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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日活动整体以及专业领域方面的感想 (活动主题:社会制度设计)】 
 
 
《中央与地方关系分团》 
 

◆通过短短七天的交流访问，虽说要深入了解日本尚不够。但第一次访问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之处： 

 

(1) 日本组织者周到热情的服务以及有诸多交流会上，日本朋友的严谨，认真的做事风格十分敬佩， 

日程安排十分合理，工作效率极高，日本企业强有力的企业文化，都让我更深一层的了解了日本之

所以成为发达国家的原因，这一点是十分值得我们学习的。 

 

(2) 日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也让人印象深刻。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在这一方面还有许多

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本人是搞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的，这些活动中关于日本政治制度中三权分立结构的组织形

成，以及 NPO 组织的活动情况给我的研究很多启发。 

另外，日本灾区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的许多办法也在社会保障这一方面让我有所思考。虽然交流还不

够深入，但很多方面让我很感兴趣，也许以后的研究中会有所涉猎，这也是一大收获。 
应该说本次活动既让我在专业知识上有所丰富，也让我开阔了眼界更为真实的以国际视角来看待中

日关系发展的未来，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视野的宽度与高度的改变让我解开了许多

迷惑。另外，日本中小企业文化也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无论一个人，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国家文

化的强大精神的强大才是发展未来的最终决定因素，一颗强大的内心，自信，坚强的性质是一个民

族崛起的关键，这一点中国应该是有共识的。 
 

       

◆首先非常感谢日中友好会馆对此次访日团行程的精心安排。让我们从落地的第一天起就得到了无微

不至的照顾。初到日本，整洁，秩序，包容是我的第一感受。城市科技感强，高效便捷，这样的

观感让我有些许兴奋，同时也稍有紧张。住在东京的那晚让我看到的是一个繁华明媚的夜景。之

后的紧凑行程从访问国会议事堂了解日本的政治，国家制度，选举权，到总务省了解日本的地方

自治情况。再了解东京都的防灾政策等等，无不让我看到一个不断完善着的日本政府对国家所投

入的热情与心血。 
作为强化情谊纽带计划中的一员，日中国民的友好交流既是新的相遇也是新的纽带，传递着我

们每个人的友好心声。 

通过这次访日的各种主题交流，我学到了很多之前未做过多关注的知识。如日本的企业文化，

大阪府东大阪市中云集的技术闻名全球的中小企业，株式会社大阪工作所，不但拥有有高精度的

加工技术，还有一套独到的人才培养计划。新员工要花费 10 年的时间成为企业中的优秀人才是这

家企业拥有的教育大纲。企业的强大文化及精神魅力感染着每一位员工。这不仅是企业能长久活

跃的基石和保障，更是社会教育的一环，为国家培养了技术全能型人才，这让我感到做好一件事

的关键是专注与恒心及在困难面前的勇气与决心，智慧与勤奋，这是成功的法宝。 
  希望能对我今后的人生旅途有所帮助，感谢这次活动的安排！ 

 

 

《社会与法律分团》 
 



 
 

◆本次活动，主办方围绕“社会发展与法制建设”精心组织了大量活动。这些活动内容非常丰富，主

题非常广泛，通过参观国会议事堂，对日本国会的组织架构和法律机构有了更具体认识。对日本

民主化建设取得的成绩印象深刻，通过与日本律师联合会的座谈和日本法务省交流，对日本律师

联合会的历史，功能，运作方式及律师在促进法治建设，环境保护，人权建设及社会进步方面发

挥。作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律师在法治社会中的重要性有了更直观印象；通过参观东京都政

府的防灾救灾工作，对东京都在应对灾难时的快速反应和组织动员机制有了很具体了解。这些宝

贵经验和作法对中国大都市的城市运营和防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参照。通过对灾区的

访问，我们也学到了日本政府和民间组织，一般民众在应对自然灾难方面，坚强乐观和宝贵经验；

通过访问京都地方法院，我们对日本司法的具体运作机制有了更具体认识。总之，本次访问收获

颇多，对“社会发展与法制建设”有了更真切的认识和体会。 
  本次活动的知识，经验和感想相当丰富。本人准备在回国后及在今后的科研和生活中，通过当

面告诉亲朋好友，写文章等方式，真实地传达关于日本，日本人的信息和形象。加强对日本社会

和文化的研究，争取为中日两国人民加深了解，消除误解，加强感情，增强主动为中日两国人民

的世代友好和友谊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 这次访日活动我参加的是社会与法律分团，其中听取了日本法务省的讲座，介绍了日本的司

法制度。访问日本辩护士联合会，日本的律师向我们介绍了关于人权和环境保护方面所作的工作。

访问了日本司法支援中心，深刻了解到日本政府对于灾害地区人民的法律服务保障。参观了地方

裁判所，日方向我们介绍了刚刚引入日本不久的裁判员制度，仅适用于刑事诉讼，在公众中选出 6
名裁判员参与诉讼，由于国家体制的不同，但是也可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日本与中国的法律意

识上存在共识，即在两个国家的法律传统中都存在消极诉讼情绪，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诉讼总体

数量呈现上升趋势，微观心理层面上并不积极。 

    通过本次访日团活动，使我对于日本的司法制度，社会与法律的相互关系有了深入地认识。尤

其对于法院，检察院和律师联合会等机构有了更进一步地了解。日本的一些制度模式对中国仍然

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在回国以后的工作岗位上，我会把本次活动所学到的知识的经验向领导和

