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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从 中 国 到 日 本的 移 民人数急剧增加
，

现在其 第 二代 已 陆 续 结束 高 等教育
，

进入 劳动 市 场 。
这一代人在

青春期 经历 了 中 日 政 治 关 系 紧张 时期
，
其 中

一部 分人取得 日 本 国

籍
，

另
一部分则 保 留 了 中 国 国 籍

，

生活在 日 本 。

本文以就读 于 东京大 学 、
１ ９９ １ 年后 出 生 的在 日 华人移 民 第 二代

为 焦点
，
分析他们如何看待

“

中 国 崛起
”

、
如何评价其与 自 身人生的

结合 。 许 多研究 集 中 于 第 二代在 日 本的 文化适应 、
语 言 学 习 、 身份

认 同 等微观方 面
，
本文 旨在通过将他们 对 中 国 的评价与 中 国 学 生和

日 本学生进行对比
，
考察他们 的特点

，

从而 开启新的研究领域 。

考察采用 问 卷调查法
，
将 ３ ０ 名 被访者 的 回 答记 录与 以 中 国 和

日 本学 生 为 对 象 的 亚 洲 学 生调 查 结 果 （
２０ １ ８

？ ２０ １ ９
）
进行 比较 。

结果发现
，
即便针对 同 样 的 中 国 崛起

，

他们 关 于 经 济和政 治 的 评

价呈现不 同 态势
；

而在 中 日 两 国 间 存在 巨 大评价差异 的政 治 方 面
，

也 同 样存在分歧 。

【 关键词 】 在 日 华人移 民 第 二代 中 国 崛起 中 日 比较 政

经分 离

＊ 感谢各位抽 出 宝贵时 间协助 问卷调查 的 同学 。 另外
，

本文执笔 时
，
受到科学研究 费基础研

究 （
Ｂ

）
“

中 国 崛起 的 国际心理
：
以亚太地 区后冷 战时代 的 中 国认识 为 中 心

”

（
课题编号

１ ９Ｈ０４４ ７
） 的财政支持 。

＊ ＊ 园 田茂人
，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 副所长

，

北京 日 本学研究 中心 日 方主任教授 。

严立君
，

北京外 国语大学 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



＇

日 本学研究 第 ３３： 辑

序 言

２０ １ ９ 年 ４ 月
，

日 本开始实施修订后的入管法 （ 根据 《 出人境管理及难

民认定法及法务省设立法部分修改法 》 修订后的 ｜ 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

法？ ） ， 其中 ，
特殊技能制度被正式引 人 。 这说明

一直未被正式承认的从事

单纯劳动的外 国劳动者的接受问题＆
， 自 此 由 日本政府掌控^

在此之前 ，
Ｈ 本 己有大量移 民 。 ２０ １ ８ 年 １２ 月 ，

＆本在留外 国人总数为

３４２ ．３０６０ 万人 ， 其中中瞧 ９５ ．８２５ ７ 万人
， ．总數的 ２８％ 。 中 国暴 球本最大

的移民来源 实上
，
永住者 （在留无期 限 ，

无颏更新在留资格的外籍居

民
）

２６ ． ０％３ 万人 （ 占总数的汨． ８资
） ，
拥有 弍本人Ｒ假的

：

２ ．９５〇 １ 万人 （ 占总

数的 ２５ ． ６參＞ ，
拥有永往者配偶的 １ ． ５５９２ 方人 （ 占总数的 ４ １ ． ０％

） ，
华人慈

民在各范畴均人数最多 。 且 ，
杲包含取樽 Ｂ 本 国籍的人在 内

，
可 以说数

釐：ｔｅ当大 。

中 匡成为 日 本最大的移民来源画 ， 弁非久远之拿 。 战后很长一段时 间

内
，
韩匿、 朝鲜籍移 民 ．占压倒性 比例 ，

之后这种态势逐渐下降 ，

１ ９９０ 年代

以后中 国籍移民数量急速増加 ，

２００９ 年则超过韩 国籍 、 朝鲜籍 。 此后 １ ２ 年

来 ， 中 国
一

擊 日本最大的移昆來源匡 《
参见图 １

） 。

图 １ 在 日 中 国籍居 民的变化 ：
１９５０

￣

２０２０ 年

说明 ： 据 出入境在 留管理厅主页 ｈ ｔ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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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制 图  〇

① 〔 日 〕 早川 智津子 ： 「 外国人労働者 ｉ： 妗 政策 課題一労働法 ｃｏ観 点扣 ｂ 」 ， 『 日 本労働研

究雑誌 』 第 ７ １ ５ 号 ，

２０２０ 。

？

４
？



夹在 Ｈ ；本与 中＿之间 的在 日 华人移轉寥二代对
ｓ

中 国崛起
”

