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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地缘相近、文缘相通。1 历史上，日本曾多次派遣使者
到唐朝学习，推动了中日两国的友好交流。唐朝高僧鉴真也曾东渡
日本传播佛教，对日本宗教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新中国成立以
来，中日人文交流经历了初期开创、全面发展、深化认知三个历史
阶段。2 步入 21世纪，中日人文交流虽然时有波动，但在 2017 年出
现了向好势头，并于 2019 年正式建立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
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在文化、
教育、青少年、经济、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呈现繁荣局面。

1　 新 华 网：《 王 毅 同 日 本 外 相 林 芳 正 通 电 话》，2021 年 11 月 18 日，
http://www.news.cn/2021-11/18/c_1128077923.htm，2022-09-16。

2　 尹允镇、李文娇：《试论中日人文交流的演变、特征及发展趋势》，《东
北亚论坛》2020 年第 3 期，第 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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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人文交流机制是两国在人文交流领域建立的高级别交流磋商机制，也是中外人
文交流机制的最新成果。2019 年 11 月，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正式建立，既丰
富了我国中外人文交流的常态化制度平台，也为构建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夯实了民意
基础，推动中日关系走向新未来。

2015 年 5 月 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新
时代中日人文交流的新发展指明了方向。讲话指出，“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
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越是两国关系发展不顺时，越需要两国各界人士积极作为，
越需要双方加强民间交流，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创造条件和环境”。1

2018 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在这一重要时间节点，中日两国高
层陆续开展系列活动。5 月 8 日，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10 月 25 日，日本前首相安倍
晋三回访中国，中断近八年之久的中日高层政治互访全面恢复。

2019 年 5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日本德仁天皇即位迎来“令和”时代。中
日两国人文交流步入新时代。

2019 年 6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赴日本大阪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四次
峰会，与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达成十点共识。两国领导人强调，中日都是亚洲文明发
展的重要贡献者，应以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为纽带，持续加强人文领域交流合作，并决
定年内启动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2 本次峰会为中日人文交流机制的建立奠定了
良好基础。

2019 年 11 月 22—26 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同时任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共同
举行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就推动两国文化、教育、体育、旅游、
媒体、影视、地方、妇女、青少年等各领域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规划 2020 年交流

1　 新华网：《习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全文）》，2015 年 5 月 23 日，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3/c_1115384379.htm，2022-08-16。

2　 环球网：《习近平会见安倍晋三，双方达成十点共识》，2019 年 6 月 27 日，https://m.huanqiu.
com/article/9CaKrnKlbCw，2022-08-16。

中日人文交流机制的
历史沿革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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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努力打造一个多元互动、精彩纷呈的人文交流新格局。1 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
机制首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日人文交流机制正式建立。

2019 年 11 月 2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分别致信祝贺中日
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首次会议顺利召开。习近平主席强调，当前中日关系持续改善
向好，希望中日双方共同利用好这一机制，推动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为构建和发
展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提供人文支撑。2

2019 年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了 8 项重要共识：确定 2020 年
为“中日文化体育交流促进年”；恢复和扩大中日双向修学旅行；均衡扩大两国人员往
来，争取尽快突破 1500 万人次，同时办好中日旅游论坛；推进影视、音乐、动漫、出
版等文化产业合作及高水平艺术团交流互访；相互支持办好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和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以奥运合作为纽带，提升两国体育领域交流合作水平；支持新闻界开
展互访和交流合作；共享推进妇女事业的经验，促进男女共同参与发展的合作；同意
2021 年适时在中国举行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3

2020 年 11 月 24 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东京同时任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共同会
见记者。双方达成多项重要共识和具体成果。双方一致同意，相互合作，支持对方举办
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办好这两大盛事。适时举行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会
议，疫情结束后全面恢复双边人员往来，扩大地方交流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相互了解和
友好感情，优化两国关系民意环境。4

2022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为人文交流引领中日关系开启新篇章提供了良
好契机。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在“纪念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思考和平与发展时代主
题”演讲中指出，双方要努力克服疫情影响，积极行动起来，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及民间、
地方交往，保持交流热度频度，增进两国民众相互理解，扭转民意下滑势头。中日关系
的未来寄托于年轻一代，双方要重点加强青少年交流，吸引更多年轻人关心中日关系发
展，积极投身中日友好事业，引领新时期民间友好的新高潮。5

1　 中国政府网：《王毅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共同主持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首次会议》，
2019 年 1 月 25 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19-11/25/content_5455481.htm，2022-08-16。

2　 人民网：《习近平向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致贺信》，2019 年 11 月 25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1125/c1024-31473371.html，2022-08-16。

3　 中国政府网：《王毅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共同主持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首次会议》，
2019 年 11 月 25 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19-11/25/content_5455481.htm，2022-08-
16。

