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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川雪（王雪萍）的个人简介 

 

现任职位：（日本）东洋大学社会学部媒体学科教授 

地址：〒112-8606 東京都文京区白山 5-28‐20 

     東洋大学社会学部メディア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科 

E-mail：wang×toyo.jp（请把×改为@） 

学位：博士（政策与媒体专业） 

最终学历：2006年 3月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政策与传媒研究科 博士课程毕业 

                       同时取得博士（政策与传媒）学位 

 

工作经历：2002年 12月～2012年 3月 庆应义塾大学产业研究所 共同研究员、研究员 

          2003年 1月～2006年 12月 （中国）环球时报 驻日特约记者 

          2004年 9月～2006年 3月 庆应义塾大学大学院政策与传媒研究科 COE研究员 

2005年 1月～2006年 3月 共同通信社共同网 负责中文网站翻译、校正等工作 

          2005年 4月～2007年 3月 青山学院大学 兼任讲师（科目：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

中国社会与中日关系） 

          2005年 4月～2008年 3月 庆应义塾高级中学 兼任讲师 

          2006年 4月～2008年 3月 庆应义塾大学 全球安全化问题研究所 助教 

          2006年 4月～2008年 3月 庆应义塾大学 法学部 （兼任）讲师 

          2006年 4月～2007年 3月 庆应义塾大学 SFC研究所 高级访问所员 

          2008年 4月～2010年 3月 关西学院大学 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常勤讲师 

     2009年 12月～2011年 3月 庆应义塾大学 SFC研究所 高级访问所员 

     2010年 4月～2013年 3月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讲师 

     2011年 1月～2011年 12月  共同通信社 中文讲座“大家学汉语” 监修 

     2011年 4月～2013年 3月  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所 客员学术研究员 

     2012 年 4 月～2014 年 3 月  东洋英和女学院大学 非常勤讲师（科目：读懂当代

亚洲（中国政治）、中文） 

          2012年 6月～至今  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 客员研究员 

          2013年 4月～2014年 3月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副教授 

          2013 年 4 月～2015 年 3 月  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 非常勤讲师（科

目：东洋史概论（战后中日文化交流史）） 

          2014年 4月～2019年 3月  东洋大学社会学部传媒学科副教授 

          2015年 4月～现在 东洋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 研究员 

          2018年 4月～2018年 8月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非常勤讲师 

          2019年 4月～现在  东洋大学社会学部传媒学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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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业绩 

■著书与译著 

華僑華人の事典編集委員会编《華僑華人の事典》（日本）丸善出版、2017 年 11 月、全 630

页（编辑委员长：吉原和男、编辑干事：芹澤知広、津田浩司、编辑委員：王雪萍、杉村美

紀、瀬川昌久、曽士才、谷垣真理子、三尾裕子、山本須美子）。 

阿古智子・大澤肇・王雪萍编《变迁中的中华世界之教育与文化认同》（日本）国際書院、2017

年 3月、全 306页。 

張競・村田雄二郎编、飯塚容・及川淳子・王雪萍・小野寺史郎・篠崎美生子・鈴木将久协

助编辑《日中 120年：文芸・评论作品选』（全５巻）（日本）岩波書店、2016年，编辑委员、

翻译。 

王雪萍编著《战后日中关系与廖承志—中国知日派与对日政策》（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

2013年 9月。 

廖赤阳主编李恩民、王雪萍副主编《大潮涌动：改革开放与留学日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10年 8月。 

王雪萍著《改革开放后中国留学政策研究—1980-1984 年赴日本国家公派留学生政策始末》，

（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 7月。 

朱建荣主编、王雪萍、徐显芬副主编《日本人是天生勤奋的吗？—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启示》，

（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 10月。 

田雪原、王国强编，中国人口学会著，法政大学大学院高龄化问题综合研究所（祁景瀅、袁

媛、王雪萍）译《中国的人口资源》（日本）法政大学出版局，2008年 6月。 

中川秀直著，王雪萍、张剑波、杨志辉、祁景瀅、朱建荣译《涨潮时代—日本 GDP倍增构想》

（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 3月。 

桥本芳一、关根嘉香、王雪萍著《日本的天空—中国的森林》（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

2004年 4月。 

小岛朋之监修，王雪萍共同执笔《备受注目的巨大市场（各省、各地区）—一本让您读完能

完全了解中国的书》（日本）PHP研究所，2002年。 

 