的１乎价 ：＿特征

近年来 ，
１ ９ ９ ０ 年代移居 日本的 华人第 二代 （ 本文将其定义为冷战

结束的 １ ９ ９ １ 年 以后 出 生 、 调研时在上大学的学 生 ，
父母双方或

一方在

日 本扼有永往权
，
本人藻少在 日本接受中等教會Ｋ后的人

；

！ 接受富辱敎

育
，
陆续进入费动市场 ｅ 也有 已 到适婚年龄 、 考 虑选择配偶 的 ， 他们 同

样也是研究 的对象
１Ｔ
、

笔者执教于东京大学 ，
也切

．

身感受到在 日 华人移民第二代很多进入大

学这一事实 。 如中 日 学生会议 、 京论坛等 这些以中 日交流为 自 的 的孝生

社团里 ， 有在 日本长大的 中菌籍学生 ， 他们发挥看领导作用 。 其中
，

多数

人希望参加与 中 国大学的联合项 目 以及交换留學Ｉ２〇 １ ７ 宇 ４ 月 在东京大孝

驹场校区举行的 留学说明会上 ，
笔者 曾看到许多华人学在 的母亲參加

，
现

场她们利用 ＬＩＮＥ交换有关留学信息馨３

这些华人移民第二代 ， 他们在青春期遵 ，历了 中 日政治关 系 紧张时期 ，

其中一部分人取＃
：

３本 国籍 ．，
另一部分则保 留 了 中 虜 国籍 ， 坐话在 日 本

．

ａ

那么 ， 他们是如何感受和评价 中 国 的 崛起呢厂苒者 ， 他们是如何评价中 国 ，

并将其与自 己 的人生相结合呢 ？

本文旨在利用笔者独 自迸行酚麥个调查数据 ，

回答这些问题 。

一 调查设计

美

一

｝ 枢关先行研究及研究重要性

以在甘华人移民为对象的社会学谰查并不少 。 从之前奥 田 、 田 岛以东京接

受和再生视角来研究中 国改革开放后产生的人 口迁移为课题的城市社会学研

弈？ １

，
到 Ｉｉｕ

－Ｆａｒｒｅｒ开展广泛调查的 ２０００ 年后不断增加的通过薛学和就业定居 日

①〔 日 〕 坪 田 光平 劉麗鳳 ： 「 中 国 系移民第 二世代 ？ 配 偶者選択 （
： ： 関卞 石 定 量分析 出 身 階

層 ｔ 工 注 目 Ｌ ｉｔ 予備的検討 」 ， 『 技能科学研 究 』 第 ３ ６ 卷

第 ３号 ，

２０ １ ９ 。

② 中 曰学生会輿鼻 年 ｜｜立的琴＊组＿ ，中 Ｓ攀座 围魏養定金麵 ， ＿宜鼻＿＊持農 ；

｜｜網 召

开会议 （
ｈ ｔ ｔ

ｐ
ｓ＾ ｊ

ｃｓｃ
－

ｊ
ａ
ｐ
ａｎ ． ｏｒ

ｇ
／ａｂｏｕ ｔｕｓ／

） Ｄ 京论坛是 ２００５ 年成立 、 由 北京大学和东京大学

学生联合运营的论坛
，
与 中 日 学生会议相 比

，
参加条件严格 （

ｈ ｔ ｔ
ｐ
ｓ

：
／／ｗｗｗ．

ｊ
ｉｎ
ｇ
ｆｏｒｕｍ． ｏｒ

ｇ
／

） 。

③ 在 中 国
，
有些大学不允许中 国籍学生作为交换 留学生

，
所 以第二代学生不一定能利用 交换

留学计划 。

④ 〔 日 〕 奧 田道大 、 〔 日 〕 田 嶋淳子 ： 『 池袋 系外国人 Ｊ ， １ ９９ １
， 以及奥 田 道

大 ？

田 嶋淳子 『 新宿 系外国人 』 ｆｅ ｒ Ａ／
，

１ ９９ ３ 。



＇

日 本学研究 第 ３３： 辑

本的华人移民的社会学移民研究？ ， 再到牧野笃逋过来Ｂ华人学生的留学动机变

化解读中日关系变化的教育社会学研究＠等 ， 许多社会学象以＿存在感不断增

强的华人移民为研究对象 ３ 然而 ，
大多是以第一代移民为研究对象 ，

而以作为

其子女的第二代为研究对象的 ， 只有上述坪田 、 刘关于配偶选择的研究＊以及力

图掌握其复杂身份认知的永井的研究？ 。 至宁＿ 日华人的第二代研究 ，
虽然围绕

伯华侨 （改革并放前来 ＆定居的华人 ） 和
“

中 国归国者
”

（改革开放后才 回到

曰本的归国者 ） 的第二代研究数量庞大％ 但由 于难以被认定为研究对象 ，
以其

他在 ｆｆ华人移民第二代为对象的研究还是欠缺的 。 这些研究并不一處是以 日本

和中歸的双边关系为研究范畴 ， 而是以文化适应、 语言学习 、 其独特的身份认

知等微规方面作为研究兴趣点 。

此外 ， 围绕中 国 崛起的认知与评价的研究 ，
近年来数据 日 益充实 、 呈

盛行趋势 ， 笔者也曾 利用大规模的舆论调查数据 ， 如进人中国 市场的 曰韩

商人⑥以及中ｆｌ的邻 国 ⑦ ， 就世界各地激对相 崛起的评价进行 了 广泛的研

①Ｌ ｉｕ
－Ｆａｒｒｅｒ

，Ｇｒａｃ ｉａ
，２００９  ，

ｕ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ｌ
ｙ
Ｃｈａｎｎｅ ｌｅｄ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ＬａｂｏｒＭｏｂ ｉ ｌ ｉ ｔ

ｙ 

：Ｃｏｎ ｔｅｍ
ｐ
ｏｒａｒ

ｙ

Ｓ ｔｕｄ ｅｎ ｔＭ ｉ
ｇ
ｒａｔ ｉｏｎｆｒｏｍＣｈ ｉｎａ ｔｏＪ ａｐ

ａｎ
，

＇ ＇

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Ｍｉｇｒａ ｔ ｉｏｎＲｅｖ ｉｅｗ
，４３ （ 

１
 ）  ： １ ７ ８

－

２０４
 ；

Ｌ ｉｕ
－Ｆａｒｒｅｒ

，Ｇｒａｃ ｉａ
，２０ １ １

，
“

Ｍａｋ ｉｎ
ｇ 
Ｃａｒｅ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Ｏｃ ｃｕ

ｐ
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Ｎ ｉｃｈｅ

：Ｃｈ ｉｎｅｓｅＳ ｔｕｄｅｎ ｔｓ  ｉｎＣ ｏｒ
？

ｐ
ｏｒａｔｅ  Ｊ ａｐ

ａｎ＾Ｔｒａｎ ｓ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
，

， Ｊ

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Ｅ ｔｈｎ ｉｃａｎｄＭｉｇｒａ ｔ ｉｏｎＳ ｔｕｄｉｅｓ
，３（ 

５
 ）  ：７ ８５ 

－

８０３
 ；Ｌ ｉｕ

－Ｆａｒｒｅｒ
，Ｇｒａｃ ｉａ

，２０ １ ２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ｉｇｒａ ｔ ｉｏｎ

ｆｒｏｍＣｈ ｉｎａ ｔｏＪａｐ
ａｎ

 ：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Ｓ ｔｕｄｅｎ ｔｓ
 ，

Ｔｒａｎｓ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Ｍｉｇｒａｎ ｔ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 ｔ ｌｅｄ

