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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公务员访日研修团 团员感想（拔萃）

１.访日活动整体感想

○对日本的传统与现实有了真切把握，这次走的三个类型地区；东京的现代化大都市，宫城

的东北地区自然生态与地域性文化，京都的古都风貌，皆有了直接观感。特别是对日本的居

民自治，通过公民馆（文化会馆）等方式把居民组织起来，自助，互助，培育并形成良好的

公民精神，促进社会发展，有比较深的印象。

保存、继承与发展民族性，地域性的特质，与开展国际性的交流对话，找到共同关切的课

题，形成共鸣、共识，并不矛盾。正好中国唐代诗人刘禹锡之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

头万木春；日本室町时代僧人一休宗纯之诗：脱出外道死活手，千山万木百花春，皆表达了

对于超越苦难、挫折、生死，对自然、对人类、对历史美好前景的信心，包括中日两国，中

日人民在内的人类社会亦应有此乐观与自信。

将会把行所见所闻所感，告诉自己周边的人们，让更多的人对日本与日本人民有更好的了

解，并愿为发展中日友好的关系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更深入地了解了日本，除了优美的环境，先进的城市建设，繁华的商业，良好的社会秩序，

还有负责任，合理配置和管理的各级政府，以及文明礼貌、守序、顽强的人民。

１.尊重过去的文化理念。将传统的传承与现代化建设与管理融为一体。政府在其中发挥

重要的主导作用。

２.创新超前的创业理念。政府和全社会高度重视科技和管理方面的创新，使国家始终处

于时代的前列。

３.自我反醒的改进理念。面对震灾带来的问题，及时深刻反思经验和教训，并提出改进

意见和重建计划，把灾难转变为经验的财富。

4.注重细节的服务理念。无处不在的体贴的、人性化的设计和服务。

日本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特别是以上提到的四个方面。但是日中两国在国情上

确实有差异性，在相互认识上有一些不透彻甚至是误解。这需要政府以及相关民间组织积极

的正确的引导，“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我希望双方能进一步扩大政府与民间的交流，加深

认识和理解，推动双方的合作。作为我个人，希望能发挥贸促会的工作特点进一步发展双方

的经贸交流与合作。

○日本气候宜人，环境优美，干净舒适。日本人友善，勤劳，民族自尊心很强。从灾区人民

身上看到了日本人面对灾难自强不息，团结互助的精神。面对未来乐观、自信、坚韧不拔的

勇气，人性中的真善美在灾区人民身上充分显现出来。

日本在公务员管理方面有借鉴之处：一是公务员入口并不是唯学历。高中毕业（非高等

教育学历）也可考录，而国内须受过高等教育者；二是报考公务员者需立志从事公共服务（为

人民服务），而非把公务员作为稳定且走向仕途的跳板；三是对公务员的考核注意平时且与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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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收入挂钩。而非只是年底考核，且基本上都是相同结果，并不与收入挂钩；四是职业生涯

稳定。公务员珍惜就职岗位，安心工作，工作的资历与贡献与将来的养老金结合，工作的稳

定性使员工有归属感。这些做法促使我们思考如何营造企业文化，营造什么样的文化，在这

些方面做一些探索和改革。

通过此次活动，深感日本人的文明意识，道德观念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多年

积淀所至。在我们国内应从教育入手，从娃娃抓起，加强道德文明教育，把文明理念落实到

点滴细微之处，养成文明习惯，在全社会弘扬文明之风，以讲文明为荣，不讲文明为耻，以

道德观约束个人行为。

○此次活动内容安排丰富充实，各专题选取的主题有吸引力，授课人员进行了充分准备，讲

座信息量大，交流深入，各项活动衔接紧凑有序，工作人员认真尽责，反映出很好的素质和

很强的能力，各接待部门配合很好。整体上对日本加深了了解，留下美好的印象。

本人从事版权服务工作。对此次活动中安排的文化方面内容很有兴趣。此次活动让我对

日本文化产业情况，日本地方自治体的文化设施动向及论点等有了一定了解。通过观看传统

歌舞表演，参观传统文化产品小芥子木偶馆等，启发我对如何更好的传承文化传统有了进一

步的思考。今后在工作中我将尽力通过版权保护和服务，为文化的发展、繁荣和促进国际间

文化的交流做出应有贡献。

○日本经济科技发达，社会民主，人民善良友好。此次访问，日本在本人心目中留下了难忘

的好印象。

通过这次访问，自己更全面地了解到日本对公务员的科学管理和日本政府对文化建设的

重视，同时深刻感受到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回去整理访问结果，在本单位本系统工作一次访日专题报告，告诉人们日本值得我们学

习的地方。同时自己深刻认识到，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只有世代友好，才能共同发展进步。