4　 新华网：《王毅：中日达成五点重要共识和六项具体成果》，2020 年 11 月 24 日，http://www.
xinhuanet.com/world/2020-11/25/c_1126781909.htm，2022-09-21。

5　 外交部：《日本大使孔铉佑在日中协会发表“纪念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思考和平与发展时代主
题”演讲》，2022 年 6 月 1 日，https://www.mfa.gov.cn/web/zwbd_673032/gzhd_673042/202206/
t20220601_10697514.shtml，2022-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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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人文交流
相关机构02

图 1   中日人文交流相关机构

中日人文交流由官方和民间共同推动。在官方层面，中方的主要机构包括外交部、
教育部、科学技术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体育总局等；日方的主
要机构包括外务省、文部科学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总务省等。在民间层面，
两国也有许多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人文交流实践。中方的组织主要有中国教育国际交流
协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民间组
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等；日方的组织主要有言论 NPO、日中友好文化交流促进协会、日本
科学协会、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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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人文交流
顶层设计03

日本外务省在 2007 年的《外交蓝皮书》中提出了“Public Diplomacy”（公共外
交）的外交战略。1 日本公共外交包括海外宣传、文化交流、人才交流、与国际组织的
合作、针对文化方面的无偿资金提供、对日理解促进交流项目和其他公共外交。海外宣
传主要负责向其他国家积极输出日本外交政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情况。
文化交流主要是与国际交流基金一道，向其他国家介绍日本的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支
持民间组织的交流活动。人才交流主要包括政府官员、学者、青少年、留学生、体育等
领域的交流。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主要指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大学举办的国际
交流活动。针对文化方面的无偿资金提供主要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振兴文化和高等教育
所需的器材和设施。对日理解促进交流项目主要是指外务省推动的人才派遣、招聘以及
线上交流活动。2

据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统计，2021 年在日中国留学生达 96594 人，占留学生总
数的 46.5%，远超他国。3 留学生作为中外人文交流的民间大使，有着内引外联、牵线
搭桥的作用。日本的公共外交政策毫无疑问促进了中日人文交流。

2019 年 12 月 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
篪同时任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北村滋共同主持中日第七次高级别政治对话。杨洁篪
表示，中日双方应坚持以战略眼光审视和把握两国关系，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坚持
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抓紧落实领导人重要共识，积极推动两国关系健
康稳定发展。杨洁篪指出，世界大变局、亚洲新机遇、中日新时代，为中日关系长远发
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中日双方要不断巩固政治互信，牢固树立伙伴意识，坚持长远大局
观念，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处理矛盾分歧。

1　 外務省：『Magnetism of Japan ～日本のソフトパワーを追って～』（外务省：《Magnetism 
of Japan ～ 追 求 日 本 软 实 力 ～》），2007 年 11 月 28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nnai/
listen/interview2/intv_01.html，2022-08-16。

2　 外 務 省：『 広 報 文 化 外 交』（ 外 务 省：《 公 共 外 交》），https://www.mofa.go.jp/mofaj/
gaiko/culture/index.html，2022-08-16。

3　 参见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https://www.moj.go.jp/isa/policies/statistics/index.html，2022-
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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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一致认为，当前中日关系保持改善发展势头。双方将共同努力，精心设计准备，营
造和谐氛围，确保明年两国间重大政治外交议程顺利进行。1

2020 年 2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同时任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北村滋共同主持中日第八次高级别政治对话。此次对话
正值中日两国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刻，双方就携手抗疫交换意见。杨洁篪指
出，面对疫情，中日两国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相信经过这场疫情考验，中日世世代代
友好下去会更加成为两国人民共同的心愿和行动。北村高度评价中方采取坚决有力措施
抗击疫情并取得显著成效，表示中方的抗疫经验对日方具有积极借鉴意义。日方愿同中
方加强公共卫生安全领域信息共享、经验交流和技术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2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东京同时任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举
行会谈。王毅表示，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并持续改善发展，
值得双方珍惜和维护。两国领导人达成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化竞争
为协调”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日方一道，本着上述共识，着眼“后疫情”时代，
开展更高质量的合作，开创中日互利共赢新局面。双方要克服疫情影响，逐步重启两国
各部门对话交流，继续开展抗疫合作，扩大经贸投资、服务贸易、节能环保、电子商务、
医疗康养、防灾减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地方交流、气候变化等领域互利合作。茂
木敏充表示，王毅国务委员此访是疫情暴发以来日中外长首次面对面会晤，对于重启两
国高级别交往具有重要意义。日方愿同中方一道，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保持两国
高层沟通，重启两国议会、经贸、外交当局磋商和安全对话，扩大两国旅游观光、医疗
保健、节能环保、农产品贸易、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进一步加强两国青少年和文体交
流。日方感谢中方为日本抗击疫情提供的支持，愿同中方加强抗疫合作。双方一致同意，
相互支持对方举办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商定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于 11 月
内启动便利两国商务等必要人员往来的“快捷通道”，建立中日气候变化政策磋商机制
和中日食品农水产品合作跨部门磋商机制，启动 202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纪念
活动筹备工作。3

