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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调查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肆虐，国际形势与国家间关系受到

明显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正常日程及回暖节奏虽然因这一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受到干扰，但大局和基本面未发生逆转性异变。习近平

主席今年 9 月 16 日致电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时指出，“中日互为友

好近邻，同是亚洲和世界上重要国家，发展长期稳定、友好合作的

中日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稳定、繁荣”。疫情出现后，中日两国社会层面守望相助、共克时

艰，共同书写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友好佳话。“后疫情时

代”的世界秩序构建中，中日关系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双边关

系重要性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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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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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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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京零点有数数据科技股份公司自

2020 年 7 月起着手前期工作。9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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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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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公众调查抽样设计、样本分布、执行周期等情况如下： 

调查样本在以下 10 个城市进行采集：北京、广州、郑州、武汉、

南京、沈阳、西安、上海、成都与青岛。调查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15 日—2020 年 10 月 16 日，在 10 个城市同步进行。本次调查采

用随机抽样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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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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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女性 50.4%；年龄分布为：

18-35 周岁 45.4%，36-50 周岁 35.3%，51 周岁及以上 19.4%；最

终学历分布为：高中及以下学历 38.4%，本专科学历 59.1%，硕博

学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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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结论 
 

2020 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数据结果显示，中国受访者对日本

的好感度仍处于回暖区间，但回暖势头有所放缓，在一些方面仍是

负面评价高于正面评价。中国受访者对中日双边关系的重视程度有

所提高，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走向呈现谨慎乐观态度。中国受访

者支持两国构建新型合作关系，对中日在地区以及全球性问题上展

开双边合作抱有期待。受新冠肺炎疫情、日本政局变动以及中美关

系动荡等现实因素影响，对当前中日关系处于观望态度的中国受访

者明显增多。领土争端和历史问题依然是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

负面因素，但美国因素上升为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新现实问题。 

目前中日关系正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节点，中日双方还需要坚

持不懈的努力，改善民意，夯实两国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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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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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受访者对日本的好感度仍处于回暖区间，但回暖势

头有所放缓 

 

对日好感度与去年基本持平。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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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与 2019 年（45.9%）基本持平。整体来

看，对日印象改善趋势从 2014 年开始持续至今，但回暖势头趋缓；对日本印象

“相对不好”或“不好”的受访者比例为 52.9%，与 2019 年的 52.7%基本持平。

过去一年，对日本印象“没有明显改变”的中国受访者比例为 74%，较 2019 年

（53.7%）增加了 20.3 个百分点；认为中日关系“没有明显变化”的中国受访者比

例为 57.9%，较 2019 年（47.3%）增加了 10.6 个百分点。 

对当前中日关系持观望态度的受访者增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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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为 22.1%，比 2019 年（34.3%）下

降 12.2 个百分点。选择“比较差”或“差”的比例为 22.6%，比 2019 年（35.6%）

下降 13 个百分点，相较 2018 年（45.1%）下降 22.5 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受

新冠肺炎疫情、日本政局的变动以及中美关系等现实问题影响，中国受访者对当

前中日关系定位表现出进一步观望迹象。54%的受访者对当前中日关系选择“说

不清”，比前两年明显增加（2018 年 24.3%，2019 年 29.4%）。 

 

附图  对当前中日关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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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005～2020 年中国受访者对日本印象及中日关系认知情况（%） 

 

 

对中日关系未来发展持谨慎乐观态度。调查数据显示，在受访者被问及如何

看待未来中日关系时，选择“变好”或“相对变好”的比例为 38.2%，与 2019

年（39.2%）基本持平。选择“变坏”或“相对变坏”的比例为 9.6%，比 2019

年（18.6%）下降 9 个百分点。选择“没有变化”的比例为 35.6%，比 2019 年

（33.7%）上升 1.9 个百分点。 

附图  对未来中日关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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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受访者认同中日关系重要性，期待两国在“后疫情

时代”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 

 

认同中日关系的重要性。2020 年 74.7%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中日关系“重

要”或“比较重要”，较 2019 年的 67%增加了 7.7 个百分点。数据显示，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中国受访者对中日关系重要性的认可度出现了大幅变化。

2010 年达到 92.5%的峰值后，这一数字五年间连年下跌，至 2014 年下降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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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成左右中国受访者认为中日关系“重要”或“比较重要”，今年继续保持增长态

势。日本作为“重要邻国”（69.3%）“重要贸易伙伴”（50.7%）和“两国历史

文化关系深厚”（27.3%）等是中国受访者看重两国关系的重要理由。 

附图  中日关系对中国的重要程度（%） 

 

 

附图  认为中日关系对中国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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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后疫情时代”两国加强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75.2%的中国受访者认

为为实现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和东亚和平，中日两国今后应该进一步构建新的合作

关系。在当前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中，64.6%的中国受访者最为关注“新冠病毒