希望两国政治家和各界有识之士顺应历史和人民的愿望，切实维护好中日和平友好大局。

○访日活动安排周密细致，工作人员热情、敬业，使活动圆满成功。非常满意。通过访日多

项活动，加深了对日本国家和人民的了解，真诚希望日本人民也多到中国访问。通过七天的

访日活动，直观地了解到日本是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多项基础设施完善，交通、商业、

旅游、文化方面都很先进；自然环境好，在发展现代产业的同时,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农业

受到政府特殊保护，使农业农民的生活不断提升;全民素质高，做事认真、严谨、规范，保证

了多项工作的高效率和高质量。

在早稻田大学的讲座收获较大。日本提出以“文化艺术立国”，中国也正在实施文化体制

改革，共同的目标是弘扬各自优秀的民族文化，提升本国“软实力”，提升全民“精神富裕”

程度。讲座中提到的“指导管理者制度”对我国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具有启发作用。

国家对于公共文化设施的管理应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力量，在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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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压缩公共财政支出,降低公共财政压力，提高公共设施的效率和收益。

建议日本政府在国家层面尽快阐明对历史的认知，对侵华战争真诚并公开道歉。以期翻

过这一页,开辟两国关系新的天地。中国古语“远交近攻”也有“远亲不如近邻”,我认为后

者更符合中日两国现状，真诚希望两国友好。两国人民的了解,很多情况下是依靠媒体，建议

两国媒体都应多做客观报道，避免以偏概全。建议扩大两国交流规模，让更多的人民相互认

识熟悉，并互相理解。

２。访问灾区活动感想

○通过对日本受灾地区的访问活动，最深的印象就是由于地震和海啸的灾害给日本人民的生

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日本人民齐心协力战胜灾难的决心非常大，在很短的时间

内就有大部分恢复生产，我是没想到的。回国后，我将正在恢复的灾区情况，日本人的坚强

不屈精神，日本人民的体贴和温情向周边的人民进行宣传。我坚信在中日两国及全世界友好

协助下，日本人民一定会尽快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把灾区建设的更美好。

○这次到访受灾地，通过当地政府的情况介绍。到受灾地的实地考察。加之以过去一段时间

通过媒体的追踪了解。我们对日本 3.11大震灾的情况、灾后重建及当地民众的生活有了一个

较为全面的了解。印象最为深刻的有几点：一是震灾的惨烈与恐怖；二是受灾民众的坚强、

顽强精神；三是受灾地区灾后恢复。重建的速度及理念。特别感动与深思的是，受灾地区通

过此次震灾。采取冷静理性的态度，认真总结震灾方面的教训。

回头审视以往的生活态度与经济运行方面的问题，更重视家人、邻里、朋友间纽带关系

的作用，在恢复重建过程中，始终坚持先进的理念，严谨的态度，扎实的工作，同时重视发

挥每一位居民的作用和主体地位、能动作用，重视精神的抚慰与提振等等。由此我对受灾地

区的恢复，重建与振兴充满信心。

回国后，我会把所见所闻实事求是地介绍给家人与周边朋友，同时也会支持他们到访日

本特别是到灾区作访问与感悟。

○通过受灾地访问活动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事情是与“NPO法人 UMINOTE YAMANOTE”交流，

并参与制作报纸手提包的活动。因为这体现了社会民众对灾区人民的同情和支援，是人间大

爱的表现，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回国之后，我将向国内传递当前日本灾区重建及灾区民众的生活状况。传递日本灾区人

民为重建家园所做的努力，灾区政府为走向复兴所做的计划，特别要传递日本非灾区人民为

灾区人民所做的无私奉献。

○访问日本灾区有感

此次国家行政学院研修团赴日考察，感受颇深，时间关系，概述如下：

一、灾害无情人有情。灾害面前无国界。此次日本海啸大地震，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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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预防及在自然灾害中尽可能减少损失，是人类面临的共同命题。日本在这方面

取得了宝贵经验。但此次灾害，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例如：避难的不足、救灾物质储

备不够、通讯联络中断等给救灾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所幸的是，日本政府已采取了有针

对性的措施，并列入了七年复兴计划，这方面也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二、日本人民的顽强和克服灾难的坚定意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相信，日本明

天的家园更美丽。

○“3.11 地震”已过去 1 年 4 个月了。灾区的情形依然很严峻。看到了毁损的建筑物被清走

后遗留的空地，看到一辆辆地震海啸中撞毁的汽车，感到重建工作仍然任重道远。但即便是

这样，日本人仍然坚强而乐观地井然有序地生活和工作着，这一点令人钦佩。

「华夕美」餐厅热情的老板娘。「上之家」80 岁仍然健康而真诚的老妈妈，「海之手，山

之手」的工作人员的爽朗的笑脸，给我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我们会把灾区真实的情况

和灾区人民坚强的精神传递给国内，愿灾区尽快站起来，建设得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