■学位论文 

硕士论文：《由教科书看对日认识—中国和台湾教科书的比较》 

（庆应义塾大学大学院政策与传媒研究科 2001年 9 月）获得庆应义塾大学湘南藤泽学会优秀

硕士论文奖 

博士论文：《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留学生派遣政策—以派遣到日本的本科生留学生为中心》 

（庆应义塾大学大学院政策与传媒研究科 2006年 2 月） 

 

■研究论文 

王雪萍《在日中国人媒体所记录的留日学生的思想变化―以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机关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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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留日学生报》（1947-1949）为中心》』，载《东洋大学社会学部纪要》（东洋大学社会学部）

第 57-1 号，2019年 12月，第 21－38页。 

王雪萍《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对石桥湛山认识之变化――以《人民日报》、《世界知识》、中

国外交部档案为中心》，载［日］《石桥湛山研究》（立正大学石桥湛山研究中心）第 2号，2019

年 3月，第 87－111页。 

王雪萍《从《神州学人》杂志分析中国政府留学生政策之变化――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中

心》，载《人文学研究所报》（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No.61，2019年 3月，第 97－104页。 

苗丹国著、王雪萍翻译《中国大陆留学相关博物馆、纪念馆之现状与未来》，载《人文学研究

所报》（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No.61，2019年 3月，第 105－114页。 

王雪萍《中国“一带一路”计划与文化外交――以国际教育交流为中心》，载［日］《亚洲文

化研究所研究年报》（东洋大学）、2017年第 52号（2018年 2月 28日発行）、第 163－173页。 

王雪萍《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小学教育改革之理念与挫折:从新建社会课的教育内容来看天安门

事件的影响》，载阿古智子・大澤肇・王雪萍编著《变迁中的中华世界之教育与文化认同》［日］

国際書院、2017年 3月、第 81－108页。 

王雪萍《全球化与中国历史教育的变迁――在内政与外交夹缝中摇摆的教育改革》，载加茂具

樹编著《中国外交行动的源泉》［日］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17年 3月 30日、第 163－180

页（全 228页）。 

王雪萍《廖承志与留日学生、華僑》，载《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第 10辑、2016年 12月、

第 69－94页。 

王雪萍《外交史・日中关系史研究》，中村元哉・大澤肇・久保亨编《探索现代中国的起源 史

料手册》［日］東方書店、2016年 10月 31日、第 55－68页（全 237页）。 

王雪萍《战后初期“中华民国政府”对留日学生政策解析――游离于救济与召回之间的政策

之成败》，《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第 9辑、2016年 9月、第 39－71页。 

王雪萍《廖承志与中国的对日民间外交》，载刘杰・川島真编《对立与共存的历史认识――日

中关系 1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9月 1日、第 399－433页。 

王雪萍《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历史意义――救济学生生活、组织回国活动、配合人民政府的

对日工作》，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编辑部编《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2015年 9月、第 111－127页。 

王雪萍《教育・历史教科书问题》，载東郷和彦・波多野澄雄编《历史问题手册》［日］岩波

书店、2015年 6月 18日、第 92－101页。 

王雪萍《围绕救济与召还的中华人民政府的中国留学生政策之混乱――以中华民国教育部・外

交部档案为中心》，载大里浩秋・孫安石编《近现代中国人留学生之诸项――以“管理”与“交

流”为中心》［日］御茶ノ水書房、2015年 3月、第 205-244页。 

王雪萍《赴日国家公派本科留学生的就业选择》，载廖赤陽主编、李恩民・王雪萍副主编《跨

越彊界：留学生与新华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 1月、第 123－150页。 

廖赤陽・王雪萍整理摘编、谭佳译《跨国人材竞争战略的现状与未来――华人教授谈日本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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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政策》，载廖赤陽主编、李恩民・王雪萍副主编《跨越彊界：留学生与新华侨》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15年 1月、第 69－90页。 

王雪萍：《建国初期中国政府打开对日美外交僵局初探――以旅日美华侨留学生回国问题谈判

为例》，载徐蓝主编《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第 6辑，2014年 8月，第 10－37 页。 

王雪萍：《战后初期旅日中国留学生与救济金问题》，载大里浩秋、孫安石编《近现代终日留

学生史研究新动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3月 1日，第 219-250页。 

Xueping WANG“Book Review: Nationalism and Power Politics in Japan's Relations with 

China:A neoclassical Realist Interpretation,by Lai Yew Meng.New York:Routledge,2013” 

Social Science Japan JournalVolume17 Number2：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of Tokyo.,June 26.2014.pp243-247. 

