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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舆情变动的深层分析 

林晓光 

【内容提要】 近十余年来，日本民众对华感情日趋恶化。这种状况的出现固然是多重复合因素使然，而其中重要的一个

因素无疑是受到日本对华舆情变动的深刻影响。若将分析的触角深入到日本的社会传播领域，并以受众的社会心理、媒体

造势和“意见领袖”的议题导向三大基本要素作为建立舆情分析的逻辑框架，通过对相关变量的深入分析后不难发现：导

致上述状况的深层原因是由于中日实力对比的长消造成了两国国家行为体互动模式的变化。日本对华舆情的变动，其实质

乃是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动在日本国内社会传播领域的一种折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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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1 世纪后，中日政治关系愈趋紧张，特别是近二三年来，两国进入了令人扼腕唏嘘的“多事之秋”：以往两国

的间歇性摩擦和矛盾愈来愈走向结构性的冲撞和对抗，中日民众间的对立情绪也在不断升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日方高

层领导人挟持所谓“坚固的舆论基础”和“强大的民意支持”，以“战后日中政治关系一揽子总清算”的姿态，近乎全方

位、不设底线地向中日关系发起了正面冲撞。这是中日恢复邦交以来所罕见的，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异常现象。 

    测定“民意”走向的有效方式是舆情动态分析。在中日关系上，日本一些政治家所倚重的“民意”，其本质特征和社

会基础究竟是什么？日本对华主流社会“舆论”又是在怎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下形成的？要厘清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

将分析的触角深入到日本的社会传播领域，通过对社会传播过程中的相关变量进行交互分析，以期找到问题的核心所在。 

    一  日本民众对华感情认知的变动轨迹 

    ......

    二  影响对华舆情形成的四种社会意识 

    ......

    三  媒体通过舆论“造势”强化民众的“厌中情绪” 

    ......

    四  “意见领袖”在舆情走向上的导航作用 

    ......

    五  结 语 



    在日本的社会传播领域，民众的社会心理、大众媒介及“意见领袖”在舆情发育形成的过程中，实质上构成了一个互

为因果关系的共生构造：就其功能而言，大众媒介不仅是信息流通的载体，同时作为“民意”的载体，它又是社会心理和

社会舆论相互转化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物质媒介”。舆情的变化反映了民众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变化，而变化了的社

会舆论又会更进一步强化那种业已成形的社会心理或社会意识。同时，在整个社会传播过程中，公众、“意见领袖”的议

题导航亦可在短时间内急速凝聚全民的高度共识，并在更大范围内促成具有主流价值的社会舆论。 

    在此，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日本思想舆论界在过去十多年中，已极富成效地借助“中国因素”完成了对全社会的“共

识动员”。因此，小泉纯一郎主政的五年来才得以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毫不妥协、全面对决的姿态。对华舆论的所谓“右倾

化”，其实正是日本社会业已转型的一种如实反映。今日，我们看到日本大众传媒，其传统的政治定位正在进入重组阶

段，今后，日本大众媒体对华的舆论“围剿”和批判将出现常态化，这是一个亟待我们认识和研究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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