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媒体工作者访华团 

访问日程 2017 年 12月 3 日（星期日）～12月 9 日（星期六） 

 

１ 概要 

作为日中青少年交流事业的一环，应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邀请，由日本的报社、

广播电台、杂志出版社记者及编辑等青年媒体工作者组成的访华代表团一行共39名成员，

于2017年12月3日至12月9日对中国进行了为期7天的访问。（团长：内田泰 共同通信社 编

辑局生活报道部 编辑委员）。访华团以“医疗”和“教育”为主题，分为两个分团，走

访了北京市、上海市等，分别访问了江苏省、浙江省，与当地媒体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并

开展了与主题相关的活动。  

 

２．日程 

12月3日（星期日）  

到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参观故宫博物院，出席欢迎晚餐会 

12月4日（星期一） 

１团：访问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体制改革司并进行交流，访问中日友好医院 

并进行交流，访问北京同仁堂并进行交流 

２团：访问中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并进行交流，参观前门大栅栏文化街，访问中国教育

科学研究院并进行交流，访问北京育翔小学并进行交流 

12月5日（星期二）  

共同：访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并进行交流 

１团：前往江苏省南京市 

２团：前往浙江省杭州市 

12月6日（星期三） 

１团：访问南京鼓楼医院并进行交流，访问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并进行交流，参观中山

陵，出席江苏省南京市政府举办的晚餐会 

２团：访问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并进行交流，访问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并进行交流，参

观杭州城市规划展览馆、钱江新城城市阳台  

12月7日（星期四） 

１团：访问南京中医药大学并进行交流，前往江苏省镇江市，访问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并进行交流，出席镇江市政府举办的晚餐会 

２团：访问杭州市杨绫子学校并进行交流，访问杭州建兰中学并进行交流，访问朝晖中

学并进行交流，游览西湖 

12月8日（星期五） 

１团：访问润州区黎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进行交流，参观北固山，前往上海市 

２团：考察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杭州运河游览，参观桥西历史文化街区，前往上海市 



共同：出席欢送报告会  

12月9日（星期六） 

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回国，到达羽田国际机场 

 

３．照片 

【共同】 

  

12 月 3 日 参观故宫博物院（北京市） 
12 月 3 日 欢迎晚餐会上陈遥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国际联络局副局长致辞（北京市） 

  

12 月 5 日 访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并进行交流

（北京市） 

12 月 8 日 欢送报告会上团员发表访中活动感

想 （上海市） 



【１团：医疗】 

  

12 月 4 日 访问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体制改革司并进行交流（北京市） 

12月4日 访问中日友好医院并进行交流 

（北京市） 

  

12 月 4 日 访问北京同仁堂并进行交流 

（北京市） 

12 月 6 日 访问南京鼓楼医院并进行交流 

（南京市） 

  

12 月 6 日 访问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并进行交

流（南京市） 
12 月 6 日 参观中山陵（南京市） 



  

12 月 7 日 访问南京中医药大学并进行交流 

（南京市） 

12 月 7 日 访问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并进行交

流（镇江市） 

  

12 月 8 日 访问润州区黎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并进行交流（镇江市） 
12 月 8 日 参观北固山（镇江市） 

 

【２团：教育】 

  

12 月 4 日 访问中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并进行

交流（北京市） 

12 月 4 日 访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并进行交

流（北京市） 



  

12 月 4 日 访问北京育翔小学并进行交流 

（北京市） 

12月6日 访问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并进行交流

（杭州市） 

  

12 月 6 日 访问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并进行

交流（杭州市） 
12 月 6 日 参观杭州城市规划展览馆（杭州市） 

  

12 月 6 日 参观钱江新城城市阳台（杭州市） 
12 月 7 日 访问杭州市杨绫子学校并进行交流

（杭州市） 



  

12 月 7 日 访问杭州建兰中学并进行交流 

（杭州市） 
12 月 7 日 访问朝晖中学并进行交流（杭州市） 

  

12 月 7 日 游览西湖（杭州市） 12 月 8 日 考察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杭州市） 

  

12 月 8 日 杭州运河游览（杭州市） 12 月 8 日 参观桥西历史文化街区（杭州市） 



４．团员感想 

【医疗】 

○  中国是一个拥有多达 13 亿人口的大国，国家具备一系列与日本不同的“国家医疗保

险”制度，这本身就令我无比的震撼。 

    我们在南京去参访的某家大医院一天的门诊量高达 15000 人次，为能够充分合理地运

营医院引进了自动化系统。在南京中医大学我们参观了可同时向广大学生授课的远程教育

设备，感受到了中国教育领域针对庞大需求而日益完善的对应体系。在镇江参观的地区卫

生服务中心，在等级上大概相当于日本的诊疗所，但却备有 CT 等先进医疗设备，这等水

平在日本来看绝不仅限于一个诊疗所，跟普通医院也不相上下。 

    此外，我也感受到了中国也跟日本一样面临着严峻的“老龄化社会”问题，而“独生

子女政策”进一步加深了其严重程度。在解决这方面问题上日本和中国应该存在一些合作

的空间。 

    我们此行也有机会参观访问了中国的媒体机构，了解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使用 65 种

