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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ESYS2022”中日大学生线上交流会 

 

1．线上交流概要 

【目的】日中两国大学生以“从学生的角度看就业”为主题，通过讲座和小组讨论的方式进行了交流。

旨在加深彼此对于多样化工作方式和人生观的理解，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参加者】中国大学生・研究生 20名 

日本大学生 14名 

【日程】 

日期 

地点 

内容 
参加者的提问・反应（参加者的实际人数） 

第 1次  

2023年 

3月 3日 

东京都 

【说明会】 
①主旨说明（介绍项目概要等） 

②主题相关事前学习 

（提供资料、准备事项等） 

③小组交流（分 6组实施） 

・破冰 

・选小组代表 

（2名：1名主持人、1名总结发表人） 

（参加者：中国大学生・研究生 20 名、   

日本大学生 14名） 

第 2次

2023年 

3月 10日 

东京都 

【主题相关交流】 

①介绍参加者 

②讲座 

主 题：如何在不确定性增加的时代中生存 

～思考中日 Z世代的职业生涯～ 

讲 师：九门 大士 

亚细亚大学 亚洲研究所 教授 

③小组讨论（分 6组实施） 

[副主题] 

・职业规划与企业成员型和岗位型雇用 

（1・4组） 

・职业规划与性别 

（2・5组） 

・职业规划与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 

（3・6组） 

④发表讨论成果 

⑤讲评 

在讲座环节，讲师详细介绍了自身经验， 

讲述了他从学生时代到现在的理想、想法

和职业历程，告诉同学们为何必须要关注

自己的“内在”。接着，讲师提出了一個  

问题——你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或最重要

的一件事是什么？对此，两名同学介绍了

自己的经历和想法。在讲座后半部分，讲师

就“外在”，即招聘、就业条件要求、雇用

体系，谈及日中之间的差異，指出在大变革

时代、前景不可预测的时代，工作模式将会

发生变化，职业也会改变。並强调必须要 

思考并寻找到自己的职业和人生目的，  

充分理解 Being―做自己、认识自我，    

这方面将会变得越來越重要。最后，讲师 

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找工作”不是一个 

短期的求职活动，要对自己的职业和人生

进行更长远的思考。 

小组讨论环节，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大家 

围绕各个副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研究生

们为学弟学妹们介绍了自己的经验，医疗

专业、设计专业的同学们分享了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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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也都对彼此的不同和多样性表示了 

尊重。 

讲评环节重点关注小组讨论中的热门话题

——“你能在多大程度上听取父母意见”，

并解释了日中之间的差异，相比日本，中国

的年轻人大多较为尊重父母的意见。 

（参加者：中国大学生・研究生 20 名、   

日本大学生 14名） 

2．照片 

  

2023年 3月 10日【小组讨论】 

各自介绍自己的职业规划 

2023年 3月 10日【讲评】 

九门教授分别对各个副主题作出反馈 

3．中方参加者感想（摘选） 

◆ 中国 大学生 

日本同学很和蔼友善，很感谢这次的交流机会能深入地认识了日本青年。 

◆ 中国 大学生 

  跟日方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新的想法，新的点子，为我以后的就业提供了新的思路。 

◆ 中国 大学生 

  新的发现就是，日方同学们发言时更谨慎，一般不讲个人的事情，会讲一些宏观的或者是能

够以数据来证明的客观的事情。与其相比，中方同学更喜欢讲述个人的想法。 

◆ 中国 大学生 

  我学习到了成员型雇用及岗位型雇用间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了解到了当代日本大学生对待就业

的真实看法及毕业后的岗位选择倾向。例如日本文科大学生毕业后的倾向为成员型雇用以及日本

大学生对于父母的意见仅听取百分之十以下等，让我重新对于两国的文化及社会形态有了新的  

思考。 

◆ 中国 大学生 

  以职业种类与性别关系来讲，中日社会虽然都存在不平衡问题，但这种矛盾都逐渐有所改善

（如职场普遍对女性的歧视和晋升机会的改善）；了解了更多日本传统，对于日本社会工种与性别

的不平衡有了一定理解和思考（如相扑场上不允许有女性工作人员）；在中国常见存在的职业  

在日本却十分罕见（如中国有空少岗位，而日本基本没有空少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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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大学生 

  体验到在不同文化下两国就业存在差异，在交流讨论中不仅加深了对两国国情的了解，   

也对各自的职业规划有了更清晰的目标。经过热烈讨论，不管在任何社会、任何体制下，个人职业

规划都极为重要，它是人的职业生涯发展的真正动力和加速器。无论是对雇用类型的选择还是  

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关系，都需要我们努力发挥个人素质的综合性以及专业性的钻研性，发挥个人

的专长，开发自己的潜能，克服生涯发展困阻，避免人生陷阱，不断修正，最终才能获得成功。 

◆ 中国 大学生 

  九门大士老师的讲座给我印象最深，他从个人经历和专业角度出发，为我们普及和拓展了  

两国就业状况的不同背景和概念，利于提高我的认知以及后续交流中的参与。 

我在此次活动中主要有两大收获。一是对两国不同就业模式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无论是在   

讲座中还是在交流中，我都更深入的了解了日本的就业文化、社会背景，也在比较中对中国就业 

现状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二是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有了更具体的想法。从九门大士老师的个人经历

和日本同学的发展想法中，我既找到了差距，又感受到同为亚洲青年我们在压力面前产生的共鸣， 

我更加明确压力的必然存在和努力的不可懈怠。 

4．日方参加者感想（摘选） 

◆ 日本 大学生 

小组讨论加深了我对自身工作价值观的认识。 

◆ 日本 大学生 

日本和中国在价值观上有很多不同点，但也有很多相通之处。 

◆ 日本 大学生 

日本和中国的求职方式不同，大家在人生中的关注点也不同，很受启发。 

◆ 日本 大学生 

以前，我并不知道两国求职制度的不同之处。看到两国对性别问题的观点十分相近，让我感觉

到今后我们这一代的所作所为或许会改善性别方面的一些问题。 

◆ 日本 大学生 

通过这次活动，我了解到了两国求职制度与思路的不同。以前，我只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   

但这次我看到和我们同龄的中国学生们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努力学习的姿态，让我倍受触动。 

◆ 日本 大学生 

能够与生活在不同环境和社会体系中的中国学生一起讨论 “就业”话题，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我们小组就成员型、岗位型雇用进行了讨论。 起初这个话题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但通过讨论前  

查找资料和讨论过程，我对每种制度的特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作为小组讨论的小组长，我在    

小组成员发言后，询问其他成员的看法，并注意发言机会和时间分配，在讨论中发挥了小组长    

应有的职责，这给我带来了成就感，同时也让我感觉到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和宝贵。期待今后    

能够再有机会参加类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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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加者的对外宣传、新闻报道等 

 

 

 

 

 

 

 

 

 

 

 

2023年 3月 14日（WeChat） 

双方大学生代表表示，大学生就业是青年发展的重要课题，也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双方

代表还同时认为，多元文化有助于开拓视野，并对到彼此国家就业表示出了兴趣。 

实施团体：公益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