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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6月 2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本大阪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

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中日两国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今年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日本也进入令和时代。我们要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

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使中日关系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积极

因素。  

作为“北京-东京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年一度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成为

真实反映中日两国民意、增进两国相互了解的重要途径之一。2019 年，中国外

文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与日本言论 NPO 共同实施第 15 次中日关系舆论调

查。为做好相关工作，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与零点有数数据科技

自 2019 年 7 月便开始着手筹备前期调查工作。9 月 3 日，实地调查工作正式启

动。零点团队继续承担中方调查的样本采集工作，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主持

并与零点团队共同承担数据分析工作。 

本年度公众调查抽样设计、样本分布、执行周期等信息如下： 

根据随机抽样结果，调查样本在以下 10 个城市进行采集：北京、上海、广

州、成都、沈阳、武汉、南京、西安、青岛与郑州。调查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9

日—2019 年 10 月 8 日，在 10 城市同步进行。本次调查采用入户访问方式。规

定总样本量为 1500 份，样本分配到各城市时采用等分法，即每个城市至少应执

行 150 个样本。实际回收有效样本 1597 份。在置信水平为 95%的条件下，抽样

误差约为 2.53%。调查对象的性别分布为：男性：48.7%，女性：51.3%；年龄

分布为：18-35 周岁：39.1%，36-50 周岁：36.8%，51 周岁及以上：24.0%；

最终学历分布为：高中及以下学历：41.2%，本专科学历：57.1%，硕博学历：

1.1%。 

关于本次调查 



2019 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报告 

2019  P2 

 

 

 

2019 年中日关系调查数据结果显示，中国受访者对日本的印象和

对中日关系的看法继续保持回暖向好趋势。对日本持有良好印象的中国

受访者增多，持有良好印象和负面印象的受访者比例差持续缩小。同时，

中国受访者对当前中日关系以及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看法呈现积极

态度。但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受访者对日本和中日关系的看法并未随着

中日政治关系的改善出现大幅好转，对进一步加深中日关系，尤其是对

加深中日两国经贸合作和民间交往抱有较高的期待。中国受访者认可双

方民间交往的重要性，但认为当前的民间交往仍不充分，希冀在媒体交

流、互相接纳留学生等方面深化合作。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

受访者期待中日双方能够着力开展应对全球和区域问题的双边及多边

合作。 

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由于双方的努力和两国关系的持续改善，中

国受访者对日本的感情持续好转，但在一些方面仍是负面评价高于正面

评价。目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中日关系同样也面临着承前启后的重

要节点，中日双方还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扭转公众看待对方持续多年

的负面评价占据多数的态势，创建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型中日关系。 

 

 

核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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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受访者对日好感度小幅提升，对中日关系持积极评

价的比例增多 

对日好感度小幅提升。2019 年，中国受访者对日本的总体印象持“很好”

和“相对较好”的比例为 45.9%，较 2018 年（42.2%）提升 3.7 个百分点。这

一增长虽然比 2018 年较 2017 年 10.8 个百分点的提升有所减缓，但仍延续着自

2014 年起的中国受访者对日印象改善的积极趋势。对日本印象“相对不好”或

“不好”的受访者比例由 2017 年的 66.8%下降到 2018 年的 56.1%，2019 年又

下降到 52.7%。虽然目前消极印象的比率仍然超过积极印象，但是二者之间的差

值在大幅缩小。 

对当前中日关系持积极评价的受访者增多。在受访者被问及如何看待当前中

日关系时，选择“好”或“比较好”的比例由 2018 年的 30.3%上升至 2019 年

的 34.3%，改善趋势已经持续四年。选择双方关系“比较差”或“差”的比例由

2017 年的 64.2%下降到 2018 年的 45.1%，2019 年又降至 35.6%，降幅近 10

个百分点。虽然总体上对中日关系的消极评价仍占据多数，但消极评价和积极评

价差距已显著缩小。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公众选择“说不清”的比例较前两

年明显增加，上升为 29.4%（2017 年 12.9%，2018 年 24.3%）。 

附图  2005～2019 年中国受访者对日本印象及中日关系认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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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日未来关系发展持乐观态度的比例有所提升。认为未来中日关系将“变好”

