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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众如何看待中日关系？
——对“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的解读

  2015年，中日关系在经历了数年的严峻局面后开始

逐步回稳改善。在2014年11月双方就处理和改善两国关

系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的基础上，两国领导人先后实现

两次会晤，双方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有序恢复。作为中

日两国间持续时间最长、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公共交流平

台，北京－东京论坛在进入“新十年”之际，深入分析、准

确把握2015年度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所传达的民意信息，

将有助于双方理顺相互认知和定位，把中日之间的政治共

识转化为社会共识，推动两国关系沿着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的方向发展。

一、中国民众高度认同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在两国关

系的未来发展方向上，和平友好、合作共赢具有广泛的民

意基础。中国民众对两国在亚洲地区事务上的合作抱有

相当的关切和期望。

中国民众对中日关系重要性的认可度出现了五年来的

首次上升。自2010年达到92.5%的峰值后，至2014年这

一数字连年下跌，五年间下降了近三成。2015年的数据

是，70.1%的普通公众及80.8%的精英群体认为“中日关

系对于中国重要”，较去年同比分别上升了五个和九个百

分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70年间，尽管中日两国社

会制度不同，但双方都坚持和平发展，实践证明这是一条

正确道路。正是基于这一重要历史经验，中日在第四个政

治文件(即2008年中日两国发表的《关于推进战略互惠关

系的联合声明》）中正式确认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

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这一政治共

识既是战后70周年总结历史得出的一条重要启示，也合

乎民意，顺乎民心。调查显示，在对两国关系未来的预判

上，确信以及希望“中日实现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比

率，普通公众为66.1%，精英群体为81.5%，远远超出“可

能持续对立”的比率。与此呼应，在对中日关系未来发展

的认识上，“和平”与“合作发展”也被中国公众视为最为

重要的价值观，普通公众选择“和平”的比率为59.6%，选

择“合作发展”的比率为39.6%，精英群体选择“和平”的

比率为66.3%，选择“合作发展”的比率为59.3%。
对于中日两国在亚洲事务上的合作，越来越多的中

国民众持积极态度，普通公众与精英群体选择“支持”与

“比较支持”的比率分别为54.3%和71.8%，较2014年

均呈上升趋势，其中精英群体变化明显，增加了16.2个百

分点。

二、在对中日关系未来总体持积极态度的同时，中国

民众对两国关系现状的评价依然以负面意见为主，领土

争端、历史等敏感问题持续突出。此外，近一时期日本大

幅调整军事安全政策等举措引发中国民众担忧。恪守中

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管控、化解上述消极因

素是今后中日关系能否保持回稳向好势头的关键。

对于当前的中日关系，虽然普通公众与精英群体的评

价总体上比较接近，仍以负面意见为主，但与2014年相比

也并未出现继续恶化的情况。此外，两个群体的变化趋势

呈现差异。在普通公众群体中，各项比率与2014年基本持

平，其中认为“差”或“比较差”的比率为67.2%（2014年

为67.2%）。认为“好”或“比较好”的比率为12%（2014
年为14.9%），表示“说不清”的比率为20.6%（2014年为

17.1%）。精英群体的评价较去年有较大变化。表现为：第

一，持消极看法的比例出现明显的下降，认为“差”或“比

较差”的比率为64.8%，较2014年减少了17个百分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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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示“说不清”的比率出现明显的增加，为28.5%，较

2014年增加了17.5个百分点。认为“好”或“比较好”的

比率没有变化，为6.8%（2014年为7%）。
关于“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中国民众的

认知结构自2005年以来基本不变，集中于领土争端和历

史问题两项。与2014年相比，普通公众选择领土争端的

比率基本未变，为66.4%（2014年为64.8%），精英群体

的比率变化较大，下降了29个百分点，为48.8%。有关历

史问题，与2014年相比，普通公众的选择比率基本未变，

为31.5%（2014年为31.9%），精英群体的比率变化较

大，上升了30个百分点，为49%。
在对领土争端的解决办法上，普通公众与精英群体

认同度最高的为“为守卫领土，应该加强中方的实际控

制”，比率分别为58.2%和48.5%；认同度最低的为“长

期搁置，实现共同开发”，比率分别为14.5%和17.5%。
但是，在主张加强中方实际控制的比率上，两个群体均

呈下降趋势，其中普通公众的比率减少了5.5个百分点，

精英群体的比率减少了22.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两个

群体主张“两国应尽早通过协商争取和平解决”的比率

均较2014年有所上升，普通公众增加了11个百分点，为

43.6%。精英群体增加了7个百分点，为40.3%。
围绕领土争端，中国民众对未来因此发生军事冲突

的预期较2014年更加平和。普通公众选择“不会发生”

