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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了解改革开放后全国日本研究的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在日本国际交流

基金会的资助下，于 1984年首次进行了全国日本研究机构和日本研究学者的调查，并于 1985

年编印了《中国的日本研究》（上、下册），于 1987年出版了日文版。1995年，中华日本学会

和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下，又进行了第二次全国日本研究机构和

日本研究学者的调查，并于 1997年出版了《中国的日本研究》中、日文版，受到日本研究学

界的好评。 

 

  为进一步了解全国日本研究的最新状况，总结日本研究的经验，为今后发展日本研究事业

提供参考，加强日本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的交流，促进中国的日本研究界与日本及国际日本研

究界的交流，中华日本学会、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合作，于 2008年 5

月至 2009年 3月，进行了第三次全国日本研究调查。在学会领导和全国各日本研究机构及学

者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各方努力，本次调查顺利完成。本资料即是调查的成果之一。 

 

  本次调查的对象是国内的日本研究学会、主要日本研究机构和日本研究学者。由于力量所

限，本次调查没有包括香港、台湾、澳门的日本研究学会、机构、学者以及海外的中国籍日本

研究学者。本次调查共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发出调查表 1550套，其中学会和机构

123套，研究者个人 1430套（由于一些被调查者使用了复印的调查表，实际调查表数要比发

出的数多一些）。收回有效调查表 1140多套。其中研究机构、学会 100套，研究者 1040人。 

 

  由于近年大学日语教育急速发展，设置日语系或教研室的大学大幅度增加。据统计，到

2009年，全国共有 385所本科大学设立了日语系或日语专业。但为了重点体现日本研究的状

况，本次调查将是否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作为日本研究机构的收录标准，因此一些参与调查的

大学日语教学单位未能被收录。 

 

  本次调查虽经多方协作并付出巨大努力，仍有若干不尽如人意的遗憾。由于近年来被调查

者住址、通讯方式变动很大，大量日本研究学者分散在各大学的专业学院工作，部分学者退休，

致使个别日本研究机构和相当数量的学者未能获得我们发出的调查信息。 

 

  本资料集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对十年来全国日本研究最新进展的概述，第二部分是

全国主要日本研究学会和机构名录，第三部分是全国日本研究学者名录。 

 



  本次调查得到了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蒋立峰先生、秘书长高洪先生等领导以及各学

会、各研究机构和各位学者的大力支持。中国社科院日本所林昶、亚太所李文、北京大学李玉、

宋成有、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杨栋梁，李卓，宋志勇，清华大学刘晓峰、中日关系史学会徐启

新、北京日本学中心徐一平、黑龙江大学安成日、吉林大学李玉潭、陈景彦、东北师范大学陈

修秀武、辽宁大学王铁军、大连外语学院宫伟、西安外国语大学刘建强、山西大学米彦军、天

津师范大学王晓平、河北工业大学贺亚芹、山东大学王慧荣、青岛大学李广民、洛阳外国语学

院徐万胜、南京大学彭曦、复旦大学胡令远、同济大学蔡建国、华东师范大学高宁、浙江工商

大学王勇、王宝平、华南师范大学孙耀珠等为此次调查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此对各位的鼎立支

持表示衷心谢意。 

 

  由于此次调查涉及人员众多，范围广，加之编辑人员能力所限，本资料集难免有疏误之处，

敬请各位日本研究同仁批评指正。 

 

  为防止本次调查的个人信息流传社会被侵权、恶用，本资料仅限于学界交流、参考用，不

公开出版，任何人不得将本资料信息用于商业或其他非学术用途，不得翻印。对于擅自非法利

用本资料者，编者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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