或“相对变好”的受访者比例由 2018 年的 38.2%上升至 2019 年的 39.2%，增加 1

个百分点；认为将“相对变差”与“变差”的比率继续保持在较低水平，为 18.6%，

与 2018 年（18.2%）基本持平。 

附图  中国受访者对中日关系现状，过去以及未来的认知情况（%） 

对当前中日关系的看法（%） 

 

对过去一年间中日关系发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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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中日关系的看法（%） 

 

 

推动两国关系向好的民意基础仍不牢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今年中国受访

者对中日关系的评价及对日印象有一定好转，但总体上对中日关系的消极评价仍

占多数，推动两国关系向好的民意基础仍不牢固。调查显示，2019 年仅有 29.6%

的中国受访者在过去一年对日本的印象“变好”，较 2018 年的 40%下降明显；

2019 年有 25.5%的中国受访者认为过去一年中日关系“变好”或“相对变好”，

较 2018 年的 30.2%下降明显。同时，中国受访者对日本持有“印象较好”或“相

对较好”的比例仅较 2018 年微增 3.7 个百分点，认为当前中日关系好或者比较

好的中国受访者比例仅较 2018 年微增 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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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受访者认同中日关系重要性，期待两国在经贸往来、

民间交流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  

认同中日关系的重要性。调查数据显示，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中国

公众对中日关系重要性的认可度出现了大幅度的变化。2010 年达到 92.5%的峰

值后，至 2014 年这一数字连年下跌，五年间下降了近三成。2015 年后，在两

国关系总体回稳改善的趋势下，这一比例止跌回稳，2016 年以来保持平稳，七

成左右中国受访者认为中日关系“重要”或“比较重要”。2019 年 67%的中国

公众认为中日关系“重要”或“比较重要”。日本作为“重要贸易伙伴”（59.3%）

“重要邻国”（57.8%）“两国历史文化关系深厚”（31.2%）和“中日间有众多

共同利益”（30.7%）等是中国受访者看重两国关系的重要理由。 

附图  中日关系对中国是否重要（%） 

 

附图  认为中日关系对中国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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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日两国未来经贸合作期望较高。从调查结果看，中国受访者希望中日两

国加强经济与技术等方面的合作。大多数中国受访者认为中日两国经济存在较强

的互补性，可以实现合作共赢，对两国经济的合作前景持积极态度：60.8%的受

访者认为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可以实现合作共赢。在被问到今后中日两国经贸关

系走向时，59.3%的受访者相信双边经贸额会“大幅增长”或“略有增长”。 

附图  对中日经济关系互补性和竞争性的看法（%） 

 

附图  对中日未来经贸关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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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自由贸易受到严峻挑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受访者支持维护自由贸易体

制，也乐于看到中国与日本进行经济合作以共同应对不利的国际贸易环境。从具

体数据上看，81.6%的受访者认为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及开放的经济秩序、多边

主义对今后的世界经济 “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 

附图  受访者对自由贸易、开放的经济秩序和多边主义对世界经济重要性的看法（%） 

 

 

认可民间交流的重要性。中国受访者认可两国民间交流对改善发展两国关系

的重要性，但近半数受访者认为现状不够活跃。和去年相比，中国受访者眼中两

国民间交流活跃度有所下降。41.6%的受访者认为这一年间两国民间交流呈现出

“活跃”或“比较活跃”的态势，比 2018 年（48.6%）下降 7 个百分点。调查显示，

超过七成（73%）的受访者认为双方民间交流对改善发展两国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在多种民间交流途径中， “媒体交流（39.7%）”“互相接纳留学生（35.0%）”和“学

者、研究者间交流（26.2%）”，受到较多肯定。和 2018 年相比，中国受访者对

于媒体交流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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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双方民间交流对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受访者认为最重要的交流领域（%） 

 

 

附图  受访者眼中过去一年间中日两国民间交流活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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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中日两国在地区事务中实现多领域合作。中国受访者希望中日两国可以

