫编 《现代史资料 ·大本营 》, 东京 美

铃书房 年版 , 资料解说 , 第 页。

森松俊夫 《日军大本营 》, 黄金鹏译, 军事科学出版

年版 ,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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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局的建设 , 以适应日本陆军发展需要 。

陆军省遂于 年 月向太政官提出了有

关军令机关独立 、扩充参谋局的申请 “陆军事

项可分为两大类别 , 一曰政令 , 一日军令 , 政

令自当归本省所管 , 而军令则应由参谋局专门

负责 。……今 日掌管作为陆军根基的军令的参

谋局 , 亦应该扩充其所应负责的各类本职任务 ,

以适应时代进步的变化 。”①同年 月 , 明治政

府撤销了陆军省参谋局 , 新设了直属天皇的参

谋本部 , 下设总务科和管东 、管西两局 , 陆军

卿山县有朋转任首任参谋本部长 。同时 , 还制

定了 《参谋本部条例 》, 对其职能做出规定

“参谋本部长由将官一人依救令担任 , 统辖本部

事务 , 专职筹划帷幕机务 ” 第二条 “凡属军

中机务 、 战略动态 、进军驻军命令 、行军路程

规定 、运输方法 、军队派遣等有关军令之事均

属本部长专管范围 , 由其筹划并上奏 , 经天皇

裁决后直接交与陆军省负责实施 ” 第五条 。②

就这样 , 作为陆军军令机关的参谋本部不仅从

陆军省独立出来 , 同时也脱离了政府的管辖 。

明治政府之所以成立参谋本部 , 使军令机

关独立出来 , 有其深刻用意 。其一 , 是防止军

权旁落的政治需求 。随着国内自由民权运动的

发展 , 在统治阶层担心自由民权思想会渗透到

军队中去的时候 , 年 月爆发了近卫炮兵

与步兵叛乱的 “竹桥事件 ”。这让当时的军政首

脑对军队现状感到十分忧虑 , 认为必须把军队

和政治隔开以保持 中立 , 并确立天皇对军队的

实际统帅权 。因此 , 他们主张使军令机关独立 。

其二 , 是加强军备建设以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

需要 。西南战争以后 , 日本的军备建设 目标从

镇压国内反对派转移到对外侵略战争上 , “统帅

部的工作归根结底就是准备打仗 , 在统帅部必

须发挥极其重要作用的当时 , ……产生让统帅

部不受政府约束而独立出来的想法 , 是必然趋

势 。', ③可以说 , 成立参谋本部 , 使军令机关独

立 , 是日本统治阶层在面对平定 内乱的经验教

训和自由民权运动冲击军队的情况下 , 以桂太

郎的建议为契机 , 在加强军备以发动对外侵略

战争的主观动机推动下实现的 。

创建参谋本部的重大意义在于 , 它不仅是军

部势力开始形成的第一步 , 而且从制度方面为确

立 “统帅权独立 ”原则并且使军部拥有该特权奠

定了基础 。因为成立参谋本部 , 使军令机关独立

出来 , 就意味着军队的统帅权独立于政府之外 ,

不再受其制约 , 而作为天皇统帅权辅弼机关的参

谋本部 , 则可以代行独立军队的统帅权 。

二 、 “统帅权独立 ” 特权的形成

年 , 日本开始实行内阁制度后 , 明治

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法令 , 从法理上全面确认了

“统帅权独立 ” 原则 , 使之成为日本政府的基本

原则和军部手中的特权 。

首先是 年制定的 《内阁职权 》第六条

规定 “事关军机事务 , 虽由参谋本部长直接上

奏 , 陆军大臣亦应报告总理大臣 。”④这一条规

定虽然是针对陆军大臣的规定 , 但它肯定了参

谋本部长拥有将有关军机事务直接上奏天皇的

权力 , 承认了内阁总理大臣无权干预参谋本部

的工作 。也就是说 , 这一条规定 间接肯定了

“统帅权独立 ” 原则 。

接着是 年制定的 《大日本帝国宪法 》第

十一条规定 天皇统帅陆海军 第十二条规定

天皇确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 。负责制定宪

法的伊藤博文在 《宪法义解 》中进一步解释道

“第十一条表示统帅兵马乃至尊之大权 , 专属帷幌

之大令 ”, 第十二条表示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兵额

亦由天皇亲裁 , 这固然要有专职大臣辅佐 , 但亦

同帷幌大权 , 属于至尊大权 , 无须议会干涉 。',⑤

就是说 , 明治宪法明确了天皇对 日本陆海军的

统帅权 , 该统帅权不是依靠国务大臣来辅弼 ,

而是由独立于政府的军令机关的长官 参谋总

长和海军军令部长 来代行 。这样 , “统帅权独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 《大本营陆军部 》 ,

东京 朝云新闻社 年版 ,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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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 朝云新闻社 年版 , 第 页 。
日〕井上清 《日本军国主义 》 第 册 , 马黎明译 , 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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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 原则得到了明治宪法的认定 。