福田えり・古谷知之・島田徳子・岩本綾・王雪萍・福田牧子・平高史也：《关于常驻上海的

日本工作员工配偶的语言生活的考察》，载［日］《庆应义塾 外国语教育研究》（庆应义塾大

学）第 10号、2014年 3月 31日、第 1－22页。 

王雪萍：《中国国家公派留学生派遣政策的变容与留学生的选择》，载［日］《华侨华人研究》

（日本华侨华人学会）第 10号，2013年 11月 16日，第 22－37页。 

王雪萍：《比较研究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历史教育中所展现出来的中日战争形象 1949～2008》，

载公益财团法人三岛海云纪念财团《研究报考书》平成 25年度＜第 50号＞，2013 年 11月 1

日，第 118－120页。 

王雪萍：《廖承志与廖班的对日工作者》，载王雪萍编著《战后日中关系与廖承志—中国知日

派与对日政策》［日］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13年 9月 30日，第 15－48页。 

王雪萍：《留日学生和华侨在中国的对日工作中的作用—人才培养、对日宣传、对华支援》，

载王雪萍编著《战后日中关系与廖承志—中国知日派与对日政策》［日］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

2013年 9月 30日，第 107－131页。 

王雪萍：《中国的近现代中日关系研究的发展与限度》，载王敏编《位于东亚的日本文化—日

中韩文化关系的多样姿态》［日］三和书籍，2013 年 9月 25日，第 133－139 页。 

王雪萍：《廖承志与中国的对日民间外交》，载刘杰、川岛真编著《对立与共存的历史认识—

日中关系 150年》［日］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 8月 23日，第 361－389页。 

厉无畏著王雪萍译《创意产业所带来的发展观的变革》，载厉无畏著、・王敏编监译《创意改

变中国》［日］三和书籍，2013年 4月 25日，第 47－106页。 

王雪萍：《二战后中国人留日学生的生活苦与政治姿态──以救济金问题为例》，载大里浩秋

遍《战后日本与中国・朝鲜――以 Prange文库为线索》［日］研文出版，2013 年 3 月 25 日，

第 83－119 页。 

王雪萍：《向日本派遣的中国国家公派留学生的就业选择—以对改革开放初期赴日留学的本科

留学生的采访调查为中心》，载吉原和男编《当代人口的国际移动—亚洲的日本》［日］庆应

义塾大学出版会，2013年 3月 30日，第 279-311页。 

赵启正著王雪萍译《翻译――文化的桥梁》，载赵启正著・王敏编・监译《中国的公共外交「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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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官」时代》［日］三和书籍，2011年 12月 10日，第 115－128页。 

王雪萍：《中国的历史教育中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变迁—以建国后的《教学大纲》的变化为中心》，

载［日］《现代中国研究》第 29号，2011年 11月 15 日，第 51－71页。 

王雪萍：《中国历史教育课程中的阶级斗争史观的变化—以《教学大纲》和历史教科书为材料》，

载加茂具树・饭田将史・神保谦编著《中国向改革开放的转换—超越“一九七八年”》，［日］

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11年 10月，第 77－99页。 

王雪萍：《中国的历史教育和对外观（1949-2005）--以《教学大纲》和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载添谷芳秀编著《现代中国外交六十年--变化与持续》（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现代中国研

究系列丛书）［日］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11年 3月，第 51-69页。 

樱本光、吉冈完治、和气洋子、严网林、加茂具树、郑雨宗、王雪萍、吉武惇二、平汤直子：

《在中国沈阳市实施的小型造林 CDM项目概况》，载［日］《三田商学研究》第 53卷第 2号［2010

年 6月号］第 137-148 页。 

王雪萍：《改革开放后国家公派留学政策的转型》，载廖赤阳主编李恩民、王雪萍副主编《大

潮涌动：改革开放与留学日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8月，第 32-48页。 

苗丹国、王雪萍：《1978 年以来中国人留学日本状况研究》，载廖赤阳主编李恩民、王雪萍副

主编《大潮涌动：改革开放与留学日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8月，第 206-231

