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的
地方自治概要

地方自治在法律上的定位

日本国宪法（摘抄）

第八章    地方自治

第九十二条　关于地方公共团体的组织及运营事项，

根据地方自治的宗旨，依据法律来作出规定。

第九十三条　地方公共团体根据法律规定设置议会为

其议事机关。

地方公共团体的首长、议会议员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

官员，由该地方公共团体的居民直接选举产生。

第九十四条　地方公共团体有管理财产、处理事务以

及执行行政的权力和职能，可以在法律范围内制定条例。

第九十五条　仅适用于某一地方公共团体的特别法，

依据法律规定，非经该地方公共团体居民投票获得半数以

上同意，国会不得制定。

日本的地方自治※1以日

本国宪法为依据。1946年颁
布的日本国宪法中设立了《地

方自治》章节，使地方自治的

基本得到保障，地方自治制

度在宪法上得以确认。日本

国宪法的第八章题为“地方自

治”，共有四条规定。首先，

• 强调要尊重地方自治并阐述
了地方自治的基本原则；

• 规定地方公共团体※2首长

及议会议员应通过直接公

开选举产生；

• 明确规定地方公共团体在
广泛的行政事务方面拥有广

泛的权限，并在法律范围

内赋予其自治立法权；

• 对制定只适用于某地方公共
团体的特别法加以制约。

根据这一宪法规定，日本

制定了很多有关地方自治的法

律，其中成为地方自治组织及

其运行之法律核心的就是《地

方自治法》。

《地方自治法》对构成地

方公共团体核心部分的居民、

议会、行政机构等作了相关规

定，同时，对地方公共团体的

地位例如中央政府与地方公共

团体的关系以及各地方公共团

体的相互关系等、地方公共团

体的运行例如财务等重要事

项均作了规定。

日本的地方自治在以宪法

为主的国家法律体系中得到明

确承认。

※1 地方自治：不隶属于中央政府
的团体根据地方居民的意志在

其责权范围内行使管理地方行

政的职权。
※2 地方公共团体：日本地方政府
在法律上被称为“地方公共团

体”，通常称作“地方自治体”，

或简称为“自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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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地方公共团体的
依据