ｇ
ｅ ．

② 〔 日 〕 牧野笃 ： 「酒 田短期大学
，
閉校ｔ（

２００２ 年 ）

＿

日 中留学生交流秘 史 」 ，
園 田茂人 編

「 日 中 関係史 １ ９７２ 
－

２０ １ ２ 瓜社会 ？ 文化 』 東京大学 出版会 ，
２０ １ ２ 。

③ 〔 日 〕 坪 田 光平 ？ 劉麗鳳 「 中 国系移民第 二 世代 ？ 配 偶者選択 匕 関 中 石 定量分析一出 身 階

層 七 工 彳 匕注 目 Ｌ ／Ｃ 予備 的検討一 」 ， 『 技能科学研究 Ｊ 第 ３６ 卷

第
３号

，

２０ １ ９ 。

④ 〔 日 〕 永井智香子 ： 「 『 新華僑 二世 』 奁 探§ 」 ， 『 多文化 関係学 』 第 １ ２

号 ，
２０ １ ５ 。

⑤ 〔 日 〕 永井智香子 ： 「 中国帰国者〇子弟〇了 ＜ 宁＾ 于 ＜ 于 ＜ 形成 忆 関卞５ 追跡調査一思春期

忆 中 国尔 匕 令 含 亡子供 色 乃来 日 １０ 年 目 ｈ１ ８ 年 日 ０彳 Ｖ 夕 匕 二
一０記録 」 ， 『長崎大

学留学生七 夕
一紀要 』 第 １４ 号 ，

２００６ 。 〔 日 〕 大橋春美 ： 「 文化 間移動 七 年 亇 ｙ７ 形成一

中国帰国者二世 七 １ ／
、
５ 経験加 ６

—

」 ， 『 異文化 間教育 』 第 ３３ 卷
，

２０ １ １
。 張玉玲 ：

口 仓

視点扣 ｂ 見６ 在 日 華僑 形成過程 ：
二世 ，

三世招 上 邝 『 ｙ 夕
一Ｖ 者 』

刃歹 彳 ７
？ 匕 —

旮 通 Ｌ Ｔ— 」 ， 『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 』 第 ３０ 卷第 １ 号 ，
２００５ 。

⑥ 〔 日 〕 園 田 茂人 ？ 蕭新煌 編 「 于 亇 彳 于
？

ｙ 只 夕 七 Ｖ
、 扣 ｛

：！ 向 含 合 ５ 力 、
一

日 韓 台 乃企業？ 挑

戦 』 ， 東京大学 出版会 ，
２０ １ ６ 。

⑦ 〔 日 〕 園 田 茂人 ■

Ｓ
■

Ｇ
？７ ：／ 編 『 于 亇 彳 于

？ 彳 卜
一近 隣扣 ｂ 办

七 「 台頭 」 ｔ 「 脅威 」 』 ，
東京大学 出版会 ，

２０ １ ８ 。

⑧ 〔 日 〕 園 田 茂人 ？ 謝宇編 ｆ 世界？対 中認識一宁一夕
＂

＾探石 乇 ？特徴 ｔ 変化 』 ， 東京大学 出

版会 ，
２０２ １（计划 ） 。

？

６
？



夹在 Ｈ ；本与 中＿之间 的在 日 华人移轉寥二代对
ｓ

中 国崛起
”

的１乎价 ：＿特征

究
， 但彼时 ， 考察对象并未包括本文所涉及的 中 国移民二代 Ｐ

在这
一

意义上 ，
：

本文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
因此意义重大 。

（
二 ） 以第二代为 问截周查財象

本文使用
＇‘

澳 砑华人第二代意ｉＲ调查
”

中的 日 本方面的数据。

① 该调查

为 比较研究项 目 ，
调查对象为 出生于冷战结束的 １ ９９ １ 年 以后 、 现在悉尼大學

或赫大学学靡勺学生
，
父母毅方或一方在澳大利 本拥有永住权 ， 本人

至少在澳大利亚／３本接受过中等教育 。 样本数量为 ３０
， 男女各 占

一半 。

＿藏週塵＃在 ２〇 １ ８ 竿 ８ 月 ９ 曰意３〇 １ ９ 等 １ ０ 月 ３ 〇 日间进行的
，
最＿舞

以参加笔者主办的
＞

暑期活动 的学生为对象 ，
之后随着新合作者加入 ， 研究

对象也不断增加
，
采用了Ｉｔ雪球式抽棒 。

采访时 ，
笔者签订隐私保护协议 ， 并在征＃受访者同意后 录音 。 首先 ，

在询问 出生年＾ 曰 、 出生地及成长环境、 专业 、 大学／研究生入学前的简单

经历和父母国籍、 学历 、 职业 ：等越本属性 问题后 ， 问 询其与中 国 的接触点

以及对 中霄崛起的意见和态度 。

表 １ 受访者
一

览

ＩＤ 性别 誠 采访 日 期 出生年 轉 来 日 年份 国籍

１ 女 文科 ２０ １ ８ 年 ８ 月 ９ 日 １ ９９９ １ 日 本 出生 中 国

２ 男 文科 ２０ １ 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１ ９９７ ３ １ ９９ ８ 中 国

３ 女 理科 ２０ １ 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１ ９９９ １ 日 本 出生 中 国

４ 男 文科 ２０ １ 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１ ９９ ８ ２ 日 本 出生 中 国

５ 女 文科 ２０ １ ８ 年 ８ 月 ２ １ 日 １ ９９ ８ ２ ２００ ８ 中 国

６ 男 理科 ２０ １ ８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２０００ １ 日 本 出生 中 国

７ 女 文科 ２０ １ ８ 年 ８ 月 ２ ８ 日 １ ９９７ ３ 日 本 出生 日 本

８ 女 文科 ２０ １ ８ 年 ９ 月 １ １ 日 １ ９９７ ３ 日 本 出生 中 国

９ 男 理科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０ 月 ２ 日 １ ９９９ １ 日 本 出生 中 国

１ ０ 女 文科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０ 月 ９ 日 １ ９９９ １ ２００４ 中 国

１ １ 女 文科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０ 月 １ ０ 日 １ ９９７ ３ ２０００ 中 国

１ ２ 男 理科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０ 月 １ ０ 日 ２０００ １ 日 本 出生 中 国

① ＿＊＿戚雜調＿ ：＿瘭＿６大学＿＿＿＊＃条 ．

。 曰 ＿双衾參摄 録眘费正＿＿行 ． 近期

将毋麵 》

？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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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ＩＤ 性别 规 采访 日 期 出生年 鎌 来 日 年份 国籍

１ ３ 男 理科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０ 月 １ １ 日 １ ９９ ８ ２ 日 本 出生 中 国

１ ４ 女 文科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０ 月 １ ２ 日 １ ９９６ ４ ２００２ 中 国

１ ５ 女 文科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０ 月 １ ７ 日 １ ９９９ ２ 日 本 出生 日 本

１ ６ 女 文科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０ 月 ２５ 日 １ ９９９ １ 日 本 出生 日 本

１ ７ 女 文科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１ 月 ５ 日 １ ９９６ ４ 日 本 出生 中 国

１ ８ 男 文科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１ 月 ７ 日 １ ９９９ １ 日 本 出生 中 国

１ ９ 男 文科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１ 月 ２ １ 日 １ ９９６ ４ 日 本 出生 日 本

２０ 女 文科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８ 日 １ ９９９ １ 日 本 出生 日 本

２ １ 男 理科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１ ９ 日 １ ９９６ ４ 日 本 出生 中 国

２２ 男 理科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２０ 日 １ ９９ ８ ３ 日 本 出生 中 国