页。 

王雪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促进留学生、华侨回国政策-中国的对日、对美两国间

交涉过程分析》，载［日］《中国 21》（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会）Vol.33，2010年 7月，第 155-178

页。 

王雪萍：《伴随时代发展而改变的抗日战争形象 一九四九-二〇〇五—以中国的中学历史《教

学大纲》和课本为中心》，载［日］《军事史学》(军事史学会)45卷 4号，2010年 3月，第 10-32

页。 

王雪萍：《留日学生的选择—爱国的热情与历史的影响》，载刘杰、川岛真编《1945 年的历史

认识：围绕“终战”的中日对话尝试》，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1月，第 189-225 

页。 

Xueping Wang“History textbooks controversies regarding China in Japan” Kwansei 

Gakuin University humanities review：Kansei gakuin University.,Feb.2009.pp81-88. （英

语） 

王雪萍：《改革开放后国家公派赴日留学生派遣政策综述》，载王辉耀主编、苗丹国、程希副

主编《中国留学人才发展报告 2009》（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年 10 月

（ISBN978‐7‐111‐28494‐9），第 157-198页。 

王雪萍：《对中国留日国费留学生的预备教育进行的调查报告（1979-1984）-以在东北师范大

学进行的赴日本科留学生教育为中心》，载［日］《华侨华人研究》（日本华侨华人学会）No.6，

2009年 11月，第 40-62 页。 

家近亮子著、王雪萍译《蒋介石日记解释 1937 年 12 月的南京形势》，载［中］《民国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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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 2期、总第 96期、第 109-114页。 

Wang Xue-ping & Sekine Yoshika “Policy Coordination beyond Borders: Japan-China 

Environmental Policy Practices in Shenyang and Chengdu, China ”Michio Umegaki, Lynn 

J. Thiesmeyer, Atsushi Watabe, ed. Human Insecurity in East Asia: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ISBN: 978-92-808-1164-3）pp144—164. 

王晓秋著，王雪萍译《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的变迁》,载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所编《中国

人的日本研究—为了互相理解的思索与实践》丛书，（日本）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中心，

2009年 3月（ISSN1883—8618），第 113—132页。 

王雪萍：《留日学生的选择—〈爱国〉与〈历史〉》，载刘杰、川岛真编《1945年的历史认识》，

（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 3月（ISBN978-4-13-023056-8），第 203—232页。 

王雪萍《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回国留学生就业制度改革和留学生的海外滞留问题—以向日本派

遣 379 名本科留学生为例》，载［日］《关西学院大学外国语纪要社会科学编》Vol.13，2009

年 2月，第 101—117页。 

王雪萍：《日本留学生政策的经验和教训》，载朱建荣主编，王雪萍、徐显芬副主编《日本人

是天生勤奋的吗？—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启示》，（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年 10 月

（ISBN978-7-5012-3421-9）第 119—138页。 

王雪萍、苗丹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留日回国人材现状研究》，载［中］《世界教育信息》，

2008年 6月号，第 88—91页。 

严网林、王雪萍：《植林 CDM 的地理情报的应用》，载严网林编《国际环境协力的新范例—中

国沙漠化对策的综合政策学的实践》，（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8年 3月，第 243—272

页。 

早见均、王雪萍、小岛朋之：《日中友好植林活动的 CDM 国际认证—环境统治的方法》，载小

岛朋之、严网林编《日中环境政策协调的实践》，（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8年 3月，

第 191—217页。 

关根嘉香、王雪萍、杨治敏：《有关中国内陆的人与生态体系的环境政策的实践》，载小岛朋

之、严网林编《日中环境政策协调的实践》，（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8 年 3 月，第

65—83页。 

王雪萍：《留学日本期间可申请多种生活援助》，载［中］《世界教育信息》，2007 年 11月号，

第 6—9 页。 

王雪萍：《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家公费派遣留学生＂派遣政策的变迁》，载［日］《中国研究

月报》社团法人中国研究所，2007年 8月号，第 19—32页。 

王雪萍：《中国的文化外交—看包含留学生派遣的人材交流的战略》，载川岛真编《中国的外

交—自我认识与课题》，（日本）山川出版社，2007年 8月，第 55—72页。 

王雪萍：《超越国境的环境合作的实践—以在中国沈阳市的中日植林 CDM 实证实验为中心》，

载［日］《综合政策学 working paper》(21 世纪 COE 项目“在日本，亚洲的综合政策学部先

导据点”No.110，2007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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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萍：《中国留日学生心目中的日本形象—以改革开放后中国所派本科生为例》（中文），载

