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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以人口问题、移民问题、气候变化、低碳经济、粮食安全、土地问题、技术进步、政局变化
和中日关系为切入点，向读者介绍了日本自二战后至今的政治、经济、外交、安全和社会方面的过去
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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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昭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日本经济学会顾问，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
长。

　　林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副主编、编辑部主任，中华日本学会编辑出版部
主任，世界知识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特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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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人口问题
　第一节　从“多生多死”到“少生少死”
　第二节　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
　第三节　少子化与老龄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第四节　日本应对人口少子化、老龄化的对策
第二章　移民问题
　第一节　日本的移出民与移入民
　第二节　战后日本对待移民问题的态度和政策
　第三节　日益高涨的要求实行“移民立国”的呼声
　第四节　中国人成为日本移入民的最大源泉
第三章　气候变化
　第一节　从《气候公约》到坎昆会议：日本的作用
　第二节　日本温室气体排放状况
　第三节　从“鸠山倡议”到“化石奖”
　第四节　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竞争与合作
第四章　低碳经济
　第一节　《低碳社会行动计划》的确立
　第二节　日本的中期减排目标、相关对策及预算
　第三节　日本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进展与问题
第五章　粮食安全
　第一节　日本粮食自给率及其国际比较
　第二节　从日本农村看粮食自给率偏低的原因
　第三节　日本人饮食等生活变化对粮食自给率的影响
　第四节　日本农业问题对中国的启示
　第五节　从日本看世界：人类粮食够吃吗？

第六章　土地问题
　第一节　“小农论”、“大农论”、“中农论”
　第二节　保守政党需要保守化的农村做政治地盘
　第三节　农地如同“虫蛀”般地遭侵食
　第四节　农民担心租出去的地“有去无归”
　第五节　高米价影响土地流转
　第六节　强制“减反”限制了土地的流动性
　第七节　日本能否克服土地流转之难？

第七章　农协组织
　第一节　农协诞生和发展的历史
　第二节　农协的组织现状与特点
　第三节　日本农协的功与过
　第四节　农协改革是大势所趋
第八章　技术进步（上）
　第一节　社会需要与技术进步
　第二节　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
　第三节　企业间竞争与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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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企业内关系与技术进步
第九章　技术进步（下）
　第一节　从制造业看日本的技术进步
　第二节　日本技术进步的主要特点
　第三节　日本技术进步对我国的启示
第十章　政局变化
　第一节　1993与2009：两次大选的比较
　第二节　留下重大历史意义的鸠山短命内阁
　第三节　民主党与自民党的“共性”与“个性”
　第四节　“脱官僚”政治的进退
　第五节　从鸠山的理想主义到菅的现实主义
　第六节　大地震后的日本政局
第十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日关系
　第一节　战后日本和平发展与中日关系
　第二节　中国改革开放与学习“日本经验”
　第三节　中国改革开放与日本对华ODA
　第四节　20世纪90年代中日经济的不同表现
　第五节　2002～2006年的“政冷经热”
　第六节　民主党执政后的中日关系
第十二章　世界潮流与中日关系
　第一节　什么是当今“世界发展潮流”
　第二节　中美博弈与中日关系
　第三节　对当前和今后中日关系的认识与展望
　第四节　日本大地震后的中日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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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鸠山由纪夫等民主党领导人以及聚集在他们周围的一批知识界精英在思想倾向上带有
自由主义色彩，对“修宪”之类的国家主义议题的关注程度有所下降；在对外关系上要“排除极端民
族主义”，开展“友爱”外交。
①他们这种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政治右倾化潮流中属于少数派。
因此，民主党上台给人们带来一种希望，这就是引领日本国内的政治潮流走出右倾化、鹰派化和民族
主义的泥潭。
人们期待民主党上台或可成为扭转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政治长期右倾化倾向的一次重要契机。
但是，日本的右倾化潮流有着十分深刻的根源，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遇到的挫折乃至1991年苏联的解体。
众所周知，在冷战时代，自民党与以社会党为首的革新政党之间“保革对立”的政治格局，在很大程
度上与美苏对立的两极格局存在着“内外呼应”的关系，因此，美苏对立的两极格局崩溃以及自民党
的长期统治对日本国内政治不能不带来极其深刻的影响，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右倾化保守化潮流。
鸠山内阁上台后，尽管其领导层显示出“脱右倾化”、“脱民族主义化”的倾向，但是，长期与自民
党磨合的日本主流媒体乃至整个舆论界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受舆论界所左右的日本国民思潮的改变还需
要一个长期过程，因而导致出现鸠山等民主党领导层与现存的主流舆论和习惯势力“上下脱节”的现
象，进而使鸠山的“脱右倾”、“脱过度亲美”、“脱民族主义”的政策取向受到很大的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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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日本报告》：世界第一“少子化、老龄化国家”，安全、市场、能源的对外依赖大国，战后技
术进步的辩证法，“走马灯政局”不断上演新戏，发展顺应世界潮流的中日关系，强震、海啸、核泄
漏：日本如何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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