语言向海外各地传播信息，能够使用对方国家的语言面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这一点令

人佩服。日本又应该如何向海外传播介绍日本文化？这方面目前虽然由外务省负责，但只

靠这些力量还是远远不够的，也迫切需要我们这些媒体人员的共同努力。 

    在利用网络动画传播信息这方面，我觉得中国还尚需进一步完善。就这一点，我台与

网络公司共同开发推进的「Abema TV」可以与中国合作提高制作水平，同时也可以在中国

更多的传播日本的文化信息。 

 

○  坦白讲，日本还是有不少人心里瞧不起中国人。我本人在去中国之前也想象不出中国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此次实际到中国访问，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以

及医院里的手机付费等体系等已经超过了日本。虽然还不能说中国在任何领域都已经领先

于日本，但其中仍然有很多值得日本参考并能给日本社会带来更多便利的好处。 

    在日本经常会看到一些类似于“外国人对日本的这些地方很憧憬”的电视节目，这些

节目虽然看起来会令日本人很自豪，同时也容易导致日本人过分自傲认为“日本是全世界

最令人憧憬的超级大国”。这种自大将成为日本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大家都一味的沉醉于

对自身的迷恋，有一天却突然发现日本已经落伍于世界了。 

    在思考日本之际，希望能拿出“日本真的是一个什么都好的理想之国吗？” 这种带

有危机感（英语 Critical）的批判性精神来报道日本。在观望国际社会之际，希望能拿

出此次访华所感受到的“日本之外的新世界也在蓬勃发展”这种心态来报道。 

    此外，我也感受到此次访华过程中所参观访问的地方都是中国比较发达的领域，就像

日本社会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样想必中国也同样抱有各种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后我将继续关

注中国。 

 

○  此次访华活动中我参加的是医疗分团。中国政府从 2009 年开始着手进行的医疗改革



的目的是全国人民都可以平等享受国家医疗服务。医疗分团在北京、南京、镇江等地参观

了医院等设施，当我们看到加入医疗保险的病人可以在网上预约门诊、医疗机构之间的互

动合作给病人的准确诊治、开药取药电子系统的便捷化等，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医疗改革

确实给国民带来了“平等”与“安心”。医院在开展国际合作追求先进高端医疗技术的同

时不忘发展中国的传统医学，完善培养中医医师的教育体制也是出于此目的吧。非常强烈

地感受到中国的医疗改革已经由点向面不断的继续扩大。 

但是，如果把中国看成一条河流，那我们此次所看到的也许是这条河的源头部分。要

想更多的了解中国，有必要看到河流的中游及河口流域的样子。今后，我会在日本比以往

更加主动地去关注中国这条长河将会流淌到哪里。作为一名媒体工作者，我希望今后认真

思考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进一步推动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为维护中日关系及亚

洲地区的未来做出贡献，并使两国官民交流更加繁荣发展。 

即便是仅限于医疗领域，中国和日本之间也都共同面对着如何解决少子老龄化等严峻

问题。相信在此领域两国之间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 

  对中国另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蔚蓝的天空。去中国之前曾担心过空气污染的问题，当

看到晴朗的天空心里就踏实多了。回日本后首先告诉周边的就是这个事实。再就是历史文

化遗迹。有机会还要再去中国好好看看。很幸运这次有机会参观了孙中山先生的旧居，熊

本县荒尾市的革命家宫崎滔天曾经在精神与财力两方面支持帮助过孙中山先生。尤其在

19 世纪末期，包括滔天先生在内熊本县内曾有很多有识之士前往中国帮助过当地的中国

人。的确，日中之间也曾发生过战争，我要牢记历史并为中国和日本的美好未来贡献自己

的微薄之力。在此衷心感谢此次访华中热诚接待我们的中国朋友。 

 

【教育】 

○  在与教育部和教育科学研究院相关人员的交流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对

教育的重视和投入。感受到中国时下正在下真功夫通过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提高教师水

平、改变以教师为主导的授课形式推动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环境等改革，为伟大中国的未