《地方自治法》规定：“基本

的地方公共团体为都道府县以

及市町村”。

在日本的明治时代中期，

政府作为一项近代化政策引进

地方自治制度，为日本后来的

有体系的地方自治制度奠定了

基础。当时，都道府县知事是

由中央政府任命的，用现在的

眼光来看，地方在很大程度上

受中央政府的统制，尚属一种

不完善的制度结构，但是，地

方自治的不少具体制度却一直

沿用至今。

从那个时代划分都道府

县以及市町村以来，经过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的自治权强化过

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地方公共团体的层级

地方行政机构的层级设

立，取决于不同国家的不同地

理条件、人口规模、地方行政

事务内容、中央集权程度等要

素。

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有两

个层级，即作为广域地方自治

单位的都道府县和作为基础地

方自治单位的市町村。

此外，还制定了政令指定

都市、中核市及特例市制度，

规定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一般

可以处理属于都道府县的事

务。

地方公共团体的规模及数量

虽然统称为都道府县或

市町村，但实际上，同一层级

的地方公共团体在人口、面积

上都是千差万别的。

从都道府县层级来看，

东京都人口超过 1300万，而
鸟取县人口仅 58万多；北海
道面积超过 8万平方公里，而

香川县面积还不到 2000平方
公里，规模不同的地方公共团

体共有 47个。市町村层级更
是多种多样，有人口约 370万
的横滨市，也有人口约 170人
的东京都青岛村，岐阜县高山

市面积约达 2178平方公里，
而富山县舟桥村仅约 3.47平

方公里，这些都是被称为市町

村的地方公共团体。

现在，日本有 47个都道
府县，这一点自明治时代中期

引入近代自治制度以来一直

没有变化。但是市町村数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减

少。

都道府县政府所在地及各都道府县内的地方公共团体数

北海道地区

1. 北海道 179

东北地区

2. 青森 40
3. 岩手 33
4. 宫城 35
5. 秋田 25
6. 山形 35
7. 福岛 59

关东地区

8. 茨城 44
9. 栃木 26

10. 群马 35
11. 埼玉 63
12. 千叶 54
13. 东京 39
14. 神奈川 33

中部地区

15. 新潟 30
16. 富山 15
17. 石川 19
18. 福井 17
19. 山梨 27
20. 长野 77
21. 岐阜 42
22. 静冈 35
23. 爱知 54

四国地区

36. 德岛 24
37. 香川 17
38. 爱媛 20
39. 高知 34

九州地区

40. 福冈 60
41. 佐贺 20
42. 长崎 21
43. 熊本 45
44. 大分 18
45. 宫崎 26
46. 鹿儿岛 43
47. 冲绳 41

中国地区

31. 鸟取 19
32. 岛根 19
33. 冈山 27
34. 广岛 23
35. 山口 19

近畿地区

24. 三重 29
25. 滋贺 19
26. 京都 26
27. 大阪 43
28. 兵库 41
29. 奈良 39
30. 和歌山 30

除去北海道北方领土 6村和
东京都 23个特别区，日本
现有 1,719个自治体。
（截至 2012年 10月 1日）

（资料来自：《2012年度版全国市町村要览》（总务省自治行政局市町村体制整备课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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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为了建立地方分