《越洋聚焦—日本论坛》株式会社 JAPAN ECHO公司，2006年 11月号，第 7—17 页。 

王雪萍：《从中国教科书看分割的日本形像与中日关系》，载［日］《东亚》霞山会，2006年 4

月号，第 72—81页。 

王雪萍：《因日本留学后滞在国家不同而不同的对日印象—以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派遣的本科

生留学生为例》，载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所编《21世纪 COE国际日本学研究丛书 3：东亚

共生型态的构筑和异文化研究—文化交流和民族主义的交错—》，（日本）法政大学国际日本

学研究中心，2006年 3月，第 39—62页。 

王雪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派遣留学生政策—1980 年向日本派遣的 97 名本科生的追踪调

查》，载丁新豹、周佳荣、黄鸢梨主编《近代中国留学生论文集》，（中国香港）香港历史博物

馆（ISBN-I3;978-962-7039-56-3），2006年 3月，第 164—175页。 

早见均、小岛朋之、王雪萍：《中日友好造林活动的 CDM国际认证：对应地球温暖化对策与国

际合作方针讨论实践的综合政策学》，［日］21 世纪 COE 项目“在日本、亚洲的综合政策学先

导据点”No.97，2006年 3月。 

王雪萍：《中国的环境教育与环境意识—对四川省茂县的学生的环境认识与环境教育进行的事

例研究》，载山田辰雄、杨治敏编《四川省的环境问题》，（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

(ISBN4-7664-1111-0)，2004年 12月，第 187—195页。 

王雪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派遣本科生留学政策—以 1980年至 1984年派赴日本、前西德

的本科留学生为中心》，载李喜所主编《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

(ISBN7-310-02366-8)，2005年 8月，第 376—398页。 

王雪萍：《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政府派遣的本科留学生—以 1980 年派遣的第 1 期赴日本科留学

生的追踪调查为中心》，载［日］《现代中国》日本现代中国学会，2004 年，第 79 号，第 57

—69页。 

王雪萍：《跨越时间和空间进行中国留学生研究的必要性—学海无涯：参加近代中国留学生国

际讨论会（香港）》，载［日］《近邻》第 46号，2004 年 12月，第 75—77页。 

中野谕、郑雨宗、王雪萍《东北亚的多国 CDM项目的检讨》，载和气洋子、早见均编《为国际

合作而制定的温暖化对策与实践》，（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ISBN4-7664-1087-4），2004

年 9月，第 109—156页。 

早见均、和气洋子、小岛朋之、吉冈完治、王雪萍：《对造林活动吸收的 CO2 量的测量与预测

—在沈阳市康平县进行 CDM试验的可能性与实践—》，载和气洋子、早见均编《因国际协定而

制定的温暖化对策与其实践》，（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ISBN4-7664-1087-4），2004年

9 月，第 37—57页。 

王雪萍：《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留学生政策的展开—留学生派遣政策从“国家选拔”到“个人申

请”的演变过程 》，载［日］《东亚社会教育研究》，No.9，2004年 9月，第 168—179页。 

王雪萍、陈俊英、小川胜一《日本和中国大学生的环境意识的比较研究—以在 2002年对两国

的 8 所大学共同实施的问卷调查为中心》，载［日］《公益学研究》日本公益学会，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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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No.1，第 74—86页。 

王雪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派遣留学生政策—1980 年向日本派遣的 97 名本科生的追踪调

查》，载［中］《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 7月号，第 4—11页。 

Yoshika Sekine, Zhi-Min Yang, Xue-Ping Wang (2004), Air Quality Watch in Inland China 

for Human Security, The 21st. Century Center of Excellence Program "Policy Innovation 

Initiative: Human Security Research in Japan and Asia", Graduate School of Media and 

Governance, Keio University． 

中野谕、郑雨宗、王雪萍：《尝试协调围绕在东北亚的人类安全的多国政策：中日韩三国间实

施的 CDM项目的可能性》，载［日］《综合政策学 working paper》21世纪 COE项目“在日本，

亚洲的综合政策学部先导据点”No.13，2004年 2月。 

王雪萍、陈俊英、小川胜一、罗小燕、水志国、吴蕊：《中日两国 8所大学的大学生的环境意

识的比较调查》，载［日］《DISCUSSION PAPER》平成 14—15年度庆应义塾大学大型研究助成

项目“中国的环境保全和地球温暖化防止的国际系统的构筑研究”，No.03, 2003年 10月。 

王雪萍：《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中国留学生派遣》，［日］民主主义研究会，2002 年 11月。 

