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242031065

*学时

（Credit Hours）
48

*学分

（Credits）
3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

Japan's Politics, Economy and Diplomacy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中日交往源远流长。中日关系总体不断发展，各领域交流

与合作日益深化，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有利于维护地区乃至世

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本课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彻“两性一度”（高阶性、

创新性与挑战度）理念，旨在让学生系统地了解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的学科发展及

学术前沿。经济方面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日本经济概论、日本财政与金融、日本国土

开发与空间结构、日本产业技术创新与企业经营模式、日本对外经济关系、中日经济

关系以及日本经济现状、课题与展望等。政治外交方面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战后日本

政治外交概观、战后政党制度、国会立法与选举、政府行政与政治改革、日本外交决

策、日本智库、日本外交重构与中日关系等。

在教学实践中，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

人才培养理念，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与道德情操。在教学方法上，将尝试“探究式”

学习，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助力学生全面了解和分析日本及中日关系。

在教学管理上，将通过考勤、课堂参与及作业，把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落到实处。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aims to enable students to systematically understand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and academic frontiers of Japanese politics, economics and diplomacy.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economics mainly includes Introduction to the Japanese

Economy, Japanese Finance and Finance, Japan's Land Development and Spatial
Structure, Japan's Industri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Model,
Japan's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Sino-Japanese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Topics and Prospects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political diplomacy mainly includes an overview of Japan's
political diplomacy after the World war ii, the political party system, parliamentary
legislation and elections,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nd political reform, Japanese
diplomatic decision-making, Japanese diplomatic restructuring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教材

（Textbooks）

张季风：《日本经济概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 年

张勇：《摆脱战败：日本外交战略转型的国内政治根源》，社科文献出版社，2020 年，

第 081940 号

参考资料

（Other References）

张季风：《日本平成经济通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 年

张季风主编《日本经济蓝皮书》（2008-20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高洪：《日本政党制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15475 号



林尚立：《日本政党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046733 号

张勇：《摆脱战败：日本外交战略转型的国内政治根源》，社科文献出版社，2020 年，

第 081940 号

*课程类别

（Course Category）
公共基础课/全校公共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课 其他

*授课对象

（Target Students）

国际政治经济学

院 2021 级本科

生

*授课模式

（Mode of Instruction）

线上，教学平台

☑线下 混合式 其他

实践类（70%以上学时深入基层）

*开课院系

（School）
国际政治经济学

院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全外语

双语：中文+ （外语讲授不低于 50%）

*授课教师信息

（Teacher Information）

课程负责人

姓名及简介

张季风，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

究所研究员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张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学习目标

（ Learning

Outcomes）

1.帮助学生全面了解并认识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学科的发展概况与历史脉络。

2.帮助学生掌握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学科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的相关知识。

3.帮助学生综合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理论，拓展国际视野，提升方法论水平，全面提

高其分析问题与解释问题的能力。

*考核方式

（Grading）
课程成绩采取结构成绩制，每门课程的成绩由平时成绩、期末成绩组成总评成绩。平

时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20%，期末成绩占 80%。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

周次

周

学

时

其中

教学内容摘要

（必含章节名称、讲述的内容提要、实验的名称、教学方法、课堂讨论的题目、

阅读文献参考书目及作业等）

讲

授

实

验

课

习

题

课

课

程

讨

论

其

他

环

节

第一周 3
2.
7

0.
3

绪论

一、 为什么学日本经济？

二、 怎样学日本经济？

三、 日本经济基本内容

四、 日本经济的基本认识

第一章 战后日本经济概论（一）

第一节 从战争废墟实现自立（1945-1955）
一、明治维新的经济改革与战前日本经济简述

二、战后三大经济改革

三、恶性通胀治理与经济全面恢复

第二节 高速增长与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1956-1972）
一、高速增长的奇迹



二、高速增长的背景与原因

三、高速增长的功与过

第三节 经济结构转型与泡沫经济（1973-1991）
一、石油危机带来的震荡

二、经济结构转型的举措与效果

三、泡沫经济的生成与崩溃

四、泡沫经济的后果与教训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为主、提问、讨论

阅读文献：

张季风：《日本经济概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 年

张季风：《挣脱萧条——1990-2006 年的日本经济》、社科文献出版

社、2006 年

张季风：《日本经济结构转型——经验教训与启示》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16
讨论题目：