再就是 年 月颁布的 《内阁官制 》第

七条规定 “凡有关军机 、军令之事需上奏天皇

者 , 除了按天皇旨意下发给内阁之外 , 需 由陆

军大臣 、 海军大臣向内阁总理大臣报告 。”①这

一条规定继 年的 《内阁职权 》后 , 再次肯定
了 “统帅权独立 ” 原则 , 内阁总理大臣无权干预 。

经过上述法令的规定 , 明治政府的军政首脑

们从法理层面完成了对 “统帅权独立 ” 原则的确

认 , 使之成为明治宪法体制中不可动摇的原则之

一 。而在明治宪法体制中 , 是由军部辅弼天皇行
使统帅大权 , 因此 , 军部便享有了这一重要特权 。

三 、 “统 帅权独立 ” 特权的实质

需要指出的是 , “统帅权独立 ” 原则也是伴

随着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确立而逐步形成的 , 明治

政府的军政首脑们确立该原则的一个重要目的 ,

意在把 “军权 统帅权 ……纳人天皇手中, 把

天皇培养成亲自率领军队的政治君主 , 使军队绝

对服从作为政治君主的天皇的命令 。',②于是 , 他

们便将这种意图用 《大日本帝国宪法 》条文的方式

明确下来 。因此 , 军部的 “统帅权独立 ”特权实质

上就是具有绝对主义特征的近代天皇制在军权方面

上的具体体现 , 是维护近代天皇制的重要工具 。

同时 , 军政首脑们又利用独立于政府的军

令机关来辅弼天皇行使统帅大权 。如此一来 ,

由军令机关组成的军部便借助辅弼皇权之机拥

有了 “统帅权独立 ” 这一特权 , 为 自身势力的

形成与膨胀找到了最便利的工具和最好的 “护

身符 ”。因为该特权既可以帮助军部摆脱政府和

议会对其权限的束缚 , 又能为其介人国家政治生

活提供口实 , 帮助军部参与并主导国家相关重大

决策的制定和实施 。因此 , “统帅权独立 ”特权实

质上也是军部势力的保护壁垒和干政工具 , 是近

代 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性特征之一 。

四 、 “统 帅权独立 ” 特权 的

初步运 用

军部拥有 “统帅权独立 ” 这一特权后 , 便

开始利用此特权在国家的军事 、 政治生活中积

极作为 , 增强自身势力及其政治影响力 。

首先 , 军部依靠 “统帅权独立 ” 特权专行

负责管理国家军事事务 。在甲午中日战争和 日

俄战争之时 , 军部两次受命组建战时大本营 ,

制定战争计划 , 协调陆海军作战 。根据 《战时

大本营条例 》的规定 , “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

长 年条例修订后加入 为大本营的参谋

长 , 统领大本营各机关及参谋人员 , 参与筹划

军事机密事项 , 负责制定陆海军的作战计划并

使之协调统一 。”③大本营的编制成员有参谋总

长 、海军军令部长 、陆海军参谋人员 、陆海军

大臣等 , 均为陆海军现役军官 。④也就是说 , 军

部组建并且控制着战时大本营 , 包括总理大臣

在内的政府文职官员都被排除在外 在天皇的

特别许可下 , 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桂太郎

分别在 年和 年作为特例列席大本营会

议 。日俄战争后 , 军部积极谋求制定国防方

针 , 以便开始新一轮扩军备战 。 年 月 ,

军部将由其独立起草的 《帝国国防方针 》等三

份草案呈递给明治天皇 , 并提出可以征询总理

大臣的意见 。于是 , 天皇下令时任总理西园寺

公望对 《帝国国防方针 》草案进行研究 , 并让

其阅览 《国防所需兵力 》 草案 。同年 月 , 天

皇批准了草案 , 《帝国国防方针 》正式出台。可

见 , 在国防方针的制定过程中 , 军部依据 “统

帅权独立 ” 特权一直握有主导权 , 作为政府首

脑的总理却只是经过天皇授权后才能阅览并给

予承认 , 不可能对其提出修改或反对意见 。

其次 , 军部利用 “统帅权独立 ” 特权介人国