权的稳固载体，日本积极推

进市町村合并（称作“平成

大合并”）。日本的市町村数，

在 1999年 4月1日共有 3229
个，到 2012年 10月末则锐减
至 1719个。而明治以后，市
町村合并共经历了两次高峰，

一次是市町村制实施后的“明

治大合并”，将 7万个市町村
减少至 1万 5千个左右；另一
次是战后昭和 30年代的“昭
和大合并”通过这次合井，原

有的 1万个市町村减少了三分
之一。

地方公共团体的人口与面积

人口

人口 都道府县 人口 市 特别区 人口 町、村

1000万 
以上

1 100万 
以上

11 5万以上 6

500万 
以上

8 5000万 
以上

17 7 4万以上 17

300万 
以上

1 3000万 
以上

43 5 3万以上 49

200万 
以上

10 2000万 
以上

39 4 2万以上 105

100万 
以上

19 1000万 
以上

157 6 1万以上 283

100万 
以下

8 5万以上 266 0.5万以上 244

3万以上 178 1 0.1万以上 211

3万以下 75 0.1万以下 26

总计 47 总计 786 23 总计 941

面积

人口 都道府县 人口 市 特别区 人口 町、村

1万km2

以上
7 1000km2

以上
21 1000km2

以上
8

0.5万km2

以上
21 500km2

以上
120 500km2

以上
57

0.3万km2

以上
13 300km2

以上
106 300km2

以上
85

0.2万km2

以上
4 200km2

以上
116 200km2

以上
114

0.1万km2

以上
2 100km2

以上
162 100km2

以上
188

0.1万km2

以下
50km2

以上
119 3 50km2

以上
188

25km2

以上
71 6 25km2

以上
148

25km2

以下
71 14 25km2

以下
153

总计 47 总计 786 23 总计 941

（资料来自：根据 2010年国情调查的人口等基本总计（总务省统计局）编制）

各都道府县的面积及人口

人口
（人）

面积
（km2）

人口密度
（人/km2）

北海道 5,506,419 83,456.87 70.2
青森 1,373,339 9,644.54 142.4
岩手 1,330,147 15,278.89 87.1
宫城 2,348,165 7,285.76 322.3
秋田 1,085,997 11,636.25 93.3
山形 1,168,924 9,323.46 125.4
福岛 2,029,064 13,782.76 147.2
茨城 2,969,770 6,095.72 487.2
栃木 2,007,683 6,408.28 313.3
群马 2,008,068 6,362.33 315.6
埼玉 7,194,556 3,798.13 1,894.2
千叶 6,216,289 5,156.70 1,205.5
东京 13,159,388 2,187.50 6,015.7
神奈川 9,048,331 2,415.86 3,745.4
新潟 2,374,450 12,583.81 188.7
富山 1,093,247 4,247.61 257.4
石川 1,169,788 4,185.66 279.5
福井 806,314 4,189.83 192.4
山梨 863,075 4,465.37 193.3
长野 2,152,449 13,562.23 158.7
岐阜 2,080,773 10,621.17 195.9
静冈 3,765,007 7,780.42 483.9
爱知 7,410,719 5,165.04 1,434.8
三重 1,854,724 5,777.27 321.0
滋贺 1,410,777 4,017.36 351.2
京都 2,636,092 4,613.21 571.4
大阪 8,865,245 1,898.47 4,669.7
兵库 5,588,133 8,396.13 665.6
奈良 1,400,728 3,691.09 379.5
和歌山 1,002,198 4,726.29 212.0
鸟取 588,667 3,507.28 167.8
岛根 717,397 6,707.95 107.0
冈山 1,945,276 7,113.21 273.5
广岛 2,860,750 8,479.58 337.4
山口 1,451,338 6,113.95 237.4
德岛 785,491 4,146.67 189.4
香川 995,842 1,876.53 530.7
爱媛 1,431,493 5,678.18 252.1
高知 764,456 7,105.16 107.6
福冈 5,071,968 4,977.24 1,019.0
佐贺 849,788 2,439.65 348.3
长崎 1,426,779 4,105.33 347.5
熊本 1,817,426 7,404.73 245.4
大分 1,196,529 6,339.71 188.7
宫崎 1,135,233 7,735.99 146.7
鹿儿岛 1,706,242 9,188.78 185.7
冲绳 1,392,818 2,276.15 611.9
总计 128,057,352 377,950.10 343.4

