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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ESYS2024」中国社会科学青年学者访日代表团后续活动 

（中日青年学者 座谈会、交流晚餐会）记录  

 

1．活动概要 

【目的】本项目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青年学者访日代表团的后续活动，于 2024 年 9月 10日（周二）举

行了座谈会和交流晚餐会，参加者包括于 2012 年至 2023 年期间访日的中国社会科学青年学者访日代

表团成员，以及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于 2024年 9月 8日（周日）至 9月 14日（周六）期间访华

的日本青年学者访华团成员。此次活动旨在围绕中日关系进行意见交流，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促进

两国青年之间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加强中日关系。 

 

【参加者】中国社会科学青年学者访日代表团成员 10 名 

     （日方：日本青年学者访华团成员 14名  共 24 名）   

【访问地】北京市  

 

【日程】 

■ 2024年 9月 10日（周二） 

时间 概要 

14:30 ～

17:40 

【座谈会】 

交流主题 1：分享访日经历及对访华的期待 

① 中方参加者发言 

② 日方参加者发言 

③ 提问解答 

 

交流主题 2：从专业领域角度谈一谈中日关系  

① 中方参加者发言 

② 日方参加者发言 

 

小组交流 

自我介绍与小组讨论 

 

18:00 ～

20:30 

 

【交流晚餐会】 

开幕致辞（日方・中方） 

自由交流 

小组发表（第 1组～第 3组）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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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照片  

  

座谈会（中方参加者发言） 座谈会（日方参加者发言） 

  

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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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闻报道（摘选） 

    

    

2024 年 9月 11日 

CRI（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日语频道 

中日年轻学者在北京举行座谈会，强调“真实的

相互理解”的重要性 

 

 

4．参加者感想（摘选） 

◆通过为交流发言做准备，我有机会回顾了自上次随团访日以来的 8 年间，中日两国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的巨大变化。这一过程让我深刻认识到，尽管两国关系经历起伏，但在文化创意领域，双方都取得

了显著进步，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特别令人鼓舞的是，在此次活动中，我遇到了许多对中国文化

抱有浓厚兴趣，并且表现出友好交往意愿的日本新朋友。他们的开放态度和求知欲望，为未来中日民

间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此次交流还让我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通过

分享各自的文化特色和创新成果，我们不仅能够增进相互理解，还能激发新的创意灵感，推动两国文

化创意产业的共同发展。 

 

◆中日双方青年学者有很多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绿色发展、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也有着互相学习、借鉴的愿望。在网络时代，信息的获

取更加容易，但深度的、持续的跨国学术交流还是需要相应的平台和渠道，此次的交流就非常好，也

希望这样的交流活动能够多举办，大家互相沟通、加深认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外，还可

以进一步扩展有关交流渠道，如定期举办往届参与者的交流活动，推动研学、旅游互访等。 

 

◆1、日本在职的学者开展相关交流活动的人数不多。2、年轻人与老一代日本人对中国的感觉并不一

样。3、日本年轻学者从最初不了解中国情况，但是，一旦与他进行说明之后，又能够很快理解中国

的情况。这也说明了当前日本国内对中国存在诸多误解，产生这种误解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交流不足、

不充分。4、日本青年学者也认识到他们在日本读到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书籍，绝大部分都是日本学者

加工之后的信息，这就使得他们在国内获取到的中国信息都是二手情况，因此，认为有必要更多地引

进或翻译中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知识。5、日本青年学者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一点与 20世

纪 80-90年代的日本人并无根本区别，这也说明中日之间的文化纽带与共通性依然强大。6、在谈及

近期中日关系之际，双方也能够平心气和地进行交流，进行具有理智的、严肃的思考。 

 

实施团体：公益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