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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学学学学””””国国国国际际际际影影影影响响响响力亟待提高 力亟待提高 力亟待提高 力亟待提高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加强对日研究是我国国际问题研究中的重要部分。5月18—19日，中华日本学会2011年年会暨30年日本

研究学科综述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的10名专家学者分别就承担的学科综述议题作了专题报告。 

  总总总总体情体情体情体情况况况况：：：：发发发发展迅速 成果展迅速 成果展迅速 成果展迅速 成果丰丰丰丰硕硕硕硕    

  从与会专家的发言可以看出，30年来学界对日本的整体性研究取得很大进展，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等专门

领域，出现了一批有深度、有特色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上也有很大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室副主任吴怀中指出，整体上看，日本外交安全研究的基础条件日臻完善。第一，基本形成

了老中青三代结合的学术队伍、高端化和多元化的知识结构，有了更广阔的研究平台；第二，研究成果内容宽泛，质量较高，涉

及日本外交安全的所有方面，具有一定深度；第三，研究连贯、立场鲜明。 

  谈到日本经济研究的总体情况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室主任张季风在大会发言中指出，每个阶段的研究都与我

国经济发展紧密相连。30年来的日本经济学研究基本遵循三个原则：根据日本经济自身发展规律进行研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需

要进行研究；站在全球高度进行研究。 

  日本社会研究在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目前科研队伍已初具规模，产生了一大批科研成果，成为日本研究学科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室主任王伟指出，与其他学科相比，日本社会研究还比较缓慢，研究力量也比较薄

弱。 

  阶阶阶阶段特征：三段特征：三段特征：三段特征：三个个个个阶阶阶阶段 各有特色段 各有特色段 各有特色段 各有特色    

  梳理近30年我国日本研究的基本状况，与会专家不约而同地将其划分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前10年三个阶段，

各学科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各有特色。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教研室主任徐万胜介绍了1981—2010年日本政治研究的发展轨迹。他指出，30年来日本的政治研

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学科初创阶段大体构建了研究框架，偏重对日本政治的介绍和借鉴，有关日本行政改革的

研究是其亮点；20世纪90年代的学科完善阶段，学术论著数量略有增多，领域有所拓展，研究开始注重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运

用；21世纪初期阶段，论著数量显著增多，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得到进一步运用，中国学者在部分领域开始构筑自己的学术

体系。 



  有关日本文学的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常务副校长谭晶华认为，第一阶段为开拓阶段，此时研究者的视野和方法还有一定局

限性；第二阶段扩展了研究领域，相继推出了一批有重要铺垫意义的成果；第三阶段由于不同岗位的学者开始成为研究骨干，许

多人在国外完成博士深造后回国工作，使这个阶段的日本文学研究不断深化、全面发展。 

  日本经济研究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有很大关系，张季风分析指出，最早的研究主要包括日本经济发展过程、经济高速增长

原因、垄断资本主义和宏观经济管理；之后则转向日本市场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理论的研究；21世纪初开始关注日本泡沫经

济、经济长期萧条、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并取得丰硕成果。 

  面向未面向未面向未面向未来来来来：：：：与与与与时时时时俱俱俱俱进进进进 拓 拓 拓 拓宽视宽视宽视宽视角角角角    

  在取得成就的同时，未来的日本研究仍面临很多问题，对此相关专家给出了各自建议，以促进日本研究向更高水平发展。 

  对于未来的工作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中华日本学会秘书长高洪认为，要加强跨领域、多学科的宏观研

究；要做好时政性的微观研究，力争拿出高质量、高价值的成果；要积极关注国际学界动态，把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推向世界。 

  “从日本政治研究角度看，未来要继续扩充研究队伍规模，积极培育新生代研究力量；要规范研究方法，加强政治学理论和

方法的应用；要深化选题范畴，求新、求宽、求异”，徐万胜具体分析了如何促进未来日本研究的发展。 

  吴怀中对于日本未来外交安全研究提出了几点建议：基础理论和应用对策两方面研究要和谐共进；研究方法、手段、路径要

改进、创造和提升；研究选题需要学者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学科发展趋势的把握要与时俱进，拓宽视角。（出处：中国社会科学

报 本报记者：张凤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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