王雪萍：《教科书中表现出的对日政策的变化》，载［台］《海内外华人精英论坛第十一届台湾

之旅论文集》2002年。 

王雪萍：《从教科书看对日认识—中国和台湾教科书的比较》，（日本）湘南藤泽学会，2001年。 

 

■学会与国际会议报告 

研究报告 

王雪萍《中国留日同学总会与《中国留日学生报》:1947～1949――从支持国府转为支持共产

主义》，神戸华侨华人研究会第 182回研究例会“思考战后华侨社会的新动向”」，神戸中华总

商会会议室，2018年 12月 14日。 

王雪萍《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对石桥湛山认识演变过程之考察――以中国外交部档案、《世

界知识》《人民日报》为中心》（中文），第四期国際関係史工作坊，中国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

（论文参加），2018年 9月 8日。 

王雪萍《廖承志与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的中日关系》（中文），清華大学・中央大学共同研究

讲座项目，日中友好会馆第 1会议室，2018年 8月 25日。 

王雪萍《周恩来・廖承志之对日外交与留日学生》（日文），明治大学大学院学际系综合研究 A

科目“留学经验与近代东亚「学知圏」之形成”外部讲师讲演：明治大学骏河台校区、2018

年 5月 30日。 

王雪萍《中国一带一路构想与国际教育交流政策的变化：生活在国家与个人利益夹缝中的留

学生》（日文），第 58 回「中国人留学生史研究会」扩大例会：“关于中国留学生面对的各种

问题”，神奈川大学横浜校区 3号馆 406，2018年 3月 3日。 

王雪萍《石桥湛山与中国的对日工作――以中国外交部档案史料为中心》（日文），石桥湛山

研究学会第 5回研究大会，立正大学品川校区 11号馆 1152教室、2017年 12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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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萍《改革开放初期的中日教育合作―以东北师范大学赴日本国留学预备学校为中心―》

（日文），东洋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公開学术研讨会“分析中国发展――分析一带一路政策之

起始”，东洋大学白山校区 6号馆 6208教室，2017年 7月 22日。 

王雪萍《周恩来・廖承志的对日外交与留日学生》（日文），明治大学大学院学际系综合研究

Ｃ科目「关于日本「留学経験」的综合研究」外部讲师讲演：明治大学中野校区、2016年 11

月 23日。 

王雪萍《中国政府的对日华侨政策与廖承志》（日文），国际学术研讨会“战后・冷战期间的

东亚华侨社会”，（神戸）中华会馆东亚大厅，2016年 1月 30日。 

王雪萍《建国初期中国的对日外交与对日工作者的选拔・培养》（中文），国际关系史工作坊

（第三回）“东亚国际关系史的新观点”京都产业大学，2015年 12月 12日。 

王雪萍《在台湾公开的中华民国档案与编辑出版的资料集的问题点――以战后留日学生相关

档案为中心》（日文），廖承志研究会第十五回研究会：东洋大学白山校区２号館第１会议室，

2015年 5月 31日。 

王雪萍《周恩来、廖承志的对日外交与留日学生》（日文），明治大学大学院学际系综合研究

Ｃ科目“关于日本留学经验的综合研究”特别讲演：明治大学骏河台校区 Global Front,2014

年 11月 19日。 

王雪萍《中国外交史、日中关系史研究的新资料―利用“口述历史”、回忆录的可能性与局限

性》（日文），日本现代中国学会 2014 年度全国大会：神奈川大学 23 号馆，2014 年 10 月 26

日。 

王雪萍《战后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华侨团体的统合与再分裂—以留日同学总会、留日华侨总会

为例》（日文），中国人留学生史研究会箱根合宿研究报告会：神奈川大学箱根研修所，2014

年 9月 26～27日。 

王雪萍《战后中国留学生、华侨团体与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日文），廖承志研究会第 14次

研究会：庆应义塾大学大阪校区，2014年 9月 5日。 

王雪萍《战后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华侨团体的变迁――以中国留日同学总会、东京华侨总会