（截至 2010年 10月 1日）

（资料来自：2010年国情调查的人口等基本总计（总务省统计局））



国税
（42.3兆日元）

54.7%

向国民提供的服务
中央和地方岁出总额（净计）=160.1兆日元

地方税
（35.1兆日元）

45.3%
中央 : 地方

55:45

中央 : 地方
41 : 59

国民纳税
（纳税总额 77.4兆日元）

中央的岁出
（净计）

66.2兆日元
41.3%

地方的岁出
（净计）

93.9兆日元
58.7%

国库支出金
地方交付税等

4

地方公共团体的职能范围及财政结构

无论是都道府县，还是

市町村，根据法律原则上一律

被赋予各自职能范围内的全面

权限，以便根据当地实情发挥

应有的职责为地区民众谋福

利。

也就是说，日本地方公共

团体的职能范围非常广，除了

中央政府的外交、安全保障、

审判及检察等之外，囊括了几

乎所有的国内事务。

地方公共团体的财政支

出非常大，地方公共团体的

整体财政规模相当于中央政

府的财政规模。从税收来看，

中央政府与所有地方公共团体

的税源分配比例为三比二，但

是，因为中央政府有大规模

的财政转移到地方公共团体，

即地方交付税※3、地方让与

税※4、国库支出金※5等，所以，

在实际支出上，中央政府与整

个地方公共团体的财政支出比

例约为二比三。

地方自治法对都道府县

与市町村的职权范围作了以下

规定：都道府县作为统管市

町村的广域地方公共团体负责

处理广域（跨地区）事务、与

市町村相关的连络协调事务及

在规模和性质上超出一般市

町村处理范围的事务。市町村

负责都道府县管辖事务以外

的其他事务。

但是，事实上，中央政府、

都道府县及市町村之间的职权

范围并不是按照各自划分领域

由各层级的政府独立完成的，

各个层级的政府对同一领域

的事务行使其相应的职权。

此外，近年为了推动实现

地方自立的结构改革，日本对

国库辅助负担金、包括税源

转让在内的税源分配，以及地

方交付税这三者进行一体性

改革，即推行所谓的“三位一

体改革”。

※3 地方交付税：为了调整地方公

共团体间的财源不均衡，让不

同地区的居民均能享受同一标

准的行政服务，由中央政府提

供的地方固有的财源。地方交

付税的用途可由地方公共团体

决定。
※4 地方让与税：为了方便税收，

先由中央政府统一征收后，再

按一定的标准全部或部分返还

给地方公共团体。
※5 国库支出金：中央政府根据特

定目的拨给地方公共团体的专

项补助金。国库支出金按拨款

性质不同分为国库负担金、国

库委托金、国库补助金三类。

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间的财政结构（2010年度）

（资料来自：总务省主页（http://www.soumu.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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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公共团体的财政结构（2010年度）

地方税收结构（2010年度）

（资料来自：地方财政状况 2012年 3月（总务省））

（资料来自：地方财政状况 2012年 3月（总务省））

地方税
343,163
(35.2%)

地方公债
129,695
(13.3%)

国库支出
143,052
(14.7%) 地方交付税

171,936 
(17.6%)

其他
187,270
(19.2%)

总岁入 总岁出

民生费
213,163
(22.5%)

总务费
99,998
(10.6%)

土木工程建设费
119,592
(12.6%)

公债支付
129,791
(13.7%)

商工费
63,984
(6.8%)

劳动费
8,082
(0.9%)

其他
8,135

(0.7%)

都道府县税 市町村税

教育费
164,467
(17.4%)

警察费
32,164
(3.4%)

农林水产业费 
32,458
(3.4%)

卫生费
58,124
(6.1%)

消防费
17,792
(1.9%)

固定资产税
89,613

(44.2%)

市町村居民税
87,485
(43.1%)

市町村烟税
7,876

(3.9%)

城市规划税
12,555
(6.2%)

其他税
5,372
(2.6%)

都道府县居民税
54,767
(39.%)

汽车税
16,155
(11.5%)

地方消费税
26,419
(18.8%) 企业税

24,371
(17.4%)

轻油交易税
9,175

(6.5%)

房地产取得税
3,789
(2.7%)

都道府县烟税
2,561
(1.8%)

汽车购买税
1,916
(1.4%)

其他税
1,109

(0.9%)

单位：10亿日元

单位：10亿日元

合计
975,115

(100.0%)

合计
947,750

(100.0%)

合计
140,262
(100.0%)

合计
202,90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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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都道府县的岁入及岁出

各都道府县 岁入 岁出

北海道 2,570,659 2,564,328
青森 743,010 727,316
岩手 731,181 688,285
宫城 856,381 817,486
秋田 659,031 648,925
山形 591,484 580,464
福岛 858,468 826,406
茨城 1,067,310 1,057,229
栃木 797,408 774,338
群马 814,043 800,398
埼玉 1,659,517 1,647,799
千叶 1,611,004 1,590,676
东京 6,170,701 6,012,273
神奈川 1,879,312 1,863,346
新潟 1,103,793 1,076,338
富山 575,387 552,819
石川 543,309 532,413
福井 504,267 495,635
山梨 499,459 472,744
长野 883,612 866,315
岐阜 768,838 749,962
静冈 1,141,769 1,123,935
爱知 2,166,393 2,149,964
三重 698,747 674,922
滋贺 519,174 512,253
京都 893,582 886,713
大阪 3,681,931 3,641,845
兵库 2,235,045 2,221,660
奈良 480,976 469,086
和歌山 550,916 539,469
鸟取 371,512 355,848
岛根 566,854 547,088
冈山 728,511 716,989
广岛 961,534 945,113
山口 707,878 693,920
德岛 494,704 465,808
香川 440,456 426,767
爱媛 630,190 618,357
高知 451,258 431,835
福冈 1,610,614 1,584,229
佐贺 470,394 451,023
长崎 717,187 693,582
熊本 835,842 808,369
大分 592,458 578,032
宫崎 762,288 748,330
鹿儿岛 820,406 796,744
冲绳 647,317 632,157
总计 50,066,112 49,059,536

