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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1851年的伦敦博览会、1867年的巴黎博览会，到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1970年大阪世博会，
从1910年南洋劝业会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世博会的历史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及东亚的变迁。
在本书中，来自中、日两国的学者从“早期世博会与东亚的参与”、“东亚经济环境的巨变”、“清
末民初人士对日本博览会的观摩”、“南洋劝业会与国人的认识”、“战前中国的尝试与战后日本的
飞跃”和“从2010年上海世博会展望未来”等方面，站在东亚的角度，围绕晚清及日本举办国内劝业
会和参与世界博览会的过程，深入研讨东亚现代化经验，强调了东亚加强合作、寻求和谐与繁荣的必
要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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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10年中国南洋劝业会举行之前，日本和美国开展过四次颇具规模的商业互访活动，其主要包括
：1908年美国实业团访问日本、1909年日本实业团访问美国、1910年日本实业团访问中国以及1910年美
国实业团访问中国①。
首先，本文综合相关专业领域的最新成果，意在阐明“日美民间经济外交”的诸种特征。
其后，笔者将讨论两国间实业团互访的具体影响。
最后，从“日美民间经济外交”角度分析日美关系，为本文作出总结。
笔者的研究以1910年中国南洋劝业会为切入点，目的在于指出并剖析那一时期日美关系的新面向，以
期对20世纪初期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有更为明晰的理解。
值得指出的是，正是20世纪初期的国际格局，为21世纪的日、中、美三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调②。
　　二、四次实业团访问的特点　　日美两国间策划的民间经济外交，其首要特征在于：四次大型的
实业团于三年之内连续派出，且彼此之间各有关联。
从派遣代表团的时间和顺序来看，日本和美国的实业团体皆目的明确。
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两国在安排实业团的派遣时十分注重同中国的关系往来。
日本和美国争相进人中国市场，固然是由于两国商业上的敌对和竞争关系，可两国也并未舍弃合作的
原则；日本和美国彼此心照不宣，相互支持了对于中国市场的共同开发。
因此，这一系列的商业互访活动，是在日、美、中渐渐形成的三方关系框架之内开展的。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仅仅三年之内便可四次跨太平洋进行规模颇大的实业团访问。
如果互访仅限于日美或者日中两国关系框架之内，那么日美实业团对于互访的热情就难以得到令人信
服的解释①。
另外，实业团的多数成员均来自各实业的大亨，于他们而言，为了金融和商业合作而进行长达一个月
有余的远洋航行，亦绝非易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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