为例》（日文），三田史学会 2014 年度总会：庆应义塾大学三田校区西校舎、2014 年 6 月 21

日。 

王雪萍《战后中日关系与日本华侨》（日文），东京大学研究生院 ASNET“中国观点”科目特别

讲演：东京大学本乡校区东洋文化研究所 3楼大会议室，2014年 6月 5日。 

王雪萍《中国的历史教育改革与中日关系》（日文），科研费基盘研究 B“围绕中国的民族认同

与民族主义”研究会：东京大学驹场校区 2号馆 313,2014年 5月 25日。 

王雪萍《1950年代中国外交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相关史料》（日文），东洋文库 1950 年代史研究

会定例研究会：东京大学驹场校区 18号馆会议室 4，2014年 1月 25日。 

王雪萍《战后中日关系与中国人的日本认识――中日两国国民相互认识恶化的恶性循环》（日

文），第 12回三田现中沙龙：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共同研究室 1，2014年 1月 17日。 

王雪萍《书评《中日教育合作実践与成效研究――以「大平班」和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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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一平・曹大峰主编，学苑出版社，2013年）》》（日文），留学生史研究会第 38回研究会：

东京大学驹场校区 18号馆会议室 2，2013年 12月 13日。 

王雪萍《战后日中关系与中国知日派》（日文），中央大学政策文化综合研究所分科会“关于

日本外交与缔结条约的档案学研究”：东京大学驹场校区 18号馆会议室 4、2013 年 11月 9日。 

王雪萍《中国的档案公开信息—外交部档案馆与上海市、北京市档案馆的比较》（日文），财

团法人东洋文库现代中国资料室第 2 回东亚档案共同研究会主办学术研讨会：东洋文库 7 楼

会议室，2013年 7月 20日。 

王雪萍《战后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救济金问题》（中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与神奈川大学人

文学研究所主办近代以来中日留学生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3年 6月 22日。 

王雪萍《二战后中国人留日学生的生活苦与政治姿态──以留日学生救济金问题为例》（日文），

东洋文库超域亚洲部门现代中国研究班国际关系・文化组：东洋文库、2012年 12月 8日。 

王雪萍《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家公派留学生派遣政策的变迁与留学生的选择―国家政府的意

志与留学生个人意志的攻防》（日文），日本华侨华人学会 2012年度全国大会：九州大学、2012

年 11月 10～11日。 

王雪萍《战后中日关系与相互认识问题》（日文），日本外务省青年外交官学习会：日本外务

省、2012年 7月 18日。 

王雪萍《近现代中日关系与留日学生・华侨》（中文），清华大学日本研究第五回高级研讨班

讲座：清華大学日本研究中心、2012年 7月 1日。 

王雪萍《中国留学生与战后中日关系》（日文），Gordon William Prange文库与东亚研究会国

际研讨会—战后日本的原风景：神奈川大学横浜校区 1号馆 301教室、2012年 3月 26日。 

王雪萍《廖承志与留日学生・华侨》（中文），国际学术研讨会“廖承志与战后中日关系”（中

国杭州市浙江旅游职业学院），2012年 3月 17日。 

王雪萍《廖承志与中国外交部—以原中国外交部日本科长丁民采访记录为中心》（日文），廖

承志研究会第 4次研究会（香川大学法学部会议室），2011年 12月 26日。 

王雪萍《在中国的对日政策中专家团体所发挥的作用—构筑战后中日关系中廖承志集团的工

作与“遗产”》（项目研究报告）（日文），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2011年

度集训研讨会（枥木县花月饭店），2011年 8月 27－28日。 

王雪萍《中国近现代中日关系研究的发展—以最新日本研究成果《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

为根据》（日文），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所 2011年度第三次东亚文化研究会（法政大学），

2011年 6月 29日。 

王雪萍《上海的历史教科书有何变化？--纽约时报报道前后教科书内容的比较报告》（日文），

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午餐讨论会（庆应义塾大学），2011 年 5月 31日。 

王雪萍《廖承志和建国初期中国的对日工作人员》（日文），亚洲政经学会 2011 年度东日本大

会（独协大学），2011年 5月 21日。 

王雪萍《廖承志与中国的对日民间外交》（日文），战后东亚国际政治研究会第 2次熊本会议，

熊本学园大学，2011年 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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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萍《廖承志与归国留日学生、华侨》（日文），日本华侨华人学会 2010年度大会，横滨山