肺炎等传染病的威胁”。面对疫情对国际合作理念的冲击，88%的中国受访者认

可国际合作对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意义。“公平推广疫苗、展开全球合作”“强化

世卫组织领导”等是中国受访者更为认可的应对举措。 

支持中日在地区事务中实现多领域合作。84.6%的中国受访者支持中国在亚

洲事务上与日本进行合作，较 2019 年的 69.3%增加了 15.3 个百分点。在谈及

中日两国应该在亚洲哪些事务上进行合作时，涉及双方共同维护地区秩序和进行

安全领域合作的选项获得了较多中国受访者的认可，“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

（32.4%）居首位，其他排名前列的选项分别为“加强中日海空危机管理机制

（24.5%）”和“避免东北亚争端及维护持久和平（24.2%）”；此外，“公共卫生、

疫情防治（23.5%）”“东海资源开发（21.4%）”“节能技术，风力能发电等可再生

能源方面（19.3%）”等选项也获得了较多受访者的认可。 

 

附图  受访者是否支持中国在亚洲事务上与日本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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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中日两国应该在亚洲哪些事务上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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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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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被问到今后中日两国经贸关系走向时，47.1%的中国受访者相信双边经贸额会

“大幅增长”或“略有增长”。 

在全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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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也乐于看到中国与日本进行经济合作以及共同应对不利的国际贸易环境。从

具体数据上看，86.9%的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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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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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民间交流的重要性。75.5%的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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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52.4%的中国受访者认为过去一年间两国民间交流不

够活跃，较 2019 年的 45.6%增加 6.8 个百分点；29.9%的中国受访者认为过去

一年两国民间交流“活跃”或“比较活跃”，较 2019年的 41.6%下降 11.7个百分点。

在多种民间交流途径中， “媒体交流（38.4%）”“互相接纳留学生（28.1%）”和“学

者、研究者间交流（21.7%）”，受到较多肯定。 

附图  受访者眼中过去一年间中日两国民间交流活跃度（%） 

 

民众对中日两国维护和平有更多期待。在本次调查中，6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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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65.7%）

上升了 2.5 个百分点。当问到哪些国家应该参加上述对话机制时，79.4%的受访

者选择了日本，较 2019 年的 59.9%增加了 19.5 个百分点。更多受访者选择日

本，说明在更多中国公众的意识中，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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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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受访者对日负面印象深受领土及历史问题影响，对

日本军事威胁的担忧有所缓解，美国因素上升为阻碍中

日关系发展的新现实因素 

 

领土及历史问题对中日关系的深层心理影响依然突出。在对日印象不好原因

的选择上，居于首位的是“日本对侵略中国的历史没有真诚地道歉和反省”，比

例为 74.1%，较 2019 年的 60.5%上升 14.6 个百分点。40.2%的中国受访者认

为“两国历史问题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解决，但依然是个大问题”，与 2019 年

的 39.8%基本持平；在对日印象不好原因的选择上，排名第二位的是“日本对钓

鱼岛进行‘国有化’，引起两国对立”，比例为 53.3%，较 2019 年的 56.9%下降

了 3.6 个百分点。55.2%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两国的领土争端是阻碍中日关系的

最主要问题，较 2019 年的 51.2%上升 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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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较 2019 年的 55.5%下降

4.7 个百分点。当被问及具体国家或地区时，日本下降至第二位（47.9%），较

2019 年的 75.3%下降 27.4 百分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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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

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两国会因为钓鱼岛的领土纠纷问题发生军

事冲突，较 2019 年的 48.3%下降了 10.6 个百分点；4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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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的 34.3%上升了

11.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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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因素上升为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新现实因素。在被问及“阻碍中日关系

的主要因素”时，27.8%的中国受访者选择中美对立走势，较 2019 年的 10%增

加 17.8 个百分点，排名仅次于“中日领土争端”。在问及为何感觉日本是威胁时，

64.9%的中国受访者认为日本与美国联手在军事上围堵中国。52.1%的中国受访

者认为中美博弈会对中日关系产生负面影响。针对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53.5%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中日两国应将中美博弈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促进

中日合作”。 

 

附图  中美博弈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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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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

仍是获取中日关系信息的首要渠道 

 

认可中国媒体对促进中日关系的积极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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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与 2019 年的 84.6%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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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媒体涉日报道客观公正性的评价保持稳定。7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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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有 9.8%的受访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而在 2019 年的数据中，持肯定和否定态

度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 80.4%和 11.5%。同时，7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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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2019 年的

80.3%下降了 1.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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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受访者对中国媒体涉日报道客观公正性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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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仍是获取有关日本及中日关系信息的首要媒介渠道。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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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电视仍是首要媒介渠道，

且重要性有所提升。以电视为最主要信息渠道的受访者比例由 2019 年的 54%上

升到今年的 6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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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的 39.3%下降到今年的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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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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选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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