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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日两国隔海相望，乃是“一衣带水”之近邻。
自古以来，中曰两国人民就有着友好、密切的交流，可谓是源远流长。
但到了近代，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及艺术等领域全盘西化，从此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明治维新的富国强兵、大正时代的市民意识及昭和时代的对外侵略扩张，特别是工937年日本发动的那
场侵略战争，给中国及亚洲人民带来了精神上、肉体上无比深重的“创痕”。
那场战争的直接受害者和间接受害者对于灾难和痛苦的记忆是深远的、难以忘却的。
这就是历史。
　　一直以来，“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是我们对中日关系的基本叙述。
可是，地域上的接近并未带来相互认识上的接近，可以说，两国国民远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相互理解
。
在文化历史方面有着如此渊源的两个国家，相互之间居然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认识鸿沟，原因何在？
这颇令人深思。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人和日本人要想解开这个疑问，最好的方法和手段莫过于理性的思维。
也就是说，两国的政治家、学者应本着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科学、客观、冷静地来面对目前所存在
的棘手问题。
简言之，本科研项目组认为，要以客观直接的方法来对日本做一详细而全面的介绍。
世界是如何看待日本的？
中国是如何看待日本的？
日本又是如何看待日本的？
我们打算从翻译入手，通过直接的翻译工作来客观地介绍和传递来自世界、中国以及日本的不同声音
，让彼此间不同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在相互的碰撞、激荡中达到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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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劳动社会学》依托大量统计数据，客观地把握住了日本劳动世界的真实情况，并把焦点对
准了限制日本人自由选择劳动方式的国家大环境，指出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侵害了劳动者的
自由选择权，影响了日本外部劳动市场的劳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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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过，过去十年的发展却给社团主义的框架投上了阴影。
劳动者的最高组织“连合”的影响力显著下降。
劳动组织的组建率在最近的20年里大幅下滑（参照第9章）。
“连合”对于涉及全体日本劳动者福利政策的影响力也大幅萎缩。
曾经是日本参会劳动者政治代表的日本社会党（现在的社会民主党）只是暂时性地进入了村山的联合
内阁（1993－1996年），之后一直在苟延残喘。
正如清水直子及其他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日本的劳动工会缺乏对决策层的影响力，那么劳动工会
是否有存在的意义，社团是否具有抗衡力，都不免让人心生疑窦（清水1997）。
　　上述怀疑并不新鲜。
加仑逊和尾高质疑日本的劳动工会是否真正对工会成员的关心事进行了有效的干预
（GalensonandOdaka1976）。
河西宏祐证明了当经营者试图引入对经营者有利的人事制度时，很多劳动工会似乎都临阵倒戈，站在
了经营者一边（河西1992a）。
不过这种观点并未否定劳动工会在企业层面上为提高成员福利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河西1992a
，Benson1994，1996）。
　　关于社团主义框架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并不如以前那么默契，预测变得越来越困难
。
通产省的影响力在过去15-20年间大幅下降，尽管“日经联”和“经团连”进行了合并，经营者团体对
其成员的统治力依然在逐步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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