2021 年 10 月 26 日，中日民间交流最重要的平台之一第十七届“北京—东京论
坛”在北京、东京分会场举行闭幕式。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高岸明宣读《北京共
识》。共识指出，维护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亚洲和世界局势发生深刻变化，

1　 人民网：《中日第七次高级别政治对话在北京举行》，2019 年 12 月 6 日，http://world.people.
com.cn/n1/2019/1206/c1002-31494603.html，2022-08-16。

2　 人民网：《中日第八次高级别政治对话在东京举行》，2020 年 2 月 29 日，http://japan.people.
com.cn/n1/2020/0229/c35421-31610512.html，2022-08-16。

3　 中 国 新 闻 网：《 王 毅 同 日 本 外 相 茂 木 敏 充 举 行 会 谈》，2020 年 11 月 24 日，https://www.
chinanews.com.cn/gn/2020/11-24/9346600.shtml，2022-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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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民众高度关注中日关系走向。尤其需要在政府及民间层面广泛开展坦诚对话，促进
相互理解，探讨两国关系的未来。受新冠疫情影响，中日两国民众的面对面交流减少，
许多对话机制处于停滞状态。在此背景下，更加需要保持并加强民间交流。相信“民间
外交”能够与政府外交互为补充，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发挥独特作用。1

2021 年 11 月 18 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同日本外相林芳正通电话。王毅部
长强调，双方要充分发挥地缘相近、文缘相通的独特优势，以北京冬奥会和今明两年
“中日文化体育交流促进年”为契机，营造积极的民意和社会氛围。林芳正表示，日方
愿同中方一道，以明年两国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为契机，加强对话交流，深化互利合作，
增进国民交往，妥善管控分歧，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承担责任，落实“互不构成威胁”等
共识，推动构建稳定、建设性的日中关系。2

2022 年 8 月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在天津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共同主持中日第九次高级别政治对话。杨洁
篪表示，中日两千多年交往史和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历程启示双方，和平共处、友好合
作是两国关系唯一正确选择。双方应以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政治指引和行动遵循，秉持高
度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刻总结历史，保持定力主见，排除内外干扰，共同致力于构建契
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杨洁篪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间基本
信义。日方应着眼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长远利益，树立正确对华认知，奉行积极务实理
性对华政策，坚持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政治共识，与中方一
道，增进政治互信，摒弃零和思维，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国关系更加成熟稳定、健康
强韧。3

2022 年 9 月 12 日，驻日本使馆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共同主办“不忘初心、开创
未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研讨会。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日本外相林芳
正分别发表视频致辞。驻日本大使孔铉佑、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发表主旨演讲。会上强
调双方要激活民间友好，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及民间地方交往，着眼未来加强青少年交流，
同时为疫后有序恢复人员往来蓄势储能，掀起民间友好新热潮。要坚守正义正道，践行
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在团结还是分裂、合作还是对抗的重大抉择前做出
正确选择，为乱局变局中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4

1　 中国网：《中国发布丨第十七届“北京—东京论坛”发表共识 中日应携手解决全球性问题》，
2021 年 10 月 26 日，http://news.china.com.cn/2021-10/26/content_77834426.html，2022-08-16。

2　 人民网：《王毅同日本外相林芳正通电话》，2021 年 11 月 19 日，http://cjkeizai.j.people.com.
cn/n1/2021/1119/c368504-32287148.html，2022-08-16。

3　 人民网：《中日第九次高级别政治对话在天津举行》，202 年 8 月 18 日，http://cjkeizai.j.people.
com.cn/n1/2022/0818/c368504-32505895.html，2022-09-01。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驻日本使馆举办“不忘初心、开创未来” 纪念中日邦
交 正 常 化 50 周 年 研 讨 会 》，2022 年 9 月 12 日，http://jp.china-embassy.gov.cn/sgkxnew/202209/
t20220912_10765287.htm，2022-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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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人文交流
领域04

在中日人文交流机制下，两国在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健康、地方、青少年、
经贸等领域取得了良好成效。

（1）文化

2020 年 12 月 4 日，中日和合文明论坛以视频会议形式在北京和东京召开。中日双
方友好人士相聚云端，围绕中日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探讨如
何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表达了友好交流、增进共识、携手共促亚洲与世界
和谐繁荣的心愿。1

2021 年 11 月 23 日，“熊猫杯”日本青年感知中国征文大赛举办线上颁奖仪式。
“熊猫杯”日本青年感知中国征文大赛由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
日本科学协会共同主办，截止到 2021 年，已成功举办 8 届。中国驻日大使孔铉佑表示，
8 年来近 3500 名日本青年通过这一平台讲述了自己的中国故事，分享了自己的“中国
观”，为日本民众增进对华认识理解打开了一扇窗口，也为传承和发扬中日友好注入了
新鲜活力。2

