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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分析日本大众媒体现状的过程中，本文首先概括了日本大众传媒的现状。
本文发现日本是世界上信息高度发达的国家，是信息高度垄断的国家，日本媒体制度的形成深受政府
政策和法律的影响。
本文主要就报刊媒体的中国报道进行了梳理和归纳。
由于战后日本的大众传媒主要是以报纸媒体为中心而取得发展的，广播电视都隶属于报纸媒体，他们
的报道姿态也基本统一。
由于广播电视媒体中国报道的节目收集存在着很大的制约’所以这里并没有就广播电视的中国报道进
行分析。
日本的电影在被电视取代传播地位后其影响力大为降低，因此本文也没有对日本电影中的中国形象进
行涉猎。
不过在战后日本的舆论背景交代中本文也阐述了电影媒体所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
    本文分析了战后日本的舆论基础。
它包含这样几个因素，那就是“象征天皇制民主主义”、“议会制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爱
国主义”和“和平主义”五个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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