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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ESYS2.0」 

2016年第一批中国社会科学青年学者访日代表团 

访问日程 2016年 10月 16日（周日）～10月 23日（周日） 

 

1 概要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派遣的 2016年第一批中国社会科学青年学者访日代表团一行 25名

成员，于 10月 16日至 10月 23日对日本进行了为期 8天的访问活动。（团长：高洪  中

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代所长） 

  本次访问活动作为「JENESYS2.0」计划的一环，代表团围绕“文化产业的创新与发展”

这一访日主题走访了东京、神奈川、福冈等地，拜访了经济产业省、庆应义塾大学大学院

传媒设计研究科、株式会社 KADOKAWA、公益财团法人福冈亚洲都市研究所、福冈市经济

观光文化局国际经济与内容部内容振兴课，与日本学者、专家进行了广泛交流并交换了意

见。此外还对日本的数字技术进行了相关考察与体验，加深了对日本内容产业的发展现状

的了解。同时代表团还参观考察了日本的政治、经济、科技、历史、文化等各领域设施，

加深了对日本的全方位了解。  

 

2 日程  

10月 16日（周日） 

抵达成田国际机场，说明会 

10月 17日（周一） 

访问经济产业省听取讲座，考察国会议事堂，参观皇居二重桥、东京塔，欢迎会 

10月 18日（周二） 

参观印刷博物馆、浅草，访问庆应义塾大学大学院传媒设计研究科并进行交流 

10月 19日（周三） 

访问株式会社 KADOKAWA，前往福冈县，入住日式温泉旅馆体验日本文化 

10月 20日（周四） 

听取公益财团法人福冈亚洲都市研究所讲座并进行交流，听取福冈市经济观光文化局国际

经济与内容部内容振兴课讲座并进行交流，参观福冈亚洲美术馆 

10月 21日（周五） 

参观福冈城历史探访馆、拉面主题公园“一蘭森林”，考察商业设施 

10月 22日（周六） 

考察 CEDEC+KYUSHU2016，参观太宰府天满宫、九州国立博物馆、福冈塔、海边百道海滨

公园，欢送报告会 

10月 23日（周日） 

参观博多町家故乡馆，从福冈机场启程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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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照片 

  

10月 17日 访问经济产业省听取讲座（东京都） 10月 17日 考察国会议事堂（东京都） 

  

10月 17日 高洪团长（左）向江田五月日中友

好会馆会长（右）赠送纪念品（东京都） 
10月 18日 参观印刷博物馆（东京都） 

  

10月 18日 访问庆应义塾大学大学院传媒设计

研究科并进行交流（神奈川县） 
10月 19日 访问株式会社 KADOKAWA（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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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0日 听取公益财团法人福冈亚洲都市研

究所讲座并进行交流（福冈县） 

10月 20日 听取福冈市经济观光文化局国际经

济与内容部内容振兴课讲座并进行交流（福冈

县） 

  

10月 20日 参观福冈亚洲美术馆（福冈县） 10月 21日 参观福冈城历史探访馆（福冈县） 

  

10月 22日 考察 CEDEC+KYUSHU2016（福冈县） 10月 22日 参观九州国立博物馆（福冈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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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2日 在欢送报告会上，团员汇报访日成

果（福冈县） 
10月 23日 参观博多町家故乡馆（福冈县） 

 

4 团员感想（摘抄） 

 

○ 中日两国是无法搬迁的“邻居”，无论喜欢还是讨厌，中日两大民族都必须相互面对。

就此而言，努力准确认识对方，正确客观地认识对方国家的方方面面是十分重要的，为此

应当加大力度，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由此扩大改善两国关系的积极面，克服和消

除消极因素。 

    上述认识，我会通过交谈、介绍甚至教学等方式告诉周围的人，中日要和平相处，要

做好邻居、好朋友，要努力形成对历史长河的完整、准确的认识，要共同创造明天。 

    在与前政治家出身的日中友好会馆负责人交流以及再次参观国会等活动中，加深了对

今天日本政治的理解和认识。当然，福冈都市研究所和市役所的交流也有助本人对地方政

治的理解。 

 

○ 一、印象最深的事情 

    日本尖端科技令我震惊，参观了九州大学“CEDEC+KYUSHU2016”科技展，并亲身体验

了 VR 技术带来的视觉和直觉的双重冲击，让我越发认识到日本在科技创新和研发方面世

界领先的地位。只有抓住未来发展的方向，引领时代发展的潮流，才能永远站在胜利的彼

岸。 

    二、传达的信息 

    将日本在环境保护方面做的成功的地方告诉国内的朋友，学习日本不仅有处理环境污

染的设备、技术，更要有尊敬自然热爱环境，保护和珍惜生存家园的意识。将日本人的敬

业精神、勤勉精神、遵纪守法和热心公益的精神传递给国人。 

   访问角川公司了解到以角川为代表的动漫出版社正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尤其中国市

场，将日本技术经验、经营理念与对象国、本地人才的培养相结合，完成前期市场培育和

解决文化差异问题。 



5 

   地方城市福冈利用区位优势，发挥产学研作用提升城市魅力和发展潜力令人印象深刻。 

 