2022 年 4 月 9 日至 10 日，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促进中日文化交流，
“OneAsia 亚洲节 2022”暨中日文化交流节在东京都丰岛区举办。活动上，中日两国
艺术家们登台表演了精彩节目，以歌会友、以舞传情，展现中日多姿多彩的优秀民间文
化和深厚友谊。3

1　 人民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东方智慧 中日和合文明论坛召开》，2020 年 12 月 7 日，
http://japan.people.com.cn/n1/2020/1207/c35421-31957400.html，2022-08-16。

2　 人民网：《2021“熊猫杯”日本青年征文大赛举行线上颁奖仪式》，2021 年 11 月 24 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1/1124/c1002-32291148.html，2022-08-16。

3　 人民网：《“OneAsia 亚洲节 2022”在东京举办 促进中日文化交流》，2022 年 4 月 11 日，
http://japan.people.com.cn/n1/2022/0411/c35421-32396246.html，2022-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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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

中日教育交流是中日人文交流的支柱。中日教育交流会作为中日两国教育交流的高
水平盛会，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两国教育界全方位多领域交流的重要平台之一，为两国
学校、学者、青年之间的交流对话搭建了桥梁，为深化两国人文领域交流、增进民众相
互理解与友谊、促进中日友好发挥了重要作用。1

2019 年 11 月 27 日，第六届中日教育交流会在大阪召开。时任中国教育国际交流
协会副会长赵灵山表示，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两国教育交流在双方共同
努力下不断发展，合作领域持续拓宽，水平日益提高，成为中日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为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增进双方相互理解、促进两国共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
用。赵灵山就深化中日民间教育交流合作提以下两点建议。首先，推进高等学校合作出
实效。其次，推进青少年学生交流有实效。前中国驻大阪总领事李天然介绍大阪领区因
为具有大量优质教育资源和得天独厚的社会经济发展优势，成为日本对华教育交流最为
活跃的地区之一。大阪领区日本大学及科研机构吸引了 2.5 万名中国留学人员留学和就
职，并与中国大学、科研机构签署了为数众多的学生互换、共同研究等合作协议。2

2021 年 7 月 9 日，第七届中日教育交流会成功举办。会议以“后疫情时代中日教
育交流”为主题，首次采用“线下 + 线上”双线融合模式，设有中日大学校长论坛、中
日高中教育论坛，分别围绕“后疫情时代高层次人才培养”“后疫情时代中日国际教育
合作”“中日高中教育教学改革”和“中日高中校际交流与合作”等议题展开研讨。中
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王永利对未来中日教育合作提出三点期望：期待中日两国教
育界能够关注当前，助力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聚焦变化，推动中日教育交流合
作更加深入；面向未来，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

（3）体育

2021—2022 年为“中日文化体育交流促进年”。2021 年日本举办的东京奥运会，
2022 年中国举办的北京冬奥会成为了中日两国民众的交流盛会。

两国在筹办奥运会的过程中均向对方提供了支持。中国派出了历来境外参赛规模最
大的奥运代表团支持东京奥运会的召开，日本赴北京冬奥会代表团也是自其首次参加冬

1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第七届中日教育交流会在青岛成功举办》，2021 年 7 月 9 日，
http://www.ceaie.edu.cn/zongheyuyanfabu/bumendongtai/2721.html，2022-08-17。

2　 人民网：《深化人文领域交流 第六届中日教育交流会举办》，2019 年 11 月 28 日，http://
japan.people.com.cn/n1/2019/1128/c35421-31478536.html，2022-08-16。

3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第七届中日教育交流会在青岛成功举办》，2021 年 7 月 9 日，
http://www.ceaie.edu.cn/zongheyuyanfabu/bumendongtai/2721.html，2022-08-17。



《中外人文交流简报》 中日人文交流机制第 3期

11

奥会以来运动员最多的代表团。
《日本经济新闻》称，通过北京冬奥会，以年轻一代为中心的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

得到改善，而日本人在社交网络上支持北京冬奥会和中国选手的事情被报道后，在中国
也获得了很好回应。1

（4）旅游

中日旅游论坛旨在推动两国旅游业发展合作、扩大两国青少年交流和地方交流，是
落实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成果共识的重要举措。

2019 年 12 月 5 日，中日两国政府在日本山梨县北杜市举办第一届中日旅游论坛，
双方围绕尽快实现均衡扩大两国人员往来、争取尽快突破 1500 万人次的目标，就两国
旅游业界进一步加强合作互动达成共识。2

2021 年 12 月 7 日，第二届中日旅游论坛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在浙江绍兴举办，
以“后疫情时代利用高科技手段促进中日旅游业恢复和发展”为主题，中日双方旅游业
界和地方代表围绕主题进行分享交流，论坛期间还发布了《绍兴宣言》。2022 年，第
三届中日旅游论坛计划在日本和歌山县举办。3