２３ 男 理科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２７ 日 １ ９９６ ３ 日 本 出生 中 国

２４ 男 理科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２７ 日 １ ９９６ ４ 日 本 出生 中 国

２５ 女 文科 ２０ １ ９ 年 １ 月 １ ０ 日 １ ９９６ ４ 日 本 出生 日 本

２６ 男 文科 ２０ １ ９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１ ９９ ８ ３ 日 本 出生 日 本

２７ 男 文科 ２０ １ ９ 年 １ ０ 月 ８ 日 １ ９９５ 研究生 ２ 年 日 本 出生 日 本

２ ８ 女 理科 ２０ １ ９ 年 １ ０ 月 １ １ 日 ２００ １ １ 日 本 出生 中 国

２９ 女 理科 ２０ １ ９ 年 １ ０ 月 ２４ 日 １ ９９５ 研究生 ２ 年 日 本 出生 中 国

３０ 男 理科 ２０ １ ９ 年 １ ０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 １ １ 日 本 出生 日 本

和一般东京大学的学生一样
，
受访者的父母学历

＇

非常高
２
父亲是本科

毕业的 Ｉ ２ 名 （ 其 中 日本大学本科毕业 的 ５ 名 ） ，
研究生毕业的 ｎ 名

（ 其

中 日本研究生 院毕业的 １ ２ 名 ） ， 母蠢是本科毕业 的 １ ７ 名 （其中 ３本大学

本科毕业的 ５ 名 ） ，
研究生毕业的 ５ 名 （其中 日 本研究生院毕业 的 ４ 名 ） ，

从中 国 整体学员情况来着 ， 该群体的父母拥有极高学 历 。 另 外 ， 其计 ６０

名父母的 出 生地中 ．

，
上海较多 ， 为 １ １ 名

，
其他北莖黑龙江省 ， 南到福建

省
，
分布广泛

有关对
“

中茵崛起 的评价
，

具体问题为 ： （
１

） 回中 国频率 ； （
２

） 鲁

通话水平
； （

３
） 是否同纛有关

■＂

中 菌崛起
”

的一些看法及其原因 ； （
４

）
听

到
“

中画崛起
”

会联想到什么 ； （
５

） 如何评价中 日

＇

关系 ； （
６

） 是赉想 回 到

中 国 从事工作或研究等。 采访结果汇总 成文字记录 ，
超 １ １ 万字 。 本文主要

分析其 中的 （
３

） （
４

）（
６

） ，
并根据需要提及 （

１
） 和 （

２
）
的调查综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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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１乎价 ：＿特征

（
三 ） 源于並洲学生调查的中 日 比较 ．

要理解评价特征 ，
需有 比较对象 。 因此 ， 本文使用第 ３ 次亚洲学＆调查

中 Ｈ本 （
２０ １９ 年） 和＿国 （

２０ １ ８ 年 ） 的数鋸 ，
与本次调査绪果进行比较 ６

事实上 ，
第 ２ 次亚洲学■调查 （

２〇Ｄ 年 ） 中也曾设置有关中国蠅起的问题 ，

但考虑到调查时间较远 ， 只使用第 ３ 次调围数摒。

第 ３ 次亚洲学■调查概要如表 ２ 所示 。 收集数据时 ，
年级 、 性别 、 专业

（文科还是理科 ） 各 占
一半 。

１ ）

表 ２ 第 ３ 次亚洲学生调查概要 ：
日 本和 中 国

国家 所在大学 调查 日 期 样本数量

日 本
东京大学

２０ １ ９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７ 月 １ ９ 日

２ １ ６

早稻 田大学 ２３ １

北京大学
２０ １ ８ 年 ９ 月 １ ５ 日 ￣

１ ２ 月 １ ２ 日

２０７

中 国

清华大学 ２０３

复旦大学
２０ １ ８ 年 ９ 月 １ ８ 日

？

１ ０ 月 １ 日

２ １ ６

上海交通大学 ２４５

亚洲学生適查 中 ，
设置了１ ０ 个与中ｇ崛起相关的问题 ， 回答需从

“

１ ． 非

常同意
＇

＊ ‘

２ ． 同意
”

１ 不同貧
’ ＇ ‘

４ ．＿常不 同倉
＊

＇

＊ ‘

５ ． 不知道
”

５ 个选项

中选择 ａ 本次问卷调查也采用完全相圃 的 问题 ，
以便于 比较，

本文采用 了将定躉数据和定性数据合用的混合研究法 ０

二 结果分析

以下分析中
，

首先展涵咿 Ｈ学生及移民第ｊ代的 回答
，

弓 １用第二代的

回答理 由 等受访数据 的 同时 ，
阐 明某特征 ６ 引用数据时 ，

标明受访者 ＩＤ
，

以及选择 ５ 个选项袖哪一个 Ｐ

有关中国崛起的问题表述 ， 大致分为经济和政治两类 ｅ 如下所示 ， 关

①意＿藥亀调 ；＊＃？
，
＿阅 〔 ０ 〕 園 田 茂 人 ： 『 ７ ＾ ７？ 国 民 感 情 』 ， 東 京 ： 中 公新 書 ，

２０２０
，
第 

２５ ３
？ ２５ ８页 。

② 无论问卷调查对象
，

还是亚洲学生调查对象
，
中 日 两 国都是非常优秀 的学生群体

，
很难代

表全体学生 。 但是
，
从本文的 比较 目 标来看

，
这种调查设计还是十分恰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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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经济方两 的 问题 ，
总体上 中 日 学生 的评价差异较小 ，

而第二代的 回 答 ，

较中爵学生有时则ｇ为肯定 与此相对 ， 在政治相关问题上
，
中 日 之间 的

意见差异很大
，
第二代的答案则具有中间特征 ， 且墨分裂倾向 。

（

一

） 对经＿积极评价

（
１

）
‘

冲 ？觸起
”

是中＿人民努力 的结果吗 ？

很显然
“

中 国崛起
”

筹＿齐快速増长的结果 ， 那么 ， 砮济増长如何成为

可能呢 ？ 问题设置为 中辑崛起
，

：
＊中厲人民努力的结果＇ 询问赞成与赉 ^

图 ２ 显示 中 日孝生和第二代的回答分布
，
从

“

１ ． 非常调意
＂

和
“

２ ． 同

意
５ ’

的合计数值看
，
中 日之间差异只有 １ ７ ．７ 个百分点 。

“

１ ． 耶常同营
’