的比率为39.2%，居于首位，较2014年上升了11.8个百分

点，精英群体的比率为30.8%，较2014年上升了15.8个百

分点。与此同时，选择“未来会发生”的比率虽有所下降，

但依然较高，两个群体的比率均超过三成。此外，还有两

成的中国民众选择“说不清”，普通公众为19.2%，精英群

体为22.8%。
在历史问题上，由于2015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的特

殊年份，中日两国都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所以中

国民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有所上升。对于解决历史问题

和中日关系的相关性，两个群体均首选“历史问题不解

决，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就无法发展”，普通公众的比率为

47%，较2014年上升了近十个百分点，精英群体的比率为

39%，与2014年基本持平。

有关解决中日两国间历史问题的必要选项，尽管普通

公众与精英群体在具体选项的入选率和排名上有差异，

但列在前三位的选项大致相同，分别为“日本尊重有关侵

略战争的历史定论”、“日本真诚地对侵略历史反省和道

歉”及“日本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历史教育”。较2014
年，两个群体对“日本尊重有关侵略战争的历史定论”的

选择比率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表现出中国民众对日本历

史修正主义倾向的警惕。

2015年8月14日，安倍发表“战后70年首相谈话”。

对于此谈话，中国民众的不满意度高达七八成，其中普

通公众的不满意度为74.1%，精英群体的不满意度为

85.3%。对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两个群体的首选项均为

“不论以何立场，都不应该参拜”，普通公众为60.2%，精

英群体为53.5%。历史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民

意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今后日本能否就此发出积极信息

值得持续关注。

在历史、领土问题之外，2014年以来日本对外与美

国修订防卫合作指针，对内强推安保法案，引发中国舆

论的高度关注，60.3%的普通公众以及71%的精英群体

认为“存在对中国构成军事威胁的国家或地区”。在被问

及具体国家或地区时，均首选日本，普通公众的比率为

81.8%，较2014年增加了26.6个百分点，精英群体的比率

为79.6%，与2014年持平。

三、近年来中日贸易总额和日本对华投资呈现减少

迹象，调查反映出中国舆论对这种状况的担忧。对促进

中日经贸关系的举措，多数意见认为首先需要改善两国

政府关系。

在中日关系对中国重要性的认识上，中国民众高度

认可两国经济关系的作用和意义。在“互为邻国”的首选

项之后，“中日是全球第二、三大经济体”（普通公众为

36%，精英群体为56%）以及“中日经济和产业依存度

高，具有众多共同利益”（普通公众为35.5%，精英群体

为57%）等与经济相关的选项紧随其后。在对改善中日关

系最有效途径的判断上，普通公众对强化两国经济关系

抱有较高的期待，以31.8%的比率位居首位。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2014年达到两倍，

但两国经济合作的互补性并未因此降低，对此中国民众

具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在对中日经济“合作与竞争关系”

的看法上，51.1%的普通公众与77.3%的精英群体认为

“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可以实现合作共赢”。

自2012年起，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两国政治关系

紧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中日贸易额连年下滑。中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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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对两国经贸关系的前景不感乐观，约有五成的中国民

众认为未来几年两国经贸额将继续减少，普通公众的比

率为43.5%，精英群体的比率为51.8%。关于促进中日经

贸关系发展的有效措施，中国民众的首选是“改善两国

政府关系”，普通公众的比率为50.3%，精英群体的比率

为61.5%。
四、当前中国民众对日好感度依然不高，且负面结构

性因素保持多年未变，但对日持正面印象的民众也出现

一定程度的增长。近八成的中国民众重视民间交流对两

国关系发展的重要作用。中国民众去日本的意愿时隔三

年出现止跌回升迹象。

2015年中国民众对日负面印象比率虽仍然保持高

位，但较2014年有所下降，普通公众对日本“印象不好”

和“印象相对不好”的比率为78.3%，较2014年下降了

8.5个百分点，精英群体的同一比率为42.3%，较2014
年下降了16.6个百分点。在负面印象形成的具体因素上，

中国民众的选项持续集中于三项：历史问题（普通公众

为70.5%，精英群体为86.4%）、领土争端（普通公众为

68.1%，精英群体为62.1%）以及日本联合美国包围中国

（普通公众为41.1%，精英群体为50.9%）。
另一方面，2015年中国民众对日正面印象的比率也

在悄然上升，普通公众对日本“印象很好”和“印象相对

较好”的比率为21.4%，较2014年上升了10.1个百分点，

精英群体的同一比率为55.1%， 较2014年上升了16个百

分点。

在“有机会去日本”的意愿上，2015年中国民众一反

此前几年持续的消极态度，普通公众表示“想去”的比率

较2014年增加了13.2个百分点，比率为35.7%，精英群体

同比增加了27.8个百分点，比率为79%。在选择“想去日

本”的中国民众中，旅游观光最具吸引力，普通公众及精

英群体的比率分别为是88%和78.2%。此外，访问历史文

化遗产（普通公众为35.4%，精英群体为51.3%）和购物

（普通公众为36.3%，精英群体为33.9%）也受到欢迎。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重视民间

对话和交流对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作用，76.9%普通公

众和79.1%的精英群体认为民间交流对改善两国关系“重

要”或“比较重要”。在民间交流对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

性的认识上，普通公众及精英群体的意见相对一致，集

中于三点：一是“有助于加深对对方国家的了解”（普通

公众为32.3%，精英群体为64.2%）；二是“有助于扩大

双方共同利益的基础”（普通公众为43.3%，精英群体为

23.4%）；三是“通过交流加深双方国民的理解和互信”