来培养优秀的人才。 

教育工作者基于丰富的智慧积极研究创办新教材，从孩子们的角度出发创建活泼的课

堂氛围等，虽然日本在这些方面稍稍领先，但中国在教育事业的投入占 GDP份额已经超过

了日本。日本目前也面临着学习指导大纲的修订和高考改革等问题，若改革继续慢慢吞吞

没有成效的话，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后起之国赶超，我对此有着强烈的危机感。同时，也

感受到中国高层领导由上至下直接推动发展的节奏是多么的迅速和高效。 

   在访问职业学校和青年教育中心时，我被中国高科技含量产品制作领域的教育水平之

高所震撼。机器人制作、程序设计、3D 打印机等各个领域都拥有相当完善的设备，具备

非常好的教育环境。我感觉到中国不仅只有“复制品”，开发制造富有创意产品的能力与

实力也在不断的加强与巩固。 

  虽然参观访问各机关单位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经历，在午餐和晚餐时与中方工



作人员的交流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说实话，在没去中国之前我对中国人的印象不

太好。但是，我们一起喝酒聊天交往多了，就发现他们与日本同年代的年轻人没什么不同，

我被他们认真工作的态度和热诚友好的性格所折服。在异国他乡居然能交上好朋友！这是

我去中国之前想都没想过的。平常写稿子时经常不加思索地使用“理解异国文化”“国际

交流”等词汇，这次才亲身感受到这些词汇的真正意义。 

作为一名地方报社记者，我主要就教育问题和学校方面进行采访和报道。希望通过对

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以及所面对的课题的报道，能为日本的教育工作者带来一些参考，也

能够帮助福井县人民更多的了解中国。感谢赐给我此次访华机会，并在访华过程中给予我

莫大帮助的相关人员。 

 

○  去中国之前，也曾通过各种媒体渠道了解到中国社会最近几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此

次是我第一次访问中国，一旦亲自来到这里却发现中国实际的发展程度远远的超过了我的

想象。只要一部智能手机在哪里都可以网上支付、街道上的共享单车、没有电线杆的城市

风景，这些在日本也没法做到的在中国俨然已经成为及其普遍的事情。 

   参加教育分团参观访问小学时，我看到中国的小学生具备非常丰富的自我表现能力，

这一点是日本小学生所欠缺的。在访问专门培养中国高科技产品制造业人才的教育机构，

我有机会了解到中国工业发展的基础。扎扎实实的教育是发展和巩固国家实力的关键。今

后，经济全球化程度将进一步深化，需要大量多面人才，国民的基础教育尤为关键。通过

访问交流，我感受到中国政府通过大量投入建造青少年中心等设施培养青少年的个性才能，

提高义务教育的基础质量。 

    日中间往往容易倾向于报道负面的信息。在这种局面之下，却有像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这样的媒体机构使用对方国家的语言不断地传播彼此国家的美好之处，了解到这些是我此

次访华最大的收获。像我这样从来没有去过中国的人，往往容易受到周边媒体报道的影响

而失去自己的主张。作为一名媒体工作者，虽然在追求事实的过程中彼此难免发生冲突，

但在发现了解对方好处的前提下寻求相互理解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使命。我是新潟电视台

的记者，从新潟机场出发的为数不多的国际航班中就有飞往中国的，人们比以往更容易走

到海外，相信去海外旅行的人更愿意了解对方国家的好处，希望我所在的新潟电视台能满

足广大县民的需求。 

    此次访华我看到学到了很多，都将对我的人生发挥积极的意义。在此向给予我此次访

华机会的所有人表达我真诚的谢意。 

 

○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我们参观了故宫，惊叹于那广阔的空间和宏伟的建筑。去参

观访问学校时，我们看到了学校在发扬国家传统文化的同时，为了能更多的吸取日新月异

的先进技术也注重学生们的个性发展，感受到了日本与中国的共通之处以及有必要借鉴的

地方。在访问育翔小学时我们与小朋友们展开了交流，欣赏了他们为我们准备的武术、传

统乐器、书法、绘画、合唱等表演。我们也参观了杭州的青年教育中心，感受到中国的教



育不仅在学习方面，包括课外活动、成人教育等方面，都呈现出学校与家庭社会之间紧密

合作的局面，这也给孩子们的未来创造了更多的选择机会。  

    中国的私立和公立中学在教育方针上与日本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对此印象深刻。 

    在访问媒体机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向全世界传播信息，发挥桥

梁作用”和“发挥桥梁作用，用对方的语言传播信息”等口号。作为媒体机构除了报道事

实之外，同时也向海外传播自己国家的文化，做媒体与民众之间的桥梁，这些对我们来说

也同样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在访华过程中，不仅是参访单位，在街道上所遇到的人们都向我们投来友好的笑容。