的

比例虽然翥别较大 ， 但总体上肯隹意见 占主体地位。

第二代的＿答则处于 中 日 之间
， 这是他们作为 中 画 ．

人的真实感受和通

过家庭对中国的理解 ，
与 自身对 日本作为外醇在中国发展 中起到政策引导

作用 以及外酉资本的贡献作用做 出奮定评价相结合 的结果 ？ 从以下 阐述 中

也可看 出
５
这些因素并存宁受访者陈述中 ｃ

没有 中 国人 民 的努力
，
就不 会有 中 国 的 崛起 。

虽 说 ；外资做 出 了 很

大贲献
，
但利 用 它 本 身 也是努 力 之

一 也许会受到 周 边 国 家 的 影响 ，

但 中 国人 民的努力是不 可或缺的 。 （ ＩＤ３
：１

）

因 为 父母经 常这 么说
＾
虽 然 不知道 因 果 关 系

，

但发展的 地方就有

人努力
，

人努 力 的 地方便有发展 。 包 括政 策制 定者在 内 都是 中 国 人
，

所 以即便承认政策 引 导 的 重要牲 ， 中 国 人 民 的努 力 也是拫重要的 ，

这

？

１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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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点是不会变 的 。 （
ＩＤ１ １

：１
）

父母小 时候很穷
，
到 国 外打拼 才 过上 了 现在 的 生 活 ４

近 ３０ 年 来 ，

像父母这样的 情况应被很 多 Ｄ 不过
， 考虑 到 国 际形 势 不错 、

人 口 众 多

等 因 素
，

不能说 中 国发展是 １ ００唤努力 的 结果 。 这种 问题 ，

无论如何都

要从身 边的事倒 来判嘗 ｅ （
ＩＤ１ ９

：２ ）

在 国 家发展进程 中
，
需要人 民努 力 是很 自 然 的 。 与 其说 中 国 人特

别 勤奋
，
倒不 如说发展过程 中 努 力 是 不 可缺 少 的 Ｄ 中 国 人的 努 力

，

回

老 家时也能真实感受到 ６ （
ＩＤ２３

；２ ）

如果重视政策 ：引导和外 匿资本？献等？—个Ｈ素的话 ，
很容易对这些

表述产生怀疑
，

日本孝性 答
“

３ ． 不同意
”

的 占 １ １ ．９％ 也是 因为这一原

因 。 第二代 ＿笞
“

３ ． 不同
１

意
”

的只有 １ 人
， 但如下所示认为是政策 、 体制

上的痺 因 ， 而非否定人民努力本身 。

我认为
，

现在 中 国 的发展
，

例 如房价走 高 等 ，
与 其说是个人 的努

力
，

不如说是由 于 国 家政策和政府动 命 。 （
ＩＤ１

：３
）

＜
：

２
） 对

《

中 国崛起
”

帶籴机蠢的貴定

中鼠的经济增长是否惠．及 自身 ， 中 曰 之间 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的 （ ： 参照

图 ３
） ＆ 赞成

“ ‘

中 国崛起
，

給我们带来很多机会
７

的 中 眉学生占 ９８ ．８％
，

接近 １ ００％ 相较于此 ， 赞成这
一说法的 日本学生 占 ４ ８ ．６％

，

不足半数 。 这

是因为多数希望就职宁 日本企业的 日本学生认为 ， 中画的崛起在促进中 匡

企业成长的 同 时
，
也削弱 了 日 本企业的相对优势 。

￥

不过
，
就这一问题

，
很多受访者会问 ：

“

我们是谁 ？

”

由 于定叉
一旦改

变
＾
回答也会随之改变 ，

笔者对此类疑问一律解答为
Ｋ

希望 自 己决定 ：

”

。 多

数人埋解
“

我们
，

是生话在 本的 中 画学生 ， 其结果是 、 ．

比起 日 本学生 ，

回答更接近 中 国 学生 。 当然 》
也有 人用接近 ３本学生 的视角 做出判断

，
此

种情■下 ，
会听到

“

如果输绐申罾企业 ，

就无法在世界市场上立足
”

诸如

此类苛责 日本企业的评价 Ｑ

① １ ： ０ １ 園 田 茂人 ： 「 中 国台頭？ 国 際心理
一 域 内 〇 温度 差 旮 ｆｔ Ｃ ｏ Ｔ

—

」 ， 『 社会 学評

論 』 貧 ？０ 秦 ２０１９ 。

？

１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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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

中 国崛起
”

给我们带来很多机会

随着 中 国 的崛 经济交 ：
流增加

，

这会产 生很 多 机会 。 像我们这种

会说 中文的人 ，
机会只会增加 ，

因 此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危机 Ｑ（
ＩＤ１ ０

：１
）

中 国 的 经济增 长确 实 刺激 了 全球购 实 力
， 緣加 了 人与 人之 间 的 接

触
，
从拓展商业 可能性意 义上 而 言

，

机会明 显增加 了 。

一 直 以 来 ，

日

本处于镇先地位
，
如果没有 中 国 的

“

威胁
”

，

日 本会失去危机意识ｕ 因

此应该趁
，

此机会
，
掌振新的 东 西

，

从而保持继续领跑 。 （
ＩＤ１ ６

：１
）

日 本也 因 游客爆买 而 获利 ， 中 国 巨 大 的 市场对 日 本企业 来说是 巨

大商机 。 但对于打算 甯 在 日 本国 内 的 人 来说
，
可 能会 面 临产业空 洞 化

危机 。 （
ＩＤ１ ５

：２ ）

（
３

） 对说中文的人增加的會歲

认为中爵遵济增长带来很多机会 ，
： 晕 出 于

一种判断 ，
即 自 身 中文能力

以及对中画的认知 、 亲近感可作为资源加 以利 有趣的是
， 关于说中文

的人的増加
，

日本学生 比 中 国学生赞成的 比例痛
，
而第二代则 比 曰本学生

还要啻１
“

１ ． 难常同意
”

超过半数 （ 参照图 ４
） 。

第二代的这种肯定 ，
除 Ｈ身具备 中文能力外 ，

还逋过观察周 围 日本学

生得到加强 。 以下阐述 ，
即 为典型说法

曰 常生活 中 ，
也感受 到 讲 中 文 的 人的 增加 。 姑且不论选择 中 文 的

学生能 不 能学透彻 ，
速择 中 文 的 人确 实 在增 加

，

这也是 因 为 商务 中 文

的 实 用性提高 当然英文也在普及 ，
但这和讲 中 文的 人的 增加 并 不

？

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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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 盾 ，
应该理解为在 中 国 会中 文非 常有利 。 自 动翻译机无 法克服钿 小