（5）健康

中日新时代健康论坛是全球健康论坛框架内的重要会议，旨在推动中日友好交流，
促进两国在绿色发展、碳中和、医疗康养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2020 年 12 月 22 日，第一届中日新时代健康论坛召开。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在疫
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中日两国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应携手并进，在绿色发展、碳中
和、医疗康养、健康城市生活等领域开展更加深入务实的合作，承担共同责任，为全球
环保和健康事业做出共同努力。同时，中日在医疗健康领域具有广泛合作前景和巨大合
作潜力，可在药物和疫苗联合研发及公平分配、双边和多边人员往来、复工复产、公共
卫生治理体系构建和完善等诸多方面展开积极合作。4

2021 年 6 月 3 日，第二届中日新时代健康论坛召开。与会中日两国嘉宾普遍认为，

1　 日经中文网：《夏目英男：冬奥成为促进日中理解的契机》，2022 年 2 月 21 日，https://
cn.nikkei.com，2022-08-16。

2　 新华网：《第一届中日旅游论坛在日本成功举办》，2019 年 12 月 6 日，http://www.xinhuanet.
com/world/2019-12/06/c_1125313687.htm，2022-08-16。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第二届中日旅游论坛在绍兴举办》，2021 年 12 月 8 日，
https://www.mct.gov.cn/whzx/whyw/202112/t20211208_929663.htm，2022-08-16。

4　 人 民 网：《 中 日 新 时 代 健 康 论 坛 举 行》，2020 年 12 月 24 日，http://gs.people.com.cn/
n2/2020/1224/c183356-34491726.html，2022-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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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健康·地球健康”是中日两国秉持的共同理念，中日在康养领域合作前景广阔、潜
力巨大。双方应该通过多层次、宽领域的康养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为全球
健康事业做出努力。1

（6）地方

中国建立国际友好城市最早是与日本开始探索的。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天
津市与日本神户市于 1973 年 6 月正式缔结为第一对友好城市。1973—1978 年，中国
对外建立的 6 对友好城市均与日本缔结。此后，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建设不断拓展。目前，
中国与日本已缔结了 393 对友好城市关系。2 友好城市促进了两国民间的友好往来，也
促进了两地的共同发展。

结对的中日友好城市最初都是双方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或者历史文化名城。中国
方面以上海、北京、西安、杭州等为代表，日本方面以横滨、大阪、京都、东京等为代
表。随着两国关系深入以及经贸关系密切，越来越多中小城市或特色城市担纲了中日友
好城市的主角。友好城市之间除组团互访等交流形式之外，还建立了友好学校、友好电
台、友好医院、友好港口等基层交流形式，为两国关系持续注入了新的内涵。3

2021 年 4 月 6 日，洛阳市与日本冈山市缔结友好城市 40 周年纪念活动——“白
马寺与长泉寺祈福鸣钟”活动在两地同时举行。自 1981 年缔结友好城市以来，两市始
终秉持开放理念，共享发展机遇，拓展合作领域，深化交流交融，共同推动两市友好事
业行稳致远。洛阳市白马寺和冈山市长泉寺也一直保持着佛教文化交流的友好互访活动，
促进了两市深入了解。4

2022 年 6 月 17 日，2022 中日经济与环境交流合作论坛在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
发区举办。相城区于 2020 年 4 月获批中日（苏州）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成为全国唯
一一个覆盖县级全域的示范区。在本次论坛上，相城区公布对日合作最新成果，同时借
此次论坛，相城区广邀中日企业、金融机构代表、涉日机构等云端相聚，继续深化合作
共谋发展。5

1　 日本医疗国际化机构：《第二届中日新时代健康论坛成功举办》，2021 年 6 月 7 日，https://
ngmo.or.jp/cn/?p=987，2022-08-16。

2　 参见日本中国友好协会：https://www.j-cfa.com/document/，2022-09-01。
3　 日本東方新報：《日中友好城市温暖彼》，2022 年 9 月 2 日，http://www.livejapan.cn/static/

content/review/review_sound/review_sound_editorial/2022-09-02/1015337494377533440.html，
2022-9-14。

4　 洛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钟声越洋传友谊  文明互鉴开新篇 纪念洛阳市与冈山市缔结友
好 城 市 40 周 年 祈 福 鸣 钟 活 动 顺 利 举 行》，2021 年 4 月 7 日，http://www.lywqb.gov.cn/newsshow.
php?id=656，2022-9-14。

5　 人民网：《2022 中日经济与环境交流合作论坛在苏州相城举办》，2022 年 6 月 21 日，http://
js.people.com.cn/n2/2022/0621/c360301-40004388.html，2022-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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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 21 日，山东省—山口县结好 40 周年交流会暨（中国）山东—日本友
城交流周在济南开幕，以“重温初心、共向未来”为主题，旨在携手打造中日地方友城
合作典范，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贡献地方力量。1

