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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丛书：中国民众的国际观（第2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美国研究所、欧洲研究所、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以主题报告的形式对“中国民众国际观”的调研
成果总结。
此次调查覆盖了中国的大部分省份，采取了定性和定量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问卷发放量和有效问卷回
收量都超过以往的调查。
并且，各所还就“对象国（地区）”民众的“中国观”也做了初步考察，并做了调研报告，与“中国
”民众的“国际观”作对照，使得这次调研更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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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的话
第一部分 实地调查综合问题部分
一 本次调查的基本情况
二 对2008年国际形势的认识
三 中国民众对俄罗斯、美国、欧盟和日本的了解程度
四 中国民众对俄罗斯、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总体印象
五 中国民众对俄罗斯、美国、欧盟、日本及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判断
六 中国民众对中俄、中美、中欧和中日关系的重要程度的判断
第二部分 实地调查俄罗斯问题部分
一 舆论调查的背景和目的
二 中国民众对俄罗斯保持着较高的亲近度
三 中国民众心目中的俄罗斯形象
四 中国民众对俄罗斯的评价
五 乐观评价中俄关系发展，对中俄关系的前景充满期待
六 面对现实、内外关联、着眼发展
俄罗斯人如何看中国
第三部分 实地调查美国问题部分
一 本次调查的背景及基本情况
二 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印象和认知
三 中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四 中国民众获取有关美国信息的渠道
五 性别因素分析
六 年龄因素分析
七 文化程度的影响
八 地域因素的影响
九 职业和收入因素的影响
十 中国民众在美国和中美关系问题上的关注盲点
十一 中国民众在一些问题上的主流看法
十二 中国民众的看法中分歧最大的问题
十三 结论
美国人如何看中国
第四部分 实地调查欧盟问题部分
一 2008年中欧关系的发展
二 本次调查思路和方法
三 本次调查的数据特征
四 中国民众对欧盟和中欧关系的认知
五 变量分析
六 结语
欧洲人如何看中国
第五部分 实地调查日本问题部分
一 本次调查的背景与基本情况
二 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亲近感
三 中国民众心目中的日本形象
四 中国民众对中日关系的关注
五 中国民众对日本未来走向及其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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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中国民众获取有关日本信息的渠道及对互联网上言论的评价
七 留言摘录
日本人的国际观正在发生变化
第六部分 网上调查部分
一 本次舆论调查的背景及基本情况
二 对2008年的国际形势的认识
三 关于中国民众对大国形象的认识
四 关于中国民众对大国的亲近感
五 关于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程度
六 关于双边关系的重要性
七 关于国际问题的信息源
八 总结
第七部分调查问卷及数据
综合部分
国别部分:俄罗斯
国别部分：美国
国别部分：欧盟
国别部分：日本
实地调查与网上调查之数据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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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4）从整体上来看，中国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比较理性、客观，甚至有些中庸
，没有极端倾向。
这或许和近年来中美关系发展平稳的大背景有直接的关系。
大多数受访者对于当前中美关系的看法谨慎，但正面评价中美关系的人数比例要远远超出负面评价的
人数比例。
这表明相对多数的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的现状有着相对客观的态度，既看到两国关系中的积极面，又能
认识到其中的不足与问题。
不过，有超过46％的受访者对中美关系的前景表示“乐观”和“比较乐观”，而认为“保持现状”的
比例也接近1／3。
民众之所以乐观的一个原因，就是中美两国有共同利益，而中国不断强大则有助于两国关系的稳定。
“台湾问题”、“经贸关系”和“能源问题”被多数受访者视作21世纪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和领
域，而“人民币汇率”和“能源”则被视作中美经贸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
在被问到中国今后如何处理对美关系时，中国民众的看法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但主张“稍微强硬一些
”（32.11％）和“强硬”（10.61％）的受访者居相对多数，主张“稍微灵活一些”和“灵活”的人数
比例也占到了1／3；另有17％左右的受访者认为“无须改变”。
（5）电视、互联网和报刊成为中国民众了解美国的主要渠道。
这与课题组上一次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只是互联网的影响力有了进一步提升。
这表明，随着互联网使用的日益普及和中国网民人数的大幅增加，通过新兴通信科技手段了解外部世
界的中国民众越来越多，甚至有赶超电视影响力的趋势。
（6）在性别差异方面，男女性的看法分歧不大，多数人的观点比较中庸，持偏激观点的人数比例不
高，但在处理对美关系上，男性的态度更趋强硬，女性的态度则相对灵活；另外，女性对直接涉及中
国以外的国际事务不如男性了解得多。
（7）在年龄差异方面，在绝大多数问题上，各个年龄段受访者的看法并无明显差异，对于美国的看
法较为中肯，对中美关系持积极看法的是主流。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美国感到“不亲近”的人数比例递增，主张对美“强硬”的人数比例也有所
上升。
（8）在文化程度方面，在多数问题上，大专（含）以上和以下学历两类受访者的观点相差不大，但
大专（含）以上学历被调查者的观点相对集中和一致，而大专以下学历受访者的看法则有些分散，表
示“不清楚、不回答”的人数比例明显较高，这说明这一群体无论是国际知识，还是对国际问题的关
注都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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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众的国际观(第2辑)》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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