同事们汇报，希望自己能够在促进中日两国友好邦交的关系中发挥作用和力量。 

 

 

 

【访问灾区活动感想】 
 
 
《中央与地方关系分团》 
 

◆１.    日本政府在应对灾难方面的处理能力比较强。一方面得益于之前的救灾经验，政府在从中央

政府到地方政府之间的紧急应对渠道比较畅通，应对措施较周全。 

 

２.    日本民间的互助精神通过 NGO 或者地方自治体，社区等，充分传达给受灾地区。他们不是

在灾后毫无秩序地涌入灾区，而是能够以各种渠道和经验体恤到灾区所需，并做细致地收集物

资，分类并迅速传递到灾民手中。而且他们支援灾区群众的方式多样化。 

 

３.受灾民众的心态相对而言比较理性，乐观。很少有怨天尤人甚至迁怒于他人的不良情绪。这得

益于平时人们相信的自救，互助，共建的精神。也得益于不同地方自治体的社会精神和社会纽

带特别紧密。不过接下来的难题是这些紧密的共同体在面临这样破环极大的灾难时，由于社会

瓦解带来的痛苦，以及移民们必须要被打散融入另外的社会之中，他们的未来，如何与新的社

会共同体一起协调生存，这要是一个长期研究课题。 

 

 

◆１．核泄漏是一种特殊的灾害，它带来的影响除了物质上的损害以外，更多的是持久的挥之不去的

心理上的恐慌的伤害。因此，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重建信心就成为灾区整体重建的一个重



 
 

要内容。来到喜多方，感觉当地民众顽强，乐观，自强不息，但外地来的游客明显稀少，希

望能通过舆论宣传，商业振兴等多种有效方式尽快释疑，打消大众的顾虑，恢复和发展在灾

前的生产，生活状态。加油，福岛！ 
 

２．印象最深的事 

(1) 街头秩序井然，但行人，尤其是年轻人比较稀少。 

(2) 灾区民众乐观，爽朗的笑容，让我们看到了坚韧和希望的力量。 

(3) 美丽的山川，令人难忘。 
 

３．    对福岛核电站的现状和未来的处置不太了解，所以仍有一定的担心，希望能尽快妥善解决，

为日本民众，乃至全世界的安全，合作与共同发展作出贡献。 
 

 

◆第一次访问日本，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来受灾地的访问。比如那个农户，灾难发生的时候他

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但他今天站在我们面前讲述他的遭遇时我们看到了坚强和乐观。在困难面

前只有去面对和解决，而不是一味的抱怨。 
  再比如与大熊町的几个灾民交流时。有一位灾民的话让我记忆深刻。有团员问“核辐射发生后，

日本国内有人建议废弃核电站，也有人建议重建，请问你们怎么想的？”我一直以为他会回答废

弃，没想到他说他是从事与核电站相关的建设就业。了解这个核电站当时带给当地人民的益处，

所以如果可以，他还是希望能够重新修建核电站。这样的回答让我惊讶，我看到的是日本普通人

民，一个灾民在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冲突时候的选择。 
  回国后，我想我最想传达的就是日本人民的坚强乐观和无私。祝愿他们能早日回家！ 

 

 

《社会与法律分团》 
 

◆  我们此次访问的是宫城县的灾区。通过导游以及当地友好人士的讲解，实地考察以及对法律援助

中心的访问，我们对地震以及海啸给当地带来的巨大破环有了详细的了解。目睹了海啸所摧毁的

房屋，汽车，路基等等。此外，通过讲解，我们对灾后重建的整体计划，重建已完成的和正在实

施的一系列工作有了细致深入的了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地友好人士讲到，尽管很多日本人遭

受了财产的损失，亲人的不幸，但我们还是坚持笑着活下去。这样“笑着活下去”的精神令我十

分感动。2008 年中国汶川大地震后，我们也从灾民那里得到了这样的信息。我想这是人类在面对

不可控的大灾难时的共同的优良品质，期望日本的灾民也与中国的灾民一起，勇敢面对现实，努

力工作，抓紧重建美好家园！回国后我将努力将灾区的真实情况传递给亲人，朋友，并将这样一

种精神面貌带给更多的面临各种各样的生活困境的人。 
 

 

◆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遭遇重大自然灾害以后，日本人对于受灾人员之间相互救助精神的弘扬。

其中细节有如下方面： 
 

(1) 宫城县名取市某市场的经营者迅速组织起来，恢复了营业活动。并且命名为“重生”市场。

意思是 1 重新焕发生机，2 重逢，外部的支持固然重要。但是生活毕竟是一个社区共同经营的

只要大家在一起，就没有渡不过的难关。 
 

(2) 在原地恢复生活的愿望。名取市閖（涝）上地区的某处几乎已经被害为平地，房屋，田地等

都还没有恢复。但是神社却已经率先恢复完毕。对祖先的祭拜是一个共同体建立团结的重要

标志。也是一个社区与周围景观形成互动的平台。在这个意义上说，精神归宿发挥的作用往

往超过物质条件本身。 
  

(3) 外界的积极救助。日本法律援助中心迅速在灾区开办支部，并且改装汽车作为流动相谈室。

也在咨询活动中注意保护当事人的隐私。体现了尊重和善意。总而言之，灾难是人类始终无

法克服的一个挑战。但在灾难面前的相互扶持却是支持人类继续存活下去的最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