通过加强双边合作来共同保障地区安全与秩序，特别是对两国在构建新型合作关

系、共同应对朝核问题、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等方面的合作充满期待。从具体数据

上看，69.3%的中国受访者支持中国在亚洲事务上与日本进行合作。 

附图  受访者是否支持中国在亚洲事务上与日本进行合作（%） 

 

在谈及中日两国应该在亚洲哪些事务上进行合作时，“加强中日韩及中日

FTA、RCEP 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合作（28.4%）”居首位，其他排名前列的选项

分别为“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28.2%）”和“节能技术、风力能发电等可再生能

源方面（26.5%）”；此外，涉及双方共同维护地区秩序和进行安全领域合作的选

项也获得了较多受访者的认可，如“构建东北亚和平秩序（23.4%）”、“构建朝鲜

半岛和平与朝鲜的经济发展（22.1%）”，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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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中日两国应该在亚洲哪些事务上进行合作（%） 

 

 

62.2%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中日两国应该重视双边合作，进一步构建新型合作

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在问及当前世界

面临的各种问题时，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贫困、国家间的战争和纠纷、贫富差

距扩大等全球性问题是中国受访者最为关注的，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包括中日等

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应对。 

1.2

4.2

6.8

7.8

8.6

9.3

9.4

9.7

11.6

13.5

14.1

19.2

20.6

22.0

22.1

23.4

26.5

28.2

28.4

拒答/不知道

共同应对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问题

进一步强化海空联络机制

防治公共卫生疫情

旅游

军事、安全领域的交流合作

在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发基础设施

东亚共同体建设和东亚区域合作

保护知识产权

扩大青少年交流等民间交流

食品安全问题

东海资源开发

大气及水污染等环境问题

核能发电安全问题

构建朝鲜半岛和平与朝鲜的经济发展

构建东北亚和平秩序

节能技术，风力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方面

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

加强中日韩及中日FTA、RCEP贸易、投资
等方面的合作



2019 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报告 

2019  P12 

附图  对中日两国今后是否应该进一步构建新型合作关系的看法（%） 

 

期待中日加强军事安全合作。对未来发生军事冲突的担忧与对周边军事安全

的顾虑，使更多的中国受访者倾向于建立多国对话机制来讨论安保问题，实现东

北亚地区的和平。在本次调查中，65.7%的中国受访者认为有必要建立起讨论安

保问题的多国框架机制，这一比例比 2018 年（59.7%）上升了 6 个百分点。 

附图  是否有必要在东北亚地区建立起讨论安保问题的多国框架（%） 

 

在支持建立上述对话机制的受访者中，当被问及“哪个国家应当参加这一对

话机制”时，59.9%的受访者选择了日本，人数比例仅次于中国（85.3%）和美

国（62.7%），超过了俄罗斯（41.3%）。这说明在更多中国公众的意识中，已经

将日本看作是与中国一同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秩序的重要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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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东北亚地区讨论安保问题的多国框架应当包含哪些国家（%） 

 

针对两国间新建立的海空联络机制，43.7%受访者认为该措施可充分避免两

国间偶发的军事冲突，34.6%的受访者认为此项机制尚不够充分，另有 21.6%的

受访者不能给出准确判断。 

附图  为了避免两国间的偶发性军事冲突，依靠现有的“海空联络机制”是否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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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受访者对日负面印象深受历史问题影响，对日本军

事威胁的担忧有所缓解 

历史问题对中日关系的深层心理影响依然存在。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历史问

题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47.4%的受访者认为“历史问题没有解决，

这是中日关系决定性的大问题”，比 2018 年（46.8%）略有上升。被问到为何对

日本产生不好印象时，60.5%的中国受访者选择“日本对侵略中国的历史没有真

诚地道歉和反省”。15.4%的中国受访者认为“无论中日关系如何，要解决历史问

题很困难”，这一比例较去年上升了 6 个百分点。 

附图  历史问题对当前与今后中日关系的影响（%） 

 

