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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发展报告(2009)》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推出的首部日本蓝
皮书。它对2008年以来日本的经济、政治、外交、社会文化的总体形势和新动态以及一些热点问题，
做了全面的回顾和分析，并就日本的未来发展做了展望，还收录了该年度中国日本研究的主要学术成
果、日本大事记、重要经济统计数据和中日关系文献。
总体而言，2008年日本形势严峻。在经济方面，源自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日本实体经济受
到重创，股市暴跌，日元升值，出口下降，生产骤减，GDP数季度持续呈现负增长，陷入战后最严重
的衰退之中。日本政府不得不暂停缩减财政赤字的计划，转而采取紧急救助措施和刺激经济计划，以
期尽快走出困境。在政治方面，日本首相再次闪电式更迭，显示了“1955年体制”崩溃后的政党政治
仍旧处在动荡与摸索之中，在朝野政治口号本质趋同的情况下，应对经济危机和迎合国内政治诉求，
成为朝野两党争夺政权和维持政权的主要因素。在外交上，面对美国与中国关系的发展，日本在强化
日美同盟的同时，积极参与东亚及对非经济合作乃至国际事务，以实现“主体性外交”的战略意图。
日本对中国汶川大地震后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的援助、对北京奥运会的支持和推进青少年交流等，表
现出其对对华外交的重视。中日关系迎来暖春。中国国家元首时隔十年实现访日，中日签署第四个政
治文件，两国关系进入新的战略共识形成与完善期。在社会生活方面，雇佣结构的变化给日本社会带
来冲击，人们普遍关心的养老金制度的完善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尚未有明显进展，地区差距和收入
差距继续拉大，贫困阶层人口增加，加速了社会转型期的分化与重构。
展望2009年，日本政局乱象或许将持续，大选无论对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将是严峻的考验。而更大
的考验来自经济，日本经济将以走出危机为首要目标，可望在2009年下半年止跌，但走向复苏恐怕最
早也要到2010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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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薇，女，北京市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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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语学术动态篇　2008年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概况　2008年中国的日本政治、历史研究概况　2008
年中国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概况资料篇　2008年日本大事记　主要经济统计数据文献篇　中日关于全
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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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体制与编制整改成效显著　　1.防卫省改革　　《2008年版防卫白皮书》专门设立了一个
部分来论述防卫省改革的有关情况，这足以说明日本防务领域的年度工作重心所在。防卫厅在2007年1
月升格为省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各级防卫部门被曝光管理混乱、丑闻不断，招致了日本国民的不满和
失望。为此，日本政府决定从“组织文化”和“组织机构”两个方面对防卫省进行彻底改革。根
据2008年7月出台的“防卫省改革会议”最终报告，前项改革确定了“严格遵守纪律”、“树立职业精
神”和“确立整体优化目标下的任务优先型业务运营体制”三项基本原则；后项改革的重点放在构建
防卫省在防务决策与指挥中的中枢功能上。一旦新的改革设想得到贯彻，日本防卫系统的运行体制将
实现一定程度的“整体优化”。由此，防卫省因其军事决策和指挥中枢功能得到加强而将迎来大幅度
的变革。　　2.海上自卫队实施大规模整编　　2008年3月，自卫队在总体层面上设立了直属联合参谋
长（统合幕僚长）的信息通信部队——“自卫队指挥通信系统队”，队员来自陆海空三个自卫队共计
约160人，这是日本首支多军种联合任务部队。“系统队”的工作此前由原来的联合参谋部指挥通信部
指挥通信运用课负责，由于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需要，此次扩编整合为级别更高的联合任务部队
。此外，2008年度日本防卫预算还拨付了成立“自卫队情报保密队”的费用，它是属于与上述“系统
队”同等级别、直属于联合参谋长的常设联合任务部队。该部队实际是一支专门的反间谍部队，成立
目的是为了解决自卫队记录不佳的情报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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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发展报告（2009）》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推出的首部
日本蓝皮书。　　2008年，日本形势严峻。国际金融危机之下，股市暴跌，出口下降，日元升值，实
体经济遭受重创。福田首相就任不到一年即闪电辞职，“1955年体制”崩溃后的政党政治仍旧处在动
荡与摸索之中。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日本积极参与亚洲以及对非经济合作乃至国际事务，以实现
“主体性外交”的战略意图。而雇佣结构的变化给日本社会的稳定带来冲击，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继
续拉大，贫困阶层人口增加，加速了社会转型期的分化与重构。　　中日关系迎来暖春。中国国家元
首时隔十年实现访日，中日签署第四个政治文件，两国关系进入新的战略共识形成与完善期。　　展
望2009年，日本政局乱象或将持续，大选无论对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将是严峻的考验。而更大的考
验来自经济，日本经济将以走出危机为首要目标，可望在2009年下半年止跌，但走向复苏恐怕最早也
要到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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