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化情谊纽带计划” 

2012 年度第一批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代表团抵日 

以“社会制度设计”为题，在东京、福岛、宫城、大阪、京都进行考察活动 
 

  2012 年度第一批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代表团(团长：黄晓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共 50名

学者于 7月 22 日- 29日抵日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学府，本团由该院的优秀

青年学者团队组成。该院青年学者的访日考察活动始于 2010年，现已先后六次约计 300 名学者赴日进行了

访问。而今年作为外务省实施的“与亚洲大洋洲地区及北美地区的青少年交流（强化情谊纽带计划）”的一环

实施进行。 

代表团以“社会制度设计”为大主题，分为两分团，分别围绕“中央与地方关系”、“社会与法律”，在

各地听取报告、与相关人士进行了深入交流。 

 

访问福岛县喜多方市，宫城县仙台市、松岛町、东松岛市、名取市 

代表团一行，遵循强化情谊纽带计划的宗旨，专程到访了东日本大地震的灾区。“中央与地方关系”分团访

问了福岛县喜多方市，拜访了山口信也市长，并听取了有关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负面传闻对当地观光旅

游产业及农业的影响、以及灾后重建工作进展的报告，也与市政府官员进行了座谈。之后，走访了芦笋筛

选中心、自家蔬菜的核辐射检查所、栽培芦笋的农户，针对农业的各方各面进行了实地考察。另外，拜访

了大熊町的避难居民，了解了灾民的受灾经历后进行了晚餐交流。在交流会上几位团员讲述了各自的访问

灾区的感想，表达了对灾区早日复兴的期盼。 

“社会与法律”分团，访问了东北大学，与该校学者及研究生进行了座谈，同时走访了东松岛市的日

本司法支援中心东松岛，听取了该中心向灾区居民提供法律援助情况的介绍，参观了咨询室等相关设施及

以该中心命名的咨询车。在名取市，视察了海啸危害严重的名取市閖上地区，在到访的临时店铺“閖上 SAIKAI

市场”，亲眼目睹了灾区一步一步走向复兴的气象。 

 

多角度认识日本 

除了访问灾区的活动以外，代表团在东京、大阪、京都围绕考察主题，也进行了丰富多彩的参观交流

活动，加深了对日本的全面认识。 

按照“中央与地方关系”分团主题，分别访问了总务省、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大阪大学大学院、株

式会社大阪工作所，从不同角度对日本社会进行了探讨，加深了认识。另外，在到访单位的法务省、日本

辩护士（律师）联合会、京都地方裁判所（法院）、同志社大学，从“社会与法律”的视点出发，通过与专

家学者的交流讨论、听取报告、参观等形式，对日本的司法界进行了深入详细的考察。 

除此以外，在东京都政府听取了有关震灾对策及支援灾区的报告，参观了国会议事堂、松下中心大阪、

京都市内等。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团员们表示在今后的研究和生活中将会更加关注日本。 

最后，在此向给与本代表团的访日活动大力支持和合作的各相关单位、人士表示深深的谢意。    

 
 

 

 

 

 

 

 

 

 

 

 

 

 

 

 

 

欢迎会（从左起）黄晓勇团长、江田五月日中友好会馆 

会长、柳华文副团长、武田胜年日中友好会馆理事长 

 

在东京都政府听取有关震灾对策及支援灾区的报告

（于都政府内的东京都防灾中心） 



 

 

 

 

 

 

 

 

 

 

 

 

 

 

 

 

 

 

 

 

 

 

 

 

 

 

 

 

 

 

 

 

 

 

 

 

 

 

 

 

 

 

 

 

 

 

 

 

 

 

 

 

 

 

听取“地方自治的概况与国家与地方关系”的 

报告（总务省） 

“从财政方面看中央地方关系”的讲座 

（畑山荣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副教授） 

在法务省听取 

“有关日本的司法制度、民事刑事诉讼”的报告 

访问日本律师联合会， 

柳华文副团长致感谢词 

向灾区居民提供法律援助， 

访问日本司法支援中心东松岛 

山口信也喜多方市长（右）向黄晓勇团长赠送 

“小法师”不倒翁 



 

 

 

 

 

 

 

 

 

 

 

 

 

 

 

 

 

 

 

 

 

 

 

 

 

 

 

 

 

 

 

 

 

 

（公益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 

与同志社大学木下麻奈子教授等座谈 视察制造工厂（株式会社大阪工作所） 

代表团团员介绍中国的 NPO 现状 

（于大阪大学） 

参观东北大学的鲁迅资料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