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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青年学者访日代表团（访问日程） 

（对象国：中国，主题：绿色经济） 

  

 

１．日程概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代表团一行 24人，于 10月 15 日至 10月 22日对日本进行

了为期 8天的访问，参加了以绿色经济为主题的交流活动。代表团听取了环境省有关绿色

经济政策的讲座，在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和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地球环境学堂进行了

日中双方的学术发表，参观考察了芝浦污水处理中心、品川 Season Terrace、京瓷株式

会社及公益财团法人地球环境产业技术研究机构。在与各地相关人员交流的同时，广泛学

习了日本关于绿色经济的行政政策、研究活动及企业举措等。回国前的报告会上团员代表

汇报了回国后应用访日经验的活动计划。 

 

【到访地】 东京都、京都府、大阪府 

 

２．日程  

10 月 15日（周日） 抵达羽田机场，考察 Panasonic Center Tokyo，举办访日说明会 

10 月 16日（周一） 听取环境省讲座，考察国会议事堂，参观东京都厅展望室， 

出席欢迎会 

10 月 17日（周二） 访问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访问芝浦污水处理中心、 

品川 Season Terrace 并进行考察 

10 月 18日（周三） 前往京都府，参观东寺，访问京瓷株式会社总公司， 

入住日式温泉旅馆 

10 月 19日（周四） 访问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地球环境学堂，访问公益财团法人地球环境

产业技术研究机构 

10 月 20日（周五）  参观大阪城、清水寺、三十三间堂，体验友禅印染技艺 

10 月 21日（周六）  前往东京都，参观皇居二重桥，考察商业设施，举办报告会（汇报

访日成果及回国后的活动计划） 

10 月 22日（周日）  由羽田机场启程回国 

 

  



 

2 

３.照片 

  

10 月 16日 听取环境省讲座（东京都） 
10 月 17日 访问东京大学公共政策 

研究生院（东京都） 

  

10 月 17日 考察芝浦污水处理中心 

（东京都） 

10 月 18日 访问京瓷株式会社总公司 

（京都府） 

  

10 月 19日 访问京都大学研究生院 

地球环境学堂（京都府） 

10 月 19日 访问公益财团法人地球环境 

产业技术研究机构（京都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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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团员感想（摘选） 

◆ 能在中日邦交正常化 45周年的 2017 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访日团（第二

阵）对我来说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之前有过到日本旅游的计划，也听周围到过日本的

朋友讲过日本，但一直没有太好的机会来，适逢此次访问活动，在 8天的时间里，通过对

东京､京都､大阪三个城市的考察，以及围绕着绿色经济主题在高校､研究所､代表型企业的

访问，我收获颇多。 

记录在手机上很多在日本生活的细节，日本的国民素质以及文明礼仪确是值得我们学

习的地方。举例来说，公共场合无人喧哗､没有随手扔垃圾､吐痰等不良习惯，便利店或是

商场结帐､地铁排队，都有相对私人的距离，秩序良好。道路上车辆行驶文明，没有听到

一声喇叭，也没有看到一辆夹塞的车辆，这着实让我很惊讶。 

在绿色经济发展方面，企业来讲，京瓷集团的高标准企业污水排放让我印象深刻。芝

浦污水处理及资源再利用，对周边环境的改善，节能减排的办公大楼，都是值得学习的。

而代表性的科研机构，一直致力于 CO2 控制封存以及生物工程的 RITE，大规模的经济投

入代表了政府对绿色经济技术发展的决心和信心。而作为普通民众接触到的日常生活方面，

如可溶性厕纸､低排放汽车､酒店门口的雨伞套袋机等等。可以说，日本在技术开发，在环

保意识方面都有很多先进的地方。 

中日乃友邻，应当求同存异，互相学习，共同发展，这将是我们今后共同的愿景。 

有机会我会再来日本。感谢日中友好会馆的全程接待。 

 

◆ 在中日两国友好 45周年，我有幸参加此次访问团，对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以及环

境省和东京下水道局进行了友好的学术及经验上的交流。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有很

多方面需要向日本学习，如对城市下水道系统的规划和建设，城市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和相

关严格而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法规制定。上述这些方面都与我本人工程建设与城市规划的

