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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冷战后，迅速发展的东亚地区主义已成为东亚国际关系中的新亮点。

长期以来，日本作为本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在地区合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在新一轮地区主义浪
潮中却缺乏主动，其中重要障碍之一是日本的农业保护。
农业在日本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低。
为什么日本宁愿牺牲本国在对外经济甚至外交战略上的利益去保护这一“夕阳产业”？
为什么日本政府一方面高调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但是另一方面仍对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置
若罔闻？
解释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问题是《日本的农业保护与东亚地区主义》的主要目的。

日本农业保护的传统动力在于两个方面：第一是农业保护背后的国会议员、农林官僚和品协之间巨大
的利益结构、第二是农业民族主义的文化意识根源。
通过着重考察冷战后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变化和东亚地区主义发展对日本农业保护的双重冲击，《日本
的农业保护与东亚地区主义》认为日本业保护的利益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但是并未发生本质改变，而
东亚地区主义政策尚未成为日本外交的优先目标和国家共识。
农业保护问题是考察日本参与东亚地区主义和国际战略的重要试金石和风向标，对于探讨和研究东亚
国际关系和日本外交具有现实意义。
研究日本农业保护问题对于中国的“三农”问题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本书由张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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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战后日本的新农本主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粮食安全保障与食品安全（这部分内容
在第一节将会具体讨论）；第二是日本人钟爱大米的民粹主义；三是农村被看成代表了日本人勤劳、
忠诚、有责任感等优秀传统文化的地方，相比之下，城市人却是处在一种现代的不稳定中。
　　二战后日本对于大米的民粹主义倾向主要的立脚点是所谓的日本民族与文化的特殊性、优越性，
是二战后日本为了提高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而有意识地进行的所谓的“日本人论”研究和宣传
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成果。
日本战败后，国民的国家自豪感和国家认同陷入真空状态，战前和战中通过政府机器灌输给日本国民
的“种族文化优越”、“大日本帝国”的思想意识也失去了合法性与说服力。
虽然吉田茂首相为战后日本确立了“轻军备、重经济”的国策使得日本很快开始恢复经济，日本经济
实力的迅速崛起也使得日本国民的国家自豪感有所提升，但是长期笼罩在日本人心头的“日本文化落
后论”的战败思想后遗症并没有消失，日本的国家认同和国家自豪感在思想文化意识层面缺失的问题
并没有得到解决。
对此，日本的政治家和一些精英们试图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将民族自豪感“种植”到日本国民心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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