对于不太会说英文又不懂中文的我，他们使劲地用肢体语言来试图能帮助我，中国人的善

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懂得了通过交流互相学习借鉴、传递信息、加强理解的重要性就是迈向日中友好的第

一步。我将进一步努力学习争取做一架好的桥梁，为日中友好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借此机会感谢此次给予我珍贵机会的日本和中国的相关工作人员。 

 

○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无论是建筑物的规模还是具体工作在推进执行过程中的高效

率，都远远的超过了日本。 

    日本正面临着人口剧减的严重局面，未来社会将明显衰落。而中国却处于 IT 化产业

蓬勃发展社会愈发进步的良好局面。感受到中国和日本在发展局势上的明显差距，也难免

生出一股无奈之情。 

    此次访华教育分团主要访问了中国的学校。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从教育早期就开始重视

强化英语、程序设计、高科技产品制造领域。日本的小学从 2020 年，中学从 2021 年计划

开始实施的“新学习指导大纲”里纳入了强化英语和程序设计水平，作为负责此领域的一

名记者，我有必要充分了解大纲的具体内容。 

   在访问北京的一所小学时，我曾与一位五年级的小女孩交流过，她的英语很棒，令我

汗颜。我想她除了在学校学习之外，应该放学后也去补习班之类才能有这么高的英文水平。

小小年纪英文就这么棒，实在令人吃惊。后来碰到的一位六年级的男生英文讲的也非常棒。

之前就听说中国为了培养国际人才非常重视英文教育，没想到其水平如此之高。 

    我们在访问杭州建兰中学时，观看了学生们为参加程序设计全国比赛做练习的场面。

有对此专业比较熟悉的团员跟我说，学生们做的程序设计水平虽然不是很高，但有些部分

应该超出了中学课本范围。我们最后访问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时发现这里的课程内容丰富，

尤其是高科技产品制作课程积极培养学生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杭州青年教育中心是在休

息日和节假日对外开放授课的国家教育设施，在日本没有这样的教育设施，对这里的参访

使我了解到中国校外教育实力的雄厚。 

   日本在报道国际新闻时，其内容比较偏向于国家政策、特殊案例、社会问题以及与日

本有关的事物。一般性事物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方面反而很少报道。对于中国，也往往只认

为令日本人惊讶的不普通的事情才有报道的价值。 



    当听到或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常常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只是发生在一小部分人身上

的事物，我们往往容易理解为整个社会都是那样的。尤其是日本关于中国的报道往往倾向

于负面事物，如果不加思索就被囫囵吞枣式的全盘接受是极其危险的，这也是我作为一名

媒体工作者需要自省的地方。此次访华我对中国的印象是：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差。虽然有

些地方只注重表面豪华而忽视了内在具体的细节，但仍有很多方面已经领先于日本。我从

心里觉得中国是一个具有深厚底蕴的国家。此次访华是一次宝贵的经历，所得所获超过了

我的想象，彻底改变了我对中国的看法。今后我要学习中文更积极地走向中国了解中国。 

    感谢中方和日中会馆相关人员给予我此次珍贵的访华机会，感谢毫无怨言送我出来的

职场同事和访华中有缘相识的媒体同行们。 

 

○  此次走访的城市中除了北京曾去过一次，其他地方都是第一次。这次的访华活动彻底

改变了我对中国的印象。街道井然有序，人们遵守秩序，公路上行驶着环保 EV 汽车，街

道旁比比皆是的共享单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这跟国家领导人的指示易于传达

的政治结构有关，但人们的意识形态也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印象更深的是，我参

加的教育分团在访问学校时，针对“历史教育”这个敏感而难以回答的问题，对方的回答

也并非是陈腔滥调的措辞。 

    此次访华中也有机会与中国的电视台和媒体的年轻工作人员交流，发现他们与老一代

的观念有所不同。对于日本的印象也从以往的“制造大国”“经济大国”逐渐转变为“动

漫”“漫画”等流行文化大国。他们也曾受过“历史教育”，对日本虽然也抱有微妙复杂

的情感，但比起他们的上一代来说那种意识已经有些薄弱了。只呆在日本国内难以察觉到

中国人民内心真实的变化，往往只是通过报道或网络去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可

以彼此增进了解的访华活动实在是一次宝贵的经历。 

    按照目前的统计中国的经济已经超过了日本，可实质上是否果真如此？我心里一直抱

有一个问号。一旦走进中国，亲眼去看去了解，却发现中国的经济的确取得了飞跃的发展，

我不禁开始重新思考日本是否已经变成了井底之蛙，而自己长期以来是否总是被一种狭隘

的观念所束缚。关于中国城乡之间究竟存在着多大的差距？希望今后有机会进一步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