日本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奇迹的社会背景、原因及其启示

课外思考题：

日本泡沫经济的教训与警示意义

第二周 3
2.
7

0.
3

第一章 战后日本经济概论（二）

第四节 泡沫经济后遗症处理与结构改革（1992-2012）
一、泡沫经济后遗症的处理

二、桥本六大改革与小泉结构改革

三、“没有实感”的长期景气

四、克服国际金融危机

五、东日本大地震的冲击

第五节 “安倍经济学”的实施与效果（2013-2021）
一、安倍经济学出台的背景

二、安倍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三、安倍经济学的效果

四、安倍经济学的隐患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为主、提问、讨论

阅读文献：

张季风：《日本经济概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 年

张季风：《日本平成经济通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 年

讨论题目：

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结构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课外思考题：

安倍经济学的功过分析

第三周 3
2.
7

0.
3

第二章 日本财政、金融

第一节 日本财政与税制

一、 战后日本财税制度基本架构

二、 财政状况恶化的根源

三、日本财政会崩盘吗？



第二节 日本金融体系与金融政策

一、日本金融制度概述

二、金融组织与金融市场

三、金融政策与金融监管

四、安倍经济学的货币政策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为主、提问、讨论

阅读文献：

张季风：《日本经济概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 年

张季风：《日本平成经济通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 年

刘瑞：《金融危机下的日本金融政策 困境与挑战》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年

讨论题目：

日本财政的困境与出路

课外思考题：

日本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利弊分析

第四周 3
2.
7

0.
3

第三章 日本国土开发与空间结构

第一节 日本国土开发概论

一、国土开发基本理论、理念

二、日本的国土开发规划与开发历程

三、日本国土综合开发的基本特点

第二节 日本的城市体系

一、大城市圈

二、地方城市：中枢城市与中核城市

三、城乡共生、城乡融合发展

第三节 日本的交通体系

一、城际间新干线铁路、传统铁路

二、公路交通

三、城市交通

第四节 日本首都圈空间结构与区域规划

一、日本首都圈基本概要

二、六次《首都圈基本计划》

三、中心城市东京的作用

四、日本首都圈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比较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为主、提问、讨论

阅读文献：

张季风：《日本国土综合开发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第一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再版

讨论题目：

日本国土综合开发的基本特征

课外思考题：

日本首都圈综合发展经验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启示



第五周 3
2.
7

0.
3

第四章 日本产业、科技创新与企业经营

第一节 日本的产业

一、日本产业的基本概观

二、产业结构、产业政策与产业集群

三、主导产业、新型产业的成长

四、“三农”问题与农业发展

第二节 日本的科技创新

一、日本的创新体制

二、日本的科技政策及其特点

三、日本的创新能力与水平评估

四、日本未来的科技创新领域与方向

第三节 能源经济与能源安全

一、日本能源基本情况与特点

二、确保能源安全的战略举措

三、节能、绿色经济与碳中和战略

第四节 日本的企业经营

一、日本传统经营模式：“三大法宝”

二、公司治理与融入全球化

三、品质管理、生产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

四、如何看日本企业丑闻？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为主、提问、讨论

阅读文献：

张季风：《日本经济概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 年

张季风：《挣脱萧条——1990-2006 年的日本经济》、社科文献出版

社、2006 年

讨论题目：

日本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义

日本式企业管理模式的利与弊

课外思考题：

日本确保能源安全的经验与启示

第六周 3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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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日本对外经济关系

第一节 对外贸易

一、日本对外贸易的发展轨迹

二、对外贸易管理体制

三、对外贸易结构与贸易收支

第二节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国对日投资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

三、外国对日投资的发展与特点

第三节 日本的国际收支与汇率变动

一、日本的国际收支状况

二、日本经常收支保持顺差的意义

三、日元汇率变动及影响

第四节 政府开发援助

一、日本 ODA 的发展



二、日本 ODA 的结构

三、日本 ODA 的决策执行体系

第五节 日本自贸战略与区域经济合作

一、日本的 EPA 战略

二、日本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进展

三、RCEP、CPTPP 与 IPEF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为主、提问、讨论

阅读文献：

张季风：《日本经济概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 年

伊藤元重著，张季风、叶琳译《国际经济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11 年

讨论题目：

日本是如何在海外创造一个日本的？

课外思考题：

日本推进贸易立国、投资立国与 EPA战略的经验与启示

第七周 3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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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日经贸关系