（普通公众为36.1%，精英群体为72.8%）。
2015年5月“日本3000人代表团访华并受到习近平

主席接见”等民间交流活动，在改善两国关系的有效性方

面受到中国民众较高评价。但总体来看，中国民众对目前

两国民间交流现状的评价并不太高，认为不太活跃的比

率，普通公众为40.8%，精英群体为52.3%。
五、近些年来，中日媒体有关对方国家的报道越来

越多。作为民众获取对方国家及两国关系信息的首要渠

道，新闻媒体需要继续努力，化解两国在彼此认知和定

位上的误区，拉近两国国民感情距离。

中国民众获取日本信息的最主要渠道是本国新闻媒

体。89.6%的普通公众以及76.5%的精英群体通过接触

中国媒体（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了解日本，这一比

率较前两年有所增加。在各类新闻媒体中，普通公众将电

视媒体（82.4%）作为首要信息来源，网络媒体的这一比

例为13.2%（PC端，8.5%；移动端，4.8%），报纸入选率

为3.6%，杂志和广播入选率则仅均为0.2%。与之形成对

比的是，精英群体将网络媒体作为首要信息来源的比例

接近六成（59.5%）。其中，移动端网络媒体（31.4%）的

入选比例高于PC端网络媒体（28.1%）。电视媒体的这一

比例为32.4%。与此同时，中国民众获取日本信息的渠道

继续向多样化发展，直接通过日本媒体了解日本信息的比

率，普通公众为19.8%，精英群体为21.9%。直接通过日

本文化了解日本信息的比率，普通公众为21.9%，精英群

体为41.8%。
对于中国新闻媒体报道日本和中日关系的客观公平

程度，75.9%的普通公众予以认可，而精英群体的这一比

例仅为30%。相对地，不认为中国媒体客观公正的普通公

众和精英人士分别占14.8%和42.5%。
整体而言，普通公众和有识之士群体认可网民言论对

广泛民意的代表性。在公众受访者中，84.4%认为网络上

的言论反映民意；在精英群体中，持相同观点的受访者比

例相对较低，但也接近七成（66.8%）。
综上所述，中日关系已有的发展成果来之不易，值得

双方高度珍视，精心维护。未来两国谋求共同发展，既符

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亚洲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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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众如何看待中日关系
2015年10月24日,由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0共同举办的第十一届“北京-东京论坛”在北

京开幕。论坛开幕前夕，由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22日

在北京发布。作为“北京-东京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关系同步舆论调查自2005年首次实施

以来，已成为反映中日两国民意、增进相互了解的重要途径之一，也为论坛提供了重要的民意参数

和讨论话题。

当前中日关系虽然开始逐步走出前几年的严重困难局面，但由于两国之间既有历史感情纠

葛，也有现实利害冲突，形势依然敏感复杂。对于双方政府和国民来说，两国在地理上互为邻国

的物理属性任何时候都无法改变，在影响力上共为亚洲大国的结构格局也将持续。中日关系已有

的发展成果来之不易，值得双方高度珍视，精心维护。未来两国谋求共同安全，实现共同发展，既

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亚洲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习近平外宣思想初探
十八大以来，中国一系列内政外交方面的重大举措获得了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西方主流媒体

把习近平称为中共首个具有“全球视野”的领导人。正是从全球视野的宏观层面上，习近平同志强调

要进一步加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对外话语体系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习近平的对外宣传思想从宏观上把握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性，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

范畴、新表述，提升国际影响力；从操作层面上强调把握传播规律，坚持“中国立场、国际表达”，实

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的目标；夯实国内文化根基，培养文化自觉，

强化文化自信，主动引导国际舆论，积极把握国际话语权。习近平外宣思想结合当前国内外具体形

势，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中共历届领导人的外宣思想，对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

具有里程碑式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立足国家“战略” 探索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的顶层设计
迈入20世纪第二个十年，面对国家层面在国际传播上的阶段性转变，面对“融合时代”的到

来，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正确处理教育与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使其顺应当前国

家的发展；正确处理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的民族化与国际化、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使其找准在横纵坐

标中的定位。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求我们关注当前新闻传播教育中的规律性和前瞻性问题，探索

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的“顶层设计”。

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的“顶层设计”应当配合着国家发展的实际需求，与中国国家层面的几大战

略相呼应，呈现“信息型”“外交型”“创新型”“学习型”四大培养方向。通过建立和完善国际新闻

传播人才的“顶层设计”体系，鼓励和扶持培养院校开展特色鲜明、颇有章程的培养实践，规划和

建设国际化、专业化、多元化的新闻传播教学培养队伍，探索“融合国际新闻教育模式”和“融合国

际新闻学”的发展道路。从国家意识、国际视野、语言能力、传播能力、数据能力、思维能力等方面

培养我国国际传播从业者的“高端对话能力”。

重点导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