○ 印象最深的事当之无愧为 2016年 10月 18日参观访问庆应义塾大学传媒设计研究科。

在那里，我看到了零乱却满富生气的实验室，看到了在庆应义塾大学热情洋溢的留学生，

聆听了信息丰富，精彩纷呈的传媒设计研究科讲座。庆应义塾大学之所以能成为文化创意

产业的重要研发和输出之所，与其便利的地利位置，人性化的管理，充满人性关怀的氛围

密不可分。这里的教室 24 小时对外开放，研究楼与地铁相连，并且分布着便利店、酒吧

等休闲娱乐设施，这在中国都是未曾规划过的。另外，一个地区的生活成本和对年轻人的

压力是抑制创新创造的因素之一，这一点也需要中国借签和学习。 

    回国后向周围传达的信息主要包括：1.城市规划错落有致，环境整洁，基础设施非常

完善，大到盲道、人行灯的设计，小到宾馆酒店晾衣绳的设计，都充满了对人的关爱。2.

创新动力强，创新环境制度完善，拥有健全的文化创意产业激励机制。日方通过举办创意

设计大赛选拔国内优秀人才，并安排优先在企业实习，促进了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化和实施。

3.日本的饮食文化值得中国借签，饮食文化传播方式值得中国学习。中国有“舌尖上的中

国”推荐中国饮食，但却没有饮食文化，这需要国人借签和学习。 

    之前一直很好奇日本为何在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得如此出色，通过游戏产业讲

座，我了解到日本对创意者给予极宽松的创造环境，在知识产业发展方面有极其详尽的流

程制度，这些都是创新的保障，值得我们学习。 

 

○ 来访前，只是从媒体上了解，日本制造业和科技领域领先全球，以动漫为载体的文化

影响力大，国民综合素质高。来访后，发现不仅科技和制造领域，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有深

厚的工匠精神，日本百姓很礼貌，服务业从业人员职业素养高，客气周到，印象深刻。 

    了解了日本文化产业的相关产业政策，通过与中国产业政策的比较发现，日本更注重

培育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市场环境，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等，以及保障创新的共性技术人才培

养和市场开拓，而非采取强市场干预的产业政策，即日本更偏重结构型产业政策，这是中

国未来产业政策制定需要学习的方面。 

 

○ 此次访问，对我印象最深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环保事业发展；二是国民素质；三是

整体发展思路。 

    一、环境清爽怡人。在日本，本次访问所到之处，大到整个城市，小到一家面馆，卫

生条件都较好，几乎看不到垃圾。自然环境较好，空气质量较好，气候怡人，整体感觉很

舒适。 

    二、国民素质较高。在此次访问中所到之处，所见之人，均未发现任何不友好、不和

谐之现象，反而是日本人的谦虚、彬彬有礼和极其细心、周到的服务，令人印象深刻。无

论在街上、商场里，还是在景点甚至饭店中，日本人均表现较为得体，文明礼貌。日本街

头垃圾极少，几乎见不到任何垃圾，也见不到垃圾筒，侧面反映出日本国民的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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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整体发展集约化。日本国土面积小、人口多，但在城市、乡村规划上，在资源节

约、利用上，都堪称做到极致。城市中充分利用每一分土地，整体规划有序。日本的建筑、

设备等均体现着朴素、实用的特质，虽不及华美，但却含素雅，且实用、耐用，也证明日

本在有限资源条件下的集约化发展思路。 

    回国后，将重点传达日本的国民素质方面，向日本人学习礼貌待人，学习细致做事，

学习严谨勤奋。 

 

○ 此次访问除了在本次活动主题方面的收获之外，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对日本国民，尤其

是随行服务人员整体周到，热情的服务非常满意及感动。8天的时间很短暂，但通过与日

方随行人员的交流，还是对日本有了新的认识。日本社会整体的国民素质较高，交通规则

的遵守、办事效率、守时性、礼貌友善等方面，都非常值得肯定和学习。 

    另一方面就是感觉日本很重视文化的发展以及历史、传统文化等的保护和在当代的发

扬，日本的动漫已成为集书籍、杂志、游戏、影视、音乐等各类文化传播形式于一体的综

合、全面的文化产业，并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相关产业的发展水平，对世界各国，尤其是

亚洲各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在这方面，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借签的东西，也期待日中

两国能够在文化产业领域开展更多的合作。 

    回国后，我想向周围的人介绍此次访问中的见闻及感受，将日本国内的社会有序性，

民众友善的态度，以及日本文化产业发展等情况介绍给身边的人，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日

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