第一节 中日经贸关系的既往与现状

一、邦交正常化之前民间主导的贸易（50 年代初-1971）
二、官民并举的贸易往来（1972-1978）
三、走向全面经济合作（1979-1991）
四、稳定发展不断成熟的经济合作（1992-2000）
五、突飞猛进不断深化的经济合作（2001-2011）
六、进入转型期的经济合作（2012-现在）

第二节 中日经贸关系的基本特点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

二、互补性

三、互惠互利性

四、中日经贸合作效应的外溢性

第三节 中日经贸关系展望

一、中日经贸合作面临的挑战

中美经济摩擦、新冠疫情、美西方对华封锁、打压、扼制等

二、中日经贸合作的机遇

三、中日经贸关系的短期走向

四、中日经贸关系的长期展望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为主、提问、讨论

阅读文献：

张季风：《中日友好交流 30 年（经济篇）》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
年

服部健治、丸川知雄主编，张季风、叶琳译《日中关系 40 年史（经

济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

讨论题目：

中日贸合作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与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课外思考题：

中日经贸关系的双赢性与基本定位



第八周 3
2.
7

0.
3

第七章 日本经济现状、课题与展望

第一节 日本经济现状与难题

一、新冠疫情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二、俄乌冲突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三、日本经济现状与日元贬值

第二节 日本经济的难题

一、需求疲软与收入下降

二、财政状况的持续恶化

三、创新能力趋弱

四、人口少子老龄化

第三节 日本经济展望

一、岸田“新型资本主义”评析

二、短期走势：两年左右可望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三、长期展望：慢性长期衰退不可避免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为主、提问、讨论

阅读文献：

张季风：《日本平成经济通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 年

张季风主编《少子老龄化社会与家庭：中日政策与实践比较》，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1
讨论题目：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日本经济走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课外思考题：

人口老龄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第九周 3
2.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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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日本政治的邀请

二、观察日本政治的视角

三、日本政治课程关涉内容

第一章、战后政治体制的确立与终结

第一节、“五五体制”与日本高速增长

一、战后政党政治的复活

二、“五五体制”的确立

三、“五五体制”下的高速经济增长

四、“保革对立”与战后政党政治

第二节、经济时代到政治时代

一、野党迭出与“五五体制”的动摇

二、从经济时代转入政治时代

三、政党腐败与政治改革

四、“五五体制”的终结与政治转型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为主、提问、讨论

阅读文献：

赫赤：《日本政治概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

蒋立峰主编：《日本政治概论》，东方出版社，1995 年

高洪：《日本政党制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林尚立：《日本政党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



[日]北冈伸一：《日本政治史：外交与权力》，南京大学出版社，王

保田等译，2014 年

讨论题目：

日本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

课外思考题：

“五五体制”终结后的日本政治

第十周 3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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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行政省厅与执政党

第一节、行政省厅起草法案

一、内阁提出法案多的原因

二、省厅起草法案

三、审议会与内阁法制局审议法案

第二节、执政党审议法案

一、自民党单独执政时期

二、联合执政时期

第三节、行政省厅与执政党的关系

一、执政党主导决策过程的支柱——“族议员”

二、“族议员”出现的社会背景

三、“族议员”主导决策过程的案例分析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为主、提问、讨论

阅读文献：

王新生：《现代日本政治》，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年

徐万胜：《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年

[日]蒲岛郁夫：《战后日本政治的轨迹：自民党体制的形成与变迁》，

郭定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

讨论题目：

“族议员”的形成

课外思考题：

当前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关系

第十一周 3
2.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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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国会与政治

