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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27日，为对当前日本研究的焦点、热点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跟踪、梳理和研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召开“热点焦点

问题季度会议”。所长李薇、书纪高洪及全所科研人员出席，副所长杨伯江主持。会议主要围绕当前日本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化领

域的热点、焦点问题展开讨论，现将主要内容及观点整理如下。 

关于当前日本政治领域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安倍路线的国内国际限制性因素、今明两年安倍政权所

面临的问题及发展态势展望、安倍政权修宪进程中的制约因素及其基本路径选择等。其中关于安倍政权在未来两年的发展走势问题，政治研究

室主任吴怀中认为2015年4月的日本地方选举及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安倍政权将面临“最大考验”，从总体上看其应该能够坚持过这些关

口，但对其政权走向进行判断时时也应考虑到自民党内外对其的牵制作用。 

对于当前日本经济领域的热点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于对于安倍经济学的效果评价及展望、2014年日本财政预算情况、中日经贸关

系、日本核电站目前运营情况及其在经济领域的影响、日本材料零部件产业的发展现状问题等。其中所长助理张季风认为安倍经济学可以说已

基本走到了尽头，日本宏观经济增长在2013年呈季度性递减业已证明了这一点，而未来10年其所设定的经济指标可以说将基本无法实现。所

谓的安倍经济政策三支箭失灵的原因在于其存在着理论上的缺陷以及安倍本人的倒行逆施，总体来看安倍经济学前景黯淡。 

关于当前日本外交领域热点问题，主要讨论了日本新民族主义表现及对日本内外政策的影响、日本与周边领土海洋能源争端、美国智库对

当前日本的基本判断，日美韩首脑会谈后日韩关系走向、马航客机事件中日本的反应、日本的对越南缅甸外交、日台关系新动向、日俄关系中

的国际因素等。其中，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指出当前日本政治外交活动中的一系列现象反映了新民族主义在当前日本的抬头，应对考虑到其

对于日本内外政策的影响；外交研究室博士后卢昊对于当前美国智库对日本的基本判断问题进行了概要性质的介绍及总结，认为目前美国对日

的基本判断存在着保守派、温和保守派及中间派等不同派别的意见，而其基本观点可概括为聪明调整、信心、网络、误判及底线等几个关键

词。 

对于当前日本社会的热点问题，主要讨论了于日本推迟退休年龄的背景及对策，日本社会的孤独死现象与当前日本“无缘社会”的问题，

日本社会政策动向及公共政策调整变化问题以及日本的核问题及其对我国对日外交中的影响等。 

关于当前日本文化领域的热点问题的讨论，主要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当代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及其表现、冷战后日本的国家荣誉诉

求、酷日本文化战略、日本“贝多芬”欺诈丑闻和“STAP细胞”论文造假丑闻与日本国民性关系问题等展开。其中，崔世广研究员在发言中

指出，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在战后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变化，目前正处于一个反攻倒算、立场倒退的时期，日本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及其自身

立场的整合已使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文化研究室主任张建立则通过对近期日本社会文化领域热炒的“贝多芬”欺诈丑闻和

“STAP细胞”论文造假丑闻的介绍，分析并揭示出日本国民性中对于事件化、故事化的事件的关注和热衷的倾向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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