（7）青少年

2018 年 10 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在今后 5 年实施
总规模为 3 万人的青少年互访交流，并将 2019 年设为“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为
此两国外相签署了《日本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加强青少年交流的备忘录》。2

在“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里，中日联合举办了以下活动。
2019 年 1 月 12 日，“中日友好成人仪式”在日本驻华大使馆举行。据日本共同社

报道，中日友好成人仪式始于 2011 年，作为草根交流的一环，由日本留学生提议举办，
至 2019 年已是第九届。3 学生们以成年为契机，将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继续坚持中日友
好的理念，成为中日人文交流的桥梁。

2019 年下半年，日本多次举办“樱花科技计划”活动。4“樱花科技计划”（中日
青少年科技交流计划）为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JST) 自 2014 年启动的中方优秀青少
年访日项目。自 2014 年以来，已有 10000 余名中方青少年赴日，体验日本的前沿科技
和传统文化。5

2019 年 12 月 23 日，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中国日本友好协会联合主办的中
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大会召开。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贺信中指出，当前中日关系正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两国年轻人要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以一点一滴的实际行动坚
持不懈地做中日友好的维护者、中日交流的促进者、中日合作的推动者。6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以使肩负中国和日本未来的年轻人“心连心”为主题，开展了三
项事业：“高中生交流事业”“中日交流之窗”和“强化纽带事业”。7“中日青少年交

1　 中国新闻网：《（中国）山东—日本友城交流周在济南开幕》，2022 年 07 月 21 日，https://
www.chinanews.com.cn/gn/2022/07-21/9808958.shtml，2022-08-16。

2　日本国驻华大使馆：《“日中青少年交流促进年”认定活动官方日程》，2020 年 1 月 6 日，
https://www.cn.emb-japan.go.jp/itpr_zh/00_000111.html，2022-08-17。

3　 环球网：《深化两国青年交流，第九届中日友好成人仪式在北京举行》，2019 年 1 月 14 日，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gZOH，2022-08-17。

4　日本国驻华大使馆：《“日中青少年交流促进年”认定活动官方日程》，2020 年 1 月 6 日，
https://www.cn.emb-japan.go.jp/itpr_zh/00_000111.html，2022-08-17。

5　 科学技術振興機構：『パンフレット・報告書 | さくらサイエンスプログラム』（科学技术振兴
机构：樱花科技项目），https://ssp.jst.go.jp/pamph/，2022-08-16。

6　 人民网：《青春洋溢、携手同行　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大会在京举行》，2019 年 12 月 24 日，
http://japan.people.com.cn/n1/2019/1224/c35421-31520612.html，2022-08-16。

7　 国際交流基金：『日中 21 世紀交流事業とは』（国际交流基金：《日中 21 世纪交流事业简介》），
https://xinlianxin.jpf.go.jp/zh/about_zh/，2022-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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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促进年”里，国际交流基金曾多次开展中日交流活动。如 2019 年 3 月 14—21 日举
办的日本高中生短期访华活动、9 月 17—29 日举办的大学生交流活动、11 月 1—5 日
开展的令和元年“心连心：中国高中生长期邀请事业”高中校长·教师访华事业等。1 这
些活动增进了中日青少年对彼此的了解，提高了中日人文交流的质量和持续性。

2022 年 3 月，中国驻日本使馆举办“携手向未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
中日大学生论坛”。中国驻日本使馆临时代办杨宇表示，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
中日关系的美好前景，需要青年一代共同努力实现。他向中日学生们提出了要有独立思
考的能力、要做中日沟通的桥梁、要立中日友好的志向三点建议。2

2022 年 6 月，由中国教育部支持、北京大学主办的“亚洲青少年交流计划”结束
四门课程学习。“亚洲青少年交流计划”于 2021 年 9 月启动，旨在促进亚洲青少年之
间的深厚友谊，促进中日两国未来杰出人才的互信与理解。项目期间，来自中日两国顶
尖中学的一百余名中学生跟随北大教授学习人工智能、化学和生物医药、心理和脑科学
以及人文艺术领域的知识，探索相关学科的前沿研究课题与先进研究成果。两国学生通
过线上直播和平台互动，跨越了语言障碍，在思维碰撞中获得了启发、增进了友谊。3

（8）经贸

中日双边贸易是中日经济关系的基础。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以后，双边贸易额不断
扩大，从 1972 年的 10 亿美元到 2011 年的 3428.9 亿美元，几乎每隔 10 年就上一个
台阶。此后，2012 年—2020 年的 9 年间，受多重因素影响，年平均增长率为 -0.67%，
与之前增长速度相差甚远。然而，2021 年，中日贸易逆势增长，同比增长 17.1%，贸易
总额高达 3714.0 亿美元，刷新了历史新高。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日本对华出口增长
19.2%，对华进口增长 16.3%，与中方统计基本相同。4 2022 年 1 至 6 月，我国对日
本出口 5,376.0 亿元，同比增长 3.5%。5 而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正式生效实施，中国、日本两个贸易大国首次建立了自贸协定关系，双边贸易促进效应