的 商务 问题
， 有些地方 不得不佚靠人 。 （

ＩＤ６
：１

）

因 为 自 己 周 围 学 中 文 的 日 本 学 生很 多
ｅ
虽 说中 国 的 知识分子会说

英语
，
但一般人并 不会 。 没有 高 学 历 的 人 同 样也活跃在 商务活动 中 ，

和他们 对话就 需 用 中 文。 因 此
，

出 于 商务 目 的 而说 中 文 的人确 实 增加

了 ＩＤ１ ７
 ：１

）

不过
，
也有人认为英语今后仍将继续作为商务语言保持其功能性

，
因

对重要性的理解不闻 ，
回答也会因人而异 。 也％人认为 ，

随着 ＩＣＴ 的发展
，

自动翻译成为可能 ，
随着与语言运用相关坏境的变化 ，

中文能力将不再被

但这种说轉仅 占
一

成左右 。

全球希望 了 解 中 国 的 需 求不 断增加
，

实 际 沟 通 不 能依 靠机器
，
通

晓语言很童要 。
从这一 意 义上来说

，

说 中 文的人确 实增加 了 。 我对 Ａ Ｉ

很感兴趣
，
但 ＡＩ 也只 不过是工具罢 了

￥ （
ＩＤ９

：２ ）

在 中 国
，

由 于独 生子女政策，
人 口 不 断 减 少 。 优 秀的 中 国 学 生在

好的企业普遍使用英语 ，
因 为 受过的教育就是认 为 英语很重要

，
所 以

最终不还是要说英语呜 。 （
ＩＤ２８

：３
）

（
４

）＿对 ：
亚洲的影晌方面 ｓ＃漏雜攻代議属

对讲中文的人的增加 的骨定 ｔ 与对 中 Ｓ在亚洲范围 内存在感的增强和

影响力上升的肯定是
一致的 ６

？

１ ３
？



＇

日 本学研究 第 ３３： 辑

调查进行时正值中美摩擦＾ 围绕会给亚洲带来怎样 的结果 ， 我们进行

了多番讨论 。 中 ３学生 ，
对于未来中養在亚洲 的瘳响力变化 ，

意见也有分

歧 （參照图 ５
） 。

第二代对中国经济影响力增加 和 中文需求扩大持骨定态度 ，
因此回答

？

在对 ３１洲的■响方面 ，
中 国将取代美国

＇

＂

时 ， 与中 国学生和 Ｐ本学生同样

呈现肯定倾向 ｓ 这与亚洲和 中 国的地缘 、 历史豪近感 以及 ＿ 身的 曰本經历

有关 。

蛋 然不像 曰 本和韩 国 琛 受 美 国 奢响
一祥

，
但在 东 南 亚

， 中 国 的 影

响 力 已 经相 当 大 了 。 我 个人想去 美 国
，
所 以 不 否定美 国 的 影响 力

，
但

在经济 实 力 上 中 国 力 量 已 苯容小顯Ｕ （
ＩＤ１ ３

：１
）

这里的亚洲让我想到 的是 东 亚 。 英语今后也还是会有很 多人讲
，

从历

史潮波来看是必蠢的 ，
但这与 美 国 影响 力 的衰退无 关 。 中 国超过美 国 的 彰

响 力是必然的
， 中 美

“

只 有并存
“

这种观点
，

目 光想浅 。 （
ＩＤ２４

：１
）

和 美 国相比
，
中 国 在地理上 处 于 亚调 ，

与 朝 鮮等接＿ ，ａ
从地理环

璦来看
，
中 国 的 谬响 变 大也是 自 然 而 然 的 。 话 虽 如此

，
能 否取代 美 国

还有些犹豫
，
所 以选择 了２ 而不是 ｌ

ｅ（
ＩＤ２２

：２ ）

我认为近十年来
，
特 别 是对 日 本

，
中 国 的 文化 影 响 确 实在 变 大 。

（
ＩＤ２５

：２ ）

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不 同观点
，
这也是基于其 自 身在 日 本的经历 。 说

起来
，
美国和中 国并非争夺同样的影响力

，
如果必须在 中美间选边

，
曰 本

？

１４
？



夹在 Ｈ ；本与 中＿之间 的在 日 华人移轉寥二代对
ｓ

中 国崛起
”

的１乎价 ：＿特征

必然选择美 国 。

曰 本要维持与 美 国 的 关 系
，
那 么 中 美 关 系 当 然会 紧张

，
中 国 很难

取代 美 国 。 （
ＩＤ４

：３
）

中 国 本来就位于 亚 洲
，
与 美 国 影响 力 的 性质 不 同 。

日 本也有将 中

国裸为 大 国 而建立外交关 系 的 历 史渊 澈 。
如果立足于这样妁 历 史

，
那

么
“

取代 美 国
”

的说法是不恰 当 的 。 （
ＩＤ３０

：３ ）

（
二 ） —＿＿治方面意Ｊ

Ｓ
，的分＿

（
１
） 围绕政治不稳定的各种意见

一

国在在亚洲的影响力 ， 不仅与經济相关
ｆ

还与政治 、 文 化 、 移民等

各种因素相关
，
因此很难做出判断

，
特别是攻治因素 ，

由 于没有亲身经验
，

所以受访者需粟根据诙地区的媒体报道 、 朋友和亲属交流 、 课堂话题等做

出判断 。 葱济 可 以根据 自 身环境 以及 中 国 亲属的情况来判断
，
但政拾

感受困难 ， 意见容易 出现分歧 。

围绕
ａ

尽管經济高速增长
，
但中 圉政治不稳隹

”

这一问题
，
中酉学生赞

成的占 ２３ ． ０％
，
而 日本春：豐赞成的达到 ７４ ． ５％

，
两者之间有 ５０ 个百分点以上

的差异 （参照图 ６
） ＆ 在 日本

，

２０００ 年以后 ， 各种
“

中匡崩溃论
”

甚嚣坐上＇

① 園 田 茂人 ： 「 中 国台頭？ 国 際心理 域 内 ？ 温度 差 奁 」 『 社会学評

論 』 貧 ？０ 秦 ２０１９ 。

？

１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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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可 以充分理解为何多数 日本学生相信中 国政清不稳定 。