家政治生活 , 增强其政治影响力。其主要方法就

是 “直接从正面扩大统帅权的范围 , 将与军事有

关的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通过帷握上奏的方式自行

① 日〕森松俊夫 《日军大本营 》, 黄金鹏译 , 第 页 。

② 仁日」信夫清三郎 《日本政治史 》 第 卷 , 吕万和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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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陆军参谋 参谋部 参谋总长 、 副官部 、 陆军诸机

关 兵站总监部 、陆军管理部 、 其他陆军成员 陆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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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成员 海军大臣 、 海军军事总监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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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人统帅权范畴 ”, ①参与并主导国家相关重大政

策的制定与实施 。军部于 年 月制定的名为

《关于军令事宜 》的法令就为实施上述方法打开方

便之门。该法令规定 , “有关陆海军统帅之事 , 凡

经钦定之规定 , 均成军令 ” “凡军令需公布者 ,

应附上谕 , 天皇签署后加盖玉玺 , 由主管陆军大

臣 、海军大臣填写年月日, 并副署之 。',②此 《军

令 》使军部可以随意扩大 “军令 ” 的范畴 , 将它

认为属于军令之事直接上奏天皇 , 经天皇签署后

即可公布实施 , 而无需经过内阁和议会 。

总之 , 伴随着军部的形成和近代天皇制的建

立而确立起来的 “统帅权独立 ”原则 , 成为日本

军部手中最为重要的特权 。军部凭借此特权不仅

摆脱政府和议会的干预 , 而且介入国家政治生活 。

也正因为如此 , 近代日本的国家命运深受其影响 。

因为军部的 “统帅权独立 ”特权实际上既割裂了

近代日本的军政关系 , 又导致军部内部难以协调

一致 。曾是军部首脑的东条英机在 年远东国
际军事法庭上的供词中就对 “统帅权独立 ” 特权

进行了反思 , 将其视为导致日本战败的重要原因 。

东条认为 , “统帅权的独立给国务与统帅的协调造

成了困难 , 统帅权又使陆军与海军对立 , 给用兵

作战的统一造成困难 。',③明治元勋们不曾预料到 ,

他们一手确立的旨在维护近代天皇制的 “统帅权

独立 ”原则 , 最终成为引导近代 日本军国主义败

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

导师武寅教授点评

论文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要想

深入了解日本今天政治体制及其运作机制的特

点与规律 , 特别是当今 日本政坛极右势力的发

展趋势 , 就不能不追溯到历史上军国主义势力

的兴起 , 以及这种势力的制度载体军部 。论文

从军部的形成 、 军部特殊的宪法地位与特权 、

军部特权的实际运用及其对 日本政治走向的影

响等几个方面 , 进行 了较为 系统的阐述 。思路

清晰 , 论述合理 , 史料运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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