1　 日本国驻华大使馆：《“日中青少年交流促进年”认定活动官方日程》，2020 年 1 月 6 日，
https://www.cn.emb-japan.go.jp/itpr_zh/00_000111.html，2022-08-17。

2　 人民网：《驻日使馆举办“携手向未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中日大学生论坛”》，
2022 年 3 月 31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331/c1002-32389283.html，2022-08-16。

3　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亚洲青少年交流计划”第四次直播课暨结业仪式举行》，2022 年 6 月
21 日，https://www.oir.pku.edu.cn/info/1035/6094.htm，2022-08-18。

4　 张季风：《中日经贸关系：“危”“机”并存，前景可期》，《东北亚学刊》2022 年第 2 期，
第 3-14 页。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2022 年 1 至 6 月我国对日本进出口情况》，2022 年 7 月 27 日，
https://www.ndrc.gov.cn/fggz/jjmy/dwjmjzcfx/202206/t20220624_1331530.html?code=&state=123，
2022-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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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显现，中日经贸合作将迎来更多发展机遇。1

2021 年 12 月 16 日，第 38 届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举行。中方首席代表、中国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马建堂指出，2021 年前三季度，中日双边贸易同比增长超
过 20%，展现出强劲韧性和巨大潜力，更加凸显了中日经贸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符合市场规律，符合中日两国人民利益。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贯彻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日方提出了兼顾增长与分配的“新资本
主义”发展理念，双方可以进一步拓展在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产业链供应链，以及区
域和多边领域的务实合作。日本政策投资银行董事长木下康司认为，中长期看，日中两
国面临一些共同课题，如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碳中和等气候变化应对措施，人口老龄化
问题等。相信两国在相关领域加强合作，能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有力支撑，也为双方
解决上述问题共同发挥引领作用。2

2021 年 12 月 27 日，由中国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与日本经济产业省、日中经济协
会共同举办的第十五届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以视频方式举行。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是
国务院批准的综合性论坛，2006 年至今成功举办 15 届，累计签署合作项目 413 个，已成
为中日两国节能环保、绿色发展领域合作的重要平台。3 在第十五届论坛上，中日双方表示，
要着眼于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引领下的经济复苏、绿色发展
和民生改善。一是扩大亚太高水平开放。二是加强政策对话交流。三是深化节能环保领
域合作。4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共商务信息服务：《RCEP 红利显 中日经贸暖意浓》，2022 年 8 月 19
日，http://chinawto.mofcom.gov.cn/article/e/s/202208/20220803342259.shtml，2022-09-01。

2　 中日经济交流网：《重要历史节点将至，中日如何加强经贸合作？》，2021 年 12 月 17 日，
http://cjkeizai.j.people.com.cn/n1/2021/1217/c368505-32311027.html，2022-08-17。

3　 新华网：《第十五届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以视频方式举行》，2021 年 12 月 26 日，http://
www.news.cn/2021-12/26/c_1128202491.htm，2022-08-16。

4　 人民网：《第十五届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举行 双方签署合作项目 11 个》，2021 年 12 月 27 日，
http://japan.people.com.cn/n1/2021/1227/c35421-32317508.html，2022-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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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人文交流的
特点总结与未来展望05

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的建立，在拓宽中日人文交流格局、提高中日人文交
流水平、丰富中日人文交流内涵、增进两国人民友谊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
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是我国中外人文交流“十大”机制中最年轻的机制，也是推
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第三支柱——人文交流制度化发展的最新成果，表现出历史基础
深厚、发展潜力巨大、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紧密相关等特点。

首先，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古代日本大规模吸收借
鉴中国先进的大陆文化，近代中国也将日本作为学习西方工业文明成果的窗口。新中国
成立后，“以民促官”的策略为两国关系正常化营造了良好氛围。1972 年中日邦交正
常化为中日人文交流事业注入了新活力，两国的人文交流由局限于民间主导转向政府和
民间两方发力、协同推动。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的顺利建立有赖于两国人文交
流深厚的历史经验，也为发展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提供了制度化平台。

其次，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一方面，在外部条件
上，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一苇可航；1 两国同属东亚文化圈，对于共同文化有高度认同
感。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地缘政治条件，有助于两国凝聚共识、弥合分歧，释放人文
交流的最大潜力。另一方面，在内在动力上，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日人文交
流的内容也日益丰富，涵盖了文化、旅游、教育、体育、地方合作、经贸交流等多种形
式，多领域布局有助于实现两国人文交流的深层次发展。