而第二代赞成这
一

表述的人 ，
大多对 曰本的媒体报道框架具有亲近感 ，

以７是代表性评价 。

嫌体报道说中 国 各地经济开发 ，
结 果是到 处鬼城

，

这也是过度干

预 经济造成的 ，

国 家救入救助金等 ，
市 场 原 理 无法 充 分发挥 。 （

ＩＤ

１ ２
：１

）

我觉得 中 国 的政治 虽 然不稳定
，
但还不 至于崩 溃

ｓ （
ＩＤ８

：２ ）

与此相反
，
熟悉中国画＊

障 、 常与中 国 国 内亲属交流的人 ，
对 ３本媒体

报道框架持怀疑态度 。

确 实
，

日 本媒体有这种说法 ，
但 自 己 周 围 有在政府部 门 工作 的人

，

感 觉既无政治 不穗定感 ，
也无体制 崩溃论 。 （ １Ｄ２

：３ ）

中 国 虽 然 有个别 貪污案 例
，

但 总体 而 言政府能很好地 治理 国 家
，

政策失误很 少
，
很难 想象人 民 的 本安会爆发 出 来 。 因 此

，
不认为 政 治

苯稳定 。 （
ＩＤ２ １

：４ ）

这种对 日本媒体报道框架的不同评价
，
与 囬答出 现分破以 及

“

我不太

了解
，
也木关心中国 的政治 （

ＩＤ９
：５

）

”

等漠不关心的 回笤不无关系 。 关

于费济方面的 问题 ，
第二代没有选择

“

５ ． 不知道
”

的
，
但关于政治

，

如 图

７ 文所示
，
可以看到这样的回答 。

（
２

） 中 ：虜的发展威胁到＿际秩序了吗 ？

第二代虽难以体会中国 Ｈ 内 的政治稳定性 ， 但较中 国
＇

学生 ， 他们吏容

易感受对外关系 。

对宁中美摩擦时使用 的 际秩序挑战者
《

议程 ， 由 于
《

歸际秩序
”

的定义较为含糊 ， 第二代较难做出 匈答／１ １ 但如若从保护墓本人权和知识产

权等法律层面出发 ，
想到 闺际秩序 的人则会赞成 （

ＩＤ１ ８
）中画崛起威胁

到世界秩序
”

， 与此相反 ．， 联想到古代逋商制度的人则呈反对倾 向 （
ＩＤ５ 和

① 同样的倾向在 日 本学生 中也可 以看 出 。 〔 日 〕 園 田茂人 ： 「 中 国 台頭Ｏ 国 際心理一了 ＾ 了 域

内〇 温度差旮 妗 ＜Ｔ 〇Ｔ
＿

」 『 社会学評論 』 第 ７ ０ 卷 （第 ３ 期 ） ，

２０ １ ９ 。

？

１６
？



夹在 Ｈ ；本与 中＿之间 的在 日 华人移轉寥二代对
ｓ

中 国崛起
”

的１乎价 ：＿特征

ＩＤ７
） 。 其结果是？ 与判断政湞镎定性

一样
，
第二代的 两答屬 ｛！本学生和 中

闺学生的中 间地带 （参照图 ７
） 。

口 非常同意 口 同意 口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口 不知道

美 国 似乎想从亚 洲 抽 身 ， 在这种情 况 下 ， 中 国 的 ＾展起似乎被特 写

了
， 有时感觉 中 国 太有

￥

攻击性
”

了
，
因 此选择 ３ 而 不是 中 国 应该

再下点功 夫 ， 努力让人看 來不 那么 带有攻击性 ｓ （
ＩＤ５

：３ ）

中 国 并 不谋求霸权 ，

也设有把 中 国 理论强 加给其他 国 拿 ，

比如说

领土 问题
，
其 背后 原 因 很多

， 中 国 方 面 主 张并 不都是 以 自 我 为 中 心 的 。

（
ＩＤ７

：３
）

（
３

） 是否与亚洲保持和平关系

了解国际秩序实貭非常 因难 ， 者提到和平 ，
因可切身体会 ，

则容易 做

出判断
；
但围铙今后是否保＃和平关系

，
评价则 因人而异 。

中 国虽公开主张
“

和平崛起
”

， 但如 同评价政治稳定性一祥 ， 第二代意

见仍有分歧 （参照图 ８
） ，
这源于中 Ｓ 间对中屢对外行动评价的不同 。

受访者判断 中 国保持和平的 根据是 ： （
１

） 荽今没翁发生＿拿对立 ；

（
２

）
在经济联系如 此广泛 的情况 下

，
破坏和平对中 国 不利 。 与此相反

，

关心国歸法和维护 和乎的学生则对 中譜的和平
“

崛起
”

迸行批评 （
ＩＤ２０

和
ＩＤ２６

） 。

看现状就知道是和平 的 ，
与 亚 洌 的 关 系 也是以 经济为 中 心

，
没有

？

１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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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干预
；〇 任何时代都有领土 问题

，

无 法理解这与 中 国 崛起有何关 系 。

（
ＩＤ１ ０

：２ ）

不关心
，
说 实话也不 太 清楚 。 我认 为 中 国 不 会做 出 改变 ４１状 、 与

亚洲 各 国 为敌的 愚蠢行为
，
因 此选ｌ （ Ｕ）２７ ：２ ）

在聚焦 国 际 目 光 的 时代
，
中 方很难单方 面做 出 进攻 ，

但如果 由 于

中 国人进入 当 地
，
与 当 地社会发生摩擦 ，

就 不 能说和平 了
Ｑ 中 国 有 时

会把本 国 巨 大 的 市场规模 用 于 与 周 边 国 家 的 戔 涉 中 ，
这使得其 对 外 态

度变得强硬 （
ＩＤ ２（ｈ３ ）

Ｗ绕
“

中Ｍ崛起
”

的政淆性评价分歧 ，
因受访者 的鼠籍 （是否归化到

日本 ） 、 专业 （是文科还是遲科 ）
不同而 尚不明确 。 另外

，
对国 内政治稳定

性评价和对外行动评价没．有 ：产生联动，． 第二代根据各种信息来判断
？ “

中 留

崛起＇这使得结果产生内部溫翁 。

（
三 ）

“

中属崛起
”

被认为是经济发環

那 么 ，
听到

“

中 国 崛起
”

时会联想到 什 么呢。 以 ． 自 由 回答形式进行提

何时 ，

７７％ 的第二代回答最
“

经济发展 （ 包括籙济增长等类似表达 ）

”

，
占

羅倒性优势 （ 图 ９
） ｂ

“

第一是经济增长 ａ 第二是以前优秀的人早早 出 圉＼
现在不一定了＾ 第

三
， 中 国人对海外的 目光从仰视变为平视

”

（
ＩＤ１ ４

） 或
“

经济持续增长＇
“

这种情况下 ， 具体会联想到人均 ＧＤＰ 和收入所得等
ｆ

Ｍ 
ＩＤ２９

）

？

１８
？



夹在 Ｈ本与 中国之间 的在 日 华人移轉雜二代对
ｓ

中 国崛起
”

的１乎价 ：＿特征

这样的 回答 占主导地位 ， 但问到这与
？

自 身有什 么联系时 ， 霄簦却是五

花八门 。

军事力量扩大

ＩＤ１ ４ 认为
“

对 自 己而言意味着机会
”

