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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元老和以内大臣为首的宫中势力是近代日本在政治运行过程中形成的超脱于宪法体制之外的特殊势力
，它们位于天皇和宪法规定的各权力机关之间，能够影响宪法体制内的各权力机关。在宪法体制内各
机关中，受这些势力影响最大的是内阁，因此本书选择以元老、宫中势力与内阁关系为中心，探讨了
这些势力的性质、存在原因及影响政治的方式、影响力大小的变化等。元老和以内大臣为首的宫中势
力对内阁的影响，加剧了内阁的不独立性，反映了战前日本明治宪法体制下天皇制的特殊性，以及战
前政治中缺乏有效的中央决策机制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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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艳茹，女，1976年出生。1999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东北
亚研究院，获硕士学位。201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2002年至今，在中国
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史，主要侧重于近代日本政治史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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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扎实的研究著作
2、知十讲一，写到这个地步能看出做了很多功课和思考，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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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近代日本的元老、宫中势力与内阁》的笔记-第10页

        

2、《近代日本的元老、宫中势力与内阁》的笔记- 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与内阁

        宁可日本不长草，也要拿下大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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