（单位：百万日元）

（资料来自：2010年度地方财政统计年报（总务省））

地方公共团体的机构

地方公共团体的机构大致

可分为两种。

一是“立法机构”，制定

地方公共团体的预算条例，决

定该地方公共团体的行政意

志。都道府县或市町村的议会

即属此类机构。

另一是“行政机构”，实

际执行立法机构所决定的政

策。都道府县知事及市长、町

长、村长，还有其他各种行政

委员会即属此类机构。

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采用

“首长制（总统制）”。地方公

共团体的首长和议会议员由居

民直接选举产生，两者既相互

独立又相互制约，通过行使各

自的职权来实行民主的地方行

政。

另外，为了防止地方行政

首长权力过于集中，作为地方

公共团体的行政机构，还设置

了合议制行政委员会，具有独

立于行政首长的地位和权限。

例如教育委员会、公安委员会、

选举管理委员会都属于行政委

员会，这些行政委员会在各自

领域中行使行政职权。

地方公共团体的组织

副知事
副市长、副町长、副村长

会计总管

•行政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 公安委员会
•人事委员会

• 选举管理委员会

居      民

议      会知事
市长、町长、村长

• 选举
• 要求制定、 
修订及废除
条例

• 要求辞退干部

• 选举

•不信任表决

•请求复议
•解散议会

•要求解散议会
•要求辞退议员、首长

• 选举

• 特别审计请求

• 任命

• 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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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公共团体的首长

地方公共团体的行政机

构代表是地方公共团体的首长

（都道府县知事及市长、町长、

村长）。

地方公共团体的首长，

作为该地方公共团体的代表，

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

4年。地方公共团体的首长不
能兼任国会议员、地方公共

团体的议会议员及正式职员，

此外，还禁止兼任与该地方公

共团体有业务承包关系的有

关工作。

地方公共团体的首长综

合统一管理地方公共团体的全

盘事务，对外全权代表该地方

公共团体。因此，地方公共团

体的首长总括各种行政委员会

及其他行政机构。

首长拥有的重要权限包

括制定规则权、编制预算权、

提出议案权、教育委员会等行

政委员会委员、副知事、副市

长、副町长、副村长及其他地

方公共团体职员的任命权。除

了这些权限外，首长还执行

除地方公共团体议会及行政委

员会工作之外的其他所有地方

事务。但是，这些涉及范围广

大的事务并非完全由首长自己

来执行。在首长下面还设有副

知事（在市町村为副市长、副

町长、副村长）、会计总管，

及若干个部、课、系等辅助

机构来负责实际事务，各部门

按照规定履行职责。

代表性的都道府县组织机构 代表性的市町村组织机构

总务部

企划部

生活环境部

健康福利部

商工劳动部

农林水产部

土木部

会计局

企业局

教育委员会

人事委员会

选举管理委员会

公安委员会

警视总监
道府县警察本部长

地方劳动委员会

监查委员

知事 副知事

会计总管

公营企业总管

教育长

总务课

税务课

市民课

商业观光课

农政课

建设课

消防本部

会计课

企业局

人事委员会
（公平委员会）

选举管理委员会

农业委员会

固定资产评估审查
委员会

监查委员

市长 副市长

会计总管

公营企业总监

保健福利课

地方公共团体的议会

地方公共团体的议会是居

民普选产生的议员组成的合

议制机构，是决定地方公共团

体意志的机构。

参选议员的必备条件：

（a）日本国民（b）年龄在 25岁
以上（c）具有参加该地方公共
团体议会议员选举的权力等。

议员的任期为 4年。
关于地方公共团体议会

的议员定额，在不超出相应

上限的范围内由地方公共团体

通过各自的条例作出相关规

定。

教育委员会

教育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