，
而 ＩＤ２９ 则评价为

“

只能说几乎

没有关系
”

， 善＃ 巨大 Ｑ
？ ‘

对于想学医的 自 己来说 ， 并无直接关系
”

（
ＩＤ３

） 、

“

虽无直接的 ， 但 ＇会间接影响到 自 己
Ｍ

（
ＩＤ９

） 、

“

和 自 己有关
，
但也是间接

的
”

（
ＩＤ１ ９

） 等 ，
回答多有微妙璗距感 ，

很少直接把中届 的经济 发展和 自

身 ：乘来麓合在一起

（ 四 ） 对于 自身而言的
“

中匿類起
”

这与一些情况有关 。

第一 ，
多数第二代对从中 国来的父母努力打拼下 的 Ｓ本生活表示敬意

和感谢
，
因此他们并不想放弃 日本的生活 。 还有

一些则是像亲戚一样定居

日 本
， 在中画国内失去生：活根基

，
对 中國抱有不同文 化感

，

虽然说有机会

想去中 但并不想脱离 玎本？ 与对中Ｈ怀有强烈情感的父母相 比
， 第二

代的情感并没有那么强烈 ， 麗考虑到父母 的晚年 ，
认为在福利充实的 ０本

生话会吏好 ，
这也是做出这样判断的

第二 ，
日语作为母语 ，

在适应了 曰 本的饮食、 文化 、 生活环境等情形

下
，
第二代不是在 日本还是中届二者选一 ，

而是在 日本 、 中届 ， 甚至其他

届家广泛地寻找机会 ＾ 像计划取每《 ： 、 律师等画家资格的第二代 ， 原本

？

１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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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计划到 中 国就业 １ ）

， 很多想从事其他事业的人 ，
也在考虑通过派驻或

短期费留等方式访问 中爵ｔ 他们批判地看待 中 国社会存在 的竞争性 、 互赠

礼物的麻烦习惯等
，
这种违和感也是其转移据点时产生犹豫的原因之一 。

第三 ， 身边有很多 日 本朗友 、 考虑在 Ｈ 本企业就业和创业 的人也不在

少数 。 虽然会讲中文
，

但大多数人认为不及在 中 国长大的 中 国学生
，
考虑

将来会和 日 本人结婚或取得 日 本舞籍 ，
在中隱企业就职或永住并非第一

选择 。

获得东京大学这张 日本社会成功入场券的调查对象 ，
：

以 在 日夺生活为

前提设计 自 己 的未来 ９
在高考之前 ，

对于通过 了严苛的 中学及高 中人 ．学考

试
，
在优秀的 日本学生聚集的学校接受教耆 的第二代来说

，
虫中匿无疑是

一种 Ｂ
＊

险 ’
这一点和 日本学生并 ；无涯别 。

如此 ， 在 日华人移民第二代 ，
既关＿ 中０ 的经济发展 ， 期费鬢可龍享

受红利的 同时 ， 又受到在 日 本成长 中所受教育和盾 围的■响 ， 与
“

中 国崛

起
”

保持着微妙距离 《

结 语

本文所涉及的就读于东京大学的在 日 华人第二代 ， 与其他第二代相 比
，

学历方爾具有很大优势 。 曰语水－禽 ， 身边扼有许多优秀的 日 参攀生朋友 。

其父母学历也非常商 ，
因此所受见识必然非 同

一般 。 但 同 时 ， 其父母作为

华人第一代 ，
凭借学 ．厨进人 日 字 劳动市场 ，

且作为 白领获 ：得成功 ； 作为其

子女的他们与其他第二代有着请多共同点 ，
因此 以 他们为道查对象 ， 从 中

可 以得到很多启发

第一代来 自竞争激烈 的 中 国
，
为孩子 的教有投入 了许多 资源

，

强烈

赣＿子女获得社会成功 。 为 了保特中 ｇ人身 份认知 ，
多数家庭仍然使用

中文
， 但多数第二代 日 常使用 旨语 ， 平 日 里忙于参加各种考试和社面活

动 ， 因此在他们
？

着来 ， 中 国是父母的亲人居住 的地方 ， 自 身接触不如 父

母多 。 这种微 观环 境 ，
成 为孕育 第 二 代 对 中 闺 崛起 的 评 价 和姿 态 的

① 靈中Ｂ
ｆ

只有 中画籍才麵響律職国象资格 ， 儀 日 举役蕾Ｓ种魏 麗些魏二ｆｔ想在

＃菌
；中 議攀徹搀卞在 日 本乘酸釋 Ｓ＃资格

，
同財也兹中 国 获籍ＩＷｆ资格 （

：
ｉｄ  １ ０

 ）
ｗ
本置这撵

拳生也赛＃ ４焚亲翁＿人輝 我认为不可能 以 中 国 为鑛 舞此对于职戴參爾 ， 繪

终抱着 以 ｓ孝育振Ａ
＇

 ，

？ ｓｆｔｒｎ中 国蔺想感 》

？

２０
？



夹在 Ｈ ；本与 中＿之间 的在 日 华人移轉寥二代对
ｓ

中 国崛起
”

的１乎价 ：＿特征

摇篮 。

２００５ 宇到 ２〇 １ ５ 年 ， 第二代进入多愁善感的實養期 ，
中 日 关系则 从

“

政

冷经热
”

和
“

战略互惠关系
”

遂渐转 向 和平维护 的对立时代？ 。 在 日率顏

内
，
对于中厲遵济增长所带来的红利 ，

以及
“

中 顏崛起
”

所带来的影晌充

满担忧 ，
并投去复杂 貝光 。 这种双边关系 ，

对第二代围 ．绕中國崛起的评价

和态度产生莫大影响 ＆

在使用通常的舆论调查 以对中认识为 主题的调查研究中
，

很少对特定

的社会集面进行考察 ６ 内部意见分歧用标准偏差 、 方差等数值来表示 ， 其

背后的原因却几乎无人知晓 ６ 本文是一种投石问路的尝试 ，
剩佘课题以及

尚未提到的论点也不在少数 。

在今后的十维里
，
在 日 华人第二代将逐渐在 日 本社会起到核心作用＠

这期间
， 中 ｆ？之间可能会产＆各种各样 的 问题

，
他们 会发 出 怎样的声音 ，

如何改变 日 本社会及中 日 关系 ？ 让我们拭 目 以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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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４
，
第 ２４４ 頁 。 另外

，
在采访调查 中也明确 了第二代

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变化
，
但不知是否 因为 同学们理解第二代 的立场并作为

“

伙伴
”

来对

待
，

几乎没有人说两 国关系恶化给 自 身带来了痛苦经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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