最后，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同两国政治经济紧密相关。经贸关系既是中日
关系的压舱石，也是推进器。2 2002 年与 2007 年中国分别成为日本最大进口对象国、
最大贸易对象国，3 2021 年日本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
增强为官方、民间积极开展人文交流提供了强大驱动力。政治关系对于中日人文交流也
具有显著影响。两国在历史、领土、主权等议题上存在一定分歧，当这些敏感性矛盾被

1　外交部：《王毅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研讨会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2022 年 9 月 12
日，https://www.mfa.gov.cn/wjbzhd/202209/t20220912_10765250.shtml，2022-09-16。

2　张季风：《中日经济关系透视与展望》，“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2017 年 8 月 26 日 -27 日。

3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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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化时，中日人文交流也会出现较大波动。但也需要注意到，人文交流对政治互信、经
贸合作也有强大的反作用，宽领域、高质量、常态化的人文交流机制能够为中日两国政
治互信、经贸合作进一步实现突破性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2022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推动中日人文交流
进一步发展是需要思考的重大时代命题。

首先，要进一步筑牢中日人文交流的民意基础。2021 年 10 月 20 日，中国外文
局和日本言论 NPO 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 2021 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调查显示，
70.9% 的中方公众受访者认为中日关系“重要（或比较重要）”，66.4% 的日方公众受
访者持同样观点。80.6% 的中方公众受访者和 56.4% 的日方公众受访者均认为历史问
题是中日关系的重大问题。62.4% 的中国公众受访者和 56.7% 的日本公众受访者将领
土争端视为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最主要问题。1

2022 年 1 月 21 日，日本内阁发布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调查结果如下图所示。2

图 2 日本内阁发布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一方面，两国人民都认同中日两国作为东亚近邻要保持和
谐的双边关系，承担促进地区稳定的责任与义务。另一方面，历史、领土与安全三大问

1　中国网：《中国发布丨 2021 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发布 两国公众认同中日关系重要性》，
2021 年 10 月 20 日，http://news.china.com.cn/2021-10/20/content_77822084.html，2022-08-16。

2　 参见：内閣府（内阁）：https://survey.gov-online.go.jp/r03/r03-gaiko/2-1.html，2022-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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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依旧影响着中日政府之间的往来，两国人民对彼此的好感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因此，
必须筑牢中日人文交流的民意基础，以推动两国更深层次的双边关系发展。

其次，要重视中日人文交流与政治互信的双向作用。中日两国作为东亚地区的大
国，两国关系对于地区发展与和平有着深远且重大的影响。当前，两国关系具有“政冷
经热”、“官冷民热”的特点，在历史、领土与安全等敏感性议题上依旧存在分歧。而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互鉴是人类文明的根本属性。中日两国要维护地
区稳定，坚持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不动摇，更加需要注重发挥两国人文交流与政
治互信的双向作用。

最后，要创新中日人文交流方式，拓宽中日人文交流领域。新冠疫情的暴发对全球
人文交流造成了一定阻碍，但中日两国的人文交流仍显现出持续性和顽强性。2020 年
新冠疫情暴发，日本政府和许多地方、企业主动向中方捐赠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防
疫物资，物资包装箱上写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让中国
民众深受感动。1 不久后，新冠疫情在日本扩散，中国政府、有关地方和民众遂向日方
捐赠大量口罩等防疫物资。浙江省杭州市一家爱心企业捐赠的口罩上写有“春暖雁北归，
捎带心意越洋飞，羁绊衣带水。”赠我古诗，俳句相还。“用对方能够读懂的语言，传
递我们真实情感。”这是援日物资俳句作者——曾在日本工作多年的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教师夏瑛表达的初衷。2 患难见真情，中日两国政府和民众守望相助，借诗句互勉抗疫。
这表明，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人文交流始终为两国民心的强韧纽带。为应对新冠疫
情带来的影响，中日人文交流可在公共卫生、绿色发展、智慧城市和医疗健康等新领域
着重发力，加快探索“云对话、云展览、云推介”3 等新形式。

50 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改变了此前 100 年以来的中日关系发展轨迹，促进了中
日关系走向友好合作。50 年后的今天，处于新时代百年变局下的中日关系在外部环境上
发生了许多变化。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日关系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与稳定都至关重要。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日两国需要充分发挥中日人文交流机制的作用，继续充实双边关
系的内涵，进一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为构建和发展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提供人
文支撑，为推动构建东亚人文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实质性和典范性的力量。

1　 人民网：《外交部：日本暖心举动，中方铭记在心》，2020 年 2 月 5 日，http://japan.people.
com.cn/n1/2020/0205/c35421-31572713.html?ivk_sa=1023197a，2022-09-01。

2　 人民网：《通讯：山川异域同风雨——记中日民众借诗句互励共抗疫情》，2020 年 5 月 6 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506/c1002-31698505.html，2022-09-01。
　  3　 熊淑娥，《疫情下中日民间交流新动向》，杨伯江等主编：《日本蓝皮书：日本研究报告（2021）》，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第 1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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