专业工作领域相关，为我在今后的工作中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但同时，中国的发展国情

与日本已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的国情存在着些许不同，如在中国对老旧建筑一般采取装修改

造，使建筑物焕然一新。但日本由于地震的多发原因，老旧建筑物通常采取拆除重建的方

式。两国的处理方式各有优缺点，但都是在自身国情下的决策。希望中日两国在建筑领域

多进行交流，互通有无。此次访问对日本建筑物的抗震措施印象深刻，值得中国在建筑设

计方面进行学习。 

 

◆ 为期一周的日本访问即将结束，通过这一周参加日方所安排的学术交流与考察活动，

对日本在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绿色经济与能源战略）等方面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日本

在推动能源结构调整､环境治理､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先进理念和良好经验值得我

们学习和借鉴。 

结合我本人自身的研究领域，随着当前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绿色经济的概念范畴也

随之扩大，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对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影响，促进经

济结构转型。从交流的过程来看，目前日本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应用已经相对比较成熟，特

别是地球环境产业结构（RITE）系统都应用信息技术开展碳排放模拟的相关研究让我印象

深刻。 

总之，此次日本访问让我印象十分深刻，感觉受益良多，回国后会继续开展与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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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工作，同时也希望与日方相关方面的专家学者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交流，希望能有机

会开展合作研究。 

 

◆ 学校的研究深入。参观访问了日本的东京和京都两所著名大学，切身感受到日本最高

学府的研究领域，得知最新的研究领域，在学术研究方面有了很多收获。 

在绿色经济方面，日本具有众多的领先技术领域。本次参观了日本的下水道处理设施

以及日本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专门研究机构。日本在绿色经济方面，具有许多先进技术，并

且起步时间较早，较好地解决了日本自高速增长时期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有许多地方可

以学习日本。 

最后，在文化传统保护方面，日本积极保护固有文化，并且积极开发､促进文化传统

的有效传承。值得学习和参考。 

 

◆ 日本的绿色经济在企业层面推进地较为成功，许多大企业都积极实施高于法律法规标

准的绿色技术举措，确保企业的生产不以环境破坏为代价，彰显了日本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为整个社会的绿色经济发展作了较好的表率。日本政府的环保政策和法律在一些具体的环

境保护领域甚至是落后于实践中企业的绿色化举措，日本社会民企的环保意识也很强，在

垃圾的分类管理方面就可以体现出全民环保的理念。日本社会的绿色经济和环保努力体现

出一种自下而上的模式，不少举措值得中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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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接待方感想 

 大学相关人员 

非常荣幸中国社会科学院愿与我校进行交流。教授发表时大家积极发言提问，令人感

受到团员们对话题的高度关心。很高兴双方进行了充分的意见交换。活动结束后还和老师

热情交谈的团员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自治体相关人员 

从讲座和现场考察时团员们的发言和提问感受到大家热情的学习姿态，进行了很好的

交流。日本也有某些值得国外学习的措施标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发现。 

 

 企业相关人员 

团员们非常认真、热情地听取讲解和展示说明，接待方职员深感喜悦觉得所做工作有

意义。提问非常踊跃，可以感到大家的真挚态度。 

 

 研究机关相关人员 

通过接待此次来访，能向中国年轻有为的学者介绍本机构的研究内容，为促进日中友

好尽微薄之力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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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代表团成员发布的信息 

10月 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网站 

12月 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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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在报告会上汇报回国后的活动计划 

   

・将此次同日本环境省和东京大学､京都大

学､以及京瓷株式会社等的交流访问收获进

行汇总整理，以经验借鉴的方式深化自身关

于绿色创新､环境经济等方面的研究。 

・持续关注相关机构的前沿动态。 

・积极撰写访日心得，向身边朋友及同事介

绍访问经历､自身体会及感悟。 

・积极学习践行日本国民在垃圾分类､环境保

护以及防灾应急等方面的意识和具体措施。 

・与家人､朋友分享在日见闻，特别是日本的

自然风光､风俗民情､政治文化､城市建设等。 

・进一步加强对日本历史文化的学习，努力

做一名推动中日友好交流的务实行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