第一节、国会的职能和组织构成

一、议会制和国会的职能

二、国会的组织和两院关系

三、议会内阁制

第二节、国会的召集和会期

一、国会会议的种类

二、国会的召集和会期制

第三节、国会会议和议院构成

一、议院构成

二、全院大会

三、委员会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为主、提问、讨论

阅读文献：

杨建顺：《日本国会》，华夏出版社，2002 年



[日]柳原修：《日本的国会与政治》，刑文柱、刑文良等译，中国广

播电视出版社，2008 年

讨论题目：

国会中的立法过程

课外思考题：

日本议会制的现状与课题

第十二周 3
2.
7

0.
3

第四章、政治参与

第一节、选举与投票行为

一、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制

二、投票行为的逻辑

第二节、利益集团

一、利益集团的类型

二、利益集团的运动形态

三、压力政治的利与弊

第三节、大众传媒

一、主要大众传媒的状况

二、大众传媒的政治报道

三、大众传媒的政治功能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为主、提问、讨论

阅读文献：

刘小林：《当代各国政治体制：日本》，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 年

王新生：《现代日本政治》，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年

[日] 三宅一郎：《投票行动》，冯建新译，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年

讨论题目：

日本选举制度改革的原因

课外思考题：

公共政策中的舆论因素

第十三周 3
2.
7

0.
3

绪论

一、日本外交的邀请

二、外交内涵与日本外交特质

三、日本外交课程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日本外交的轨迹

第一节、近代日本的外交传统

一、应对外来文明的冲击

二、外务省主流外交

三、二元外交

四、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

第二节、日本外交的三条路线

一、社会民主主义路线

二、经济中心主义路线

三、传统国家主义路线

第三节、战后日本外交的轨迹

一、“吉田路线”的形成

二、强化日美关系和扩大外交空间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E6%9F%B3%E5%8E%9F%E4%BF%AE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E5%88%91%E6%96%87%E6%9F%B1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E5%88%91%E6%96%87%E8%89%AF
https://book.douban.com/press/2133
https://book.douban.com/press/2133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E6%9F%B3%E5%8E%9F%E4%BF%AE
https://book.douban.com/press/2409


三、冷战后的国际秩序与日本外交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为主、提问、讨论

阅读文献：

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

刘世龙：《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

[日] 五百旗头真编：《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吴万虹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 年

讨论题目：

从“岛国”到海洋国家：日本的战略转型

课外思考题：

试论日本的国际秩序观

第十四周 3
2.
7

0.
3

第二章、日本外交的战略转型与体制转型

第一节 日本外交战略转型

一、“吉田路线”与日本外交

二、日本外交的理念与现实

三、日本外交路线的论争与转型

第二节 日本外交体制转型

一、外务省体制的演变

二、外交中的“政治主导”

第三节 日本外交转型：超越“死之跳跃”？

一、日本外交转型的外部诱因

二、日本外交转型的内在逻辑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为主、提问、讨论

阅读文献：

张勇：《摆脱战败：日本外交战略转型的国内政治根源》，社科文献

出版社，2020 年

[日] 五百旗头真编：《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吴万虹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 年

讨论题目：

何谓“吉田路线”？

课外思考题：

“安倍路线”及其对后安倍时代的影响

第十五周 3
2.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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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日本对外决策

第一节、研究方法与概念模式

一、理性决策模式

二、打开“黑箱”：艾利森的理论贡献

三、日本对外决策模型

第二节、从“官僚主导”到“官邸主导”

一、对外决策中的官僚政治

二、对外决策中的官邸政治

第三节、机制调整及其制约因素

一、对外决策机制调整的目标

二、“官邸主导”对外决策的局限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E6%9F%B3%E5%8E%9F%E4%BF%AE
https://book.douban.com/press/2188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E6%9F%B3%E5%8E%9F%E4%BF%AE
https://book.douban.com/press/2344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E6%9F%B3%E5%8E%9F%E4%BF%AE
https://book.douban.com/press/2344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为主、提问、讨论

阅读文献：

张勇：《摆脱战败：日本外交战略转型的国内政治根源》，社科文献

出版社，2020 年

[日] 五百旗头真编：《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吴万虹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 年

讨论题目：

理性行为模式的优缺点

课外思考题：

试用政治心理模式分析日本首相的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

第十六周 3
2.
7

0.
3

第四章、智库与日本外交

第一节、“海国图智”：“海洋国家”战略转型中的智库

一、近代以来日本的三次战略转型

二、战略转型中的智库因素

第二节、政策过程中的智库

一、学术研究与外交政策的关系

二、日本智库参与外交政策过程的模式

第三节、“日本型”政策智库

一、战后智库发展的三次高潮

二、日本智库的分类

三、日本智库的作用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为主、提问、讨论

阅读文献：

张勇：《摆脱战败：日本外交战略转型的国内政治根源》，社科文献

出版社，2020 年

[日] 五百旗头真编：《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吴万虹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 年

讨论题目：

制约日本对外政策智库发展的主要因素

课外思考题：

日本智库的“动态循环”模式及其对我启示

总计
4
8

4
3.
2

4.
8

备注（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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