附图  历史问题的解决与中日关系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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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日间需要解决的历史问题”，中国公众首选“日本对侵略战争的认

识”（60%），其次是“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51.2%），再次为“日本的历

史教科书问题”（40.6%）和“日本的战争赔偿、慰安妇及强征劳工问题”（40%）。 

对日本军事威胁的危机感有所缓解。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受访者认为“存在

对中国构成军事威胁的国家或地区”的比率为 55.5%，较 2018 年（68.7%）下

降 13.2 个百分点。当被问及具体国家或地区时，日本继续居首（75.3%），但较

2018 年（79.4%）下降 4.1 个百分点。 

在认为日本对中国构成军事威胁的理由中，65.4%的中国受访者选择“日本

与美国联手在军事上围堵中国”，比去年（70.1%）下降 4.7 个百分点；第二位是

“日本曾发动过侵略战争，至今仍存在否认和试图掩盖历史事实，淡化反省和道

歉的倾向”，比率为 59.7%，比去年（64.6%）下降 4.9 个百分点；第三位是“日

本长期侵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并否认存在领土争端”，比率为 46.0%。比去年

（54%）下降 8 个百分点；第四位是“日本在防卫计划大纲中把中国设定为假想

敌国”，比率为 36.7%，比去年（45.8%）下降 9.1 个百分点；第五位是“日本谋

求修宪趋势明显，愈发具有现实性”，比率为 18.1%。比去年（22.8%）下降 4.7

个百分点。上述数据显示，相较于 2018 年，中国受访者对日本对华安全威胁的

担忧有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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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认为日本对中国有军事威胁的原因（%） 

 

中国受访者对中日之间存在争议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归属问题可能会对

两国军事安全产生不良影响的担忧有所下降：48.3%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在几年之

内、或者在未来的时间里，两国会因为钓鱼岛的领土纠纷问题发生军事冲突，较

2018 年的 56.1%下降了 7.8 个百分点；34.3%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两国不会因为钓

鱼岛的领土纠纷问题发生军事冲突，较 2018 年的 26.6%上升了 7.7 个百分点。

但是，钓鱼岛问题依然是阻碍中日关系的最主要问题，2019 年有 51.2%的中国

受访者认为钓鱼岛问题是阻碍两国关系的主要原因，这一比例与去年基本持平；

56.9%的中国受访者因日本对钓鱼岛进行“国有化”引起两国对立，对日本持负

面看法。 

附图  对钓鱼岛问题引发中日军事冲突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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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受访者认可本国媒体对促进两国关系的贡献，更多

受访者通过移动设备获取关于日本和中日关系的信息 

关于媒体对两国关系的影响，绝大多数中国受访者认可本国媒体在促进双方

关系上所起到的作用：认为中国媒体对改善中日关系和促进两国民众相互理解做

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或“有些贡献”的中国受访者达 84.6%。 

附图  中国媒体对改善两国关系、促进两国民众理解做出了何种程度的贡献（%） 

 

中国受访者对本国媒体涉日报道客观公正性的评价也保持稳定：80.4%的中

国受访者认为中国的报纸、杂志、电视关于日本及中日关系的报道和评价是客观

公正的，有 11.5%的受访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而在 2018 年的数据中，持肯定和

否定态度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 80.6%和 11.3%，与 2019年基本相当。同时，80.3%

的中国受访者认为网络上关于两国关系的网民声音能确切或大体上反映出主流

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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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受访者对中国媒体涉日报道的客观公正性评价（%） 

 

附图  网络上关于中日关系的网民声音是否能反映主流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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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的中国受访者主要通过中国媒体获取关于日本和中日关系信息，其中

电视虽仍是最为主要的媒介渠道，但其重要性有所下降。以电视为最主要信息渠

道的受访者比例由 2018 年的 60.3%下降到今年的 54%；相较之下，使用移动设

备作为最主要信息渠道的受访者比例由 2018 年的 29.9%增长到今年的 39.3%，

呈现明显的增长态势。 

附图  通过中国媒体获取关于日本和中日关系信息的受访者触媒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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