手中华学校，2010年 11月 14日。 

王雪萍《战后留日学生、华侨的归国和新中国的外交》（日文），神奈川大学留学史研究会报

告会，神奈川大学，2010年 6月 26日。 

王雪萍《中国的历史教育中的主要敌国的变化：1949-2005—以建国后的《教学大纲》和历史

课本为中心》（日文），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第 3 班全体研究会，庆应

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共同研究室 1，2010年 3月 18日。 

王雪萍《地球温暖化问题能得到解决吗？―来自日中造林ＣDM 项目现场的报告》（日文）、武

蔵野大学社会连携中心平成 21年度文部科学省委托事业「对应在职员工重新学习的需求推进

相应教育的项目」面向地域社会中小企业培育环境经营人才项目特别公开讲座、东京都三鹰

市三鹰网络大学、2010年 2月 21日。 

王雪萍《1950年代中国的对日美外交-作为打开国际孤立方略政策的促进留学生、华侨回国政

策》（日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共同

研究报告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新馆会议室 4、2010年 2月 19日。 

王雪萍《赴日留学生的日本印象-以中国国家公派赴日本克留学生为中心》（日文），＜庆应义

塾大学 SFC・ORF讨论专场＞“新平台：SFC的国际化和日本研究”，東京・六本木 Hills，2009

年 11月 23日。 

王雪萍《战后初期留日学生、华侨的选择和国家认同-生活在中日两国之间的中国人》（中文），

“Identity and Diversity of the ‘East Asian World’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Co-sponsors:Forum for the Study of East Asian History,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Foundation) Grand Hilton Seoul（KOREA）,2009年 11月 6日－

7 日。 

王雪萍《历史教育中的抗日战争：1949—2005—以初中历史“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为中心—》

（中文），战时国际关系——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会议：重庆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

代史研究所、西南大学共同主办），2009年 9月 6日—11日。 

王雪萍《中国历史教育课程中的阶级斗争史观的演变—以“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记述的变

化为中心》（日文），日本现代中国学会 2009年度关西部会大会：大阪市立大学文化交流中心，

2009年 6月 13日。 

王雪萍《建国初期中国的留学生、华侨政策与归国留日学生、华侨》（日文），＜庆应义塾大

学东亚研究所项目＞“关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环境变化和日本的接受外国人的综合性研究”

第一次研究会，庆应义塾大学三田校区 1号馆 1楼 110号教室，2009年 5月 23 日。 

王雪萍《1950 年代的回国留日学生、华侨与中国的对日外交—以中国政府的留学生、华侨的

回国促进政策为中心—》（日文），中国现代史研究会 2009年总会，研究集会：京都、关西培

训中心，2009年 3月 20日—21日。 

王雪萍《中国中学历史教育中的国民党与蒋介石》（中文），Workshop on New Evidence to 

Understand the 20th Century China-Japan Relations（新档案、新视野及中日关系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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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向）：Hoover Institute, Stanford University, on March 9, 2009. 

王雪萍《1950年代的归国留日学生、华侨和中国的对日工作》，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现代

中国研究中心第 3班研究会，2009年 1月 13日。 

王雪萍《在日本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问题与中日关系》（日文），日中研究者论坛：庆应义塾大

学，2008年 12月 6日—7日。 

王雪萍《从战后留日学生、华侨的回国来看中国政府与在日中国人的历史认识：1949—1958》

（日文），日本华侨华人学会 2008年度大会报告：筑波大学，2008年 11月 15日。 

王雪萍《中国的历史教育中的日本—以建国后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和“教学大纲”的变化为中

心》（日文），日本国际政治学会 2008年度研究大会：筑波国际会议场，2008年 10月 24日。 

王雪萍《中国的历史教育和中日两国的互相认识》（日文），早稻田大学全球化 COE 项目，国

际 Workshop《中日两雄是不是并立—国际构造、国内政治、互相认识》:早稻田大学，2008

年 10月 17日—18日。 

王雪萍《末次政太郎和末次研究所》(中文)，中国历史资料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研讨

会:厦门大学，2008年 7月 30日。 

王雪萍《对中国留日国费留学生的预备教育的实态调查(1979—1984 年)—以东北师范大学的

赴日本科生留学生为中心》（日文），亚洲政经学会 2007年东日本大会；学习院大学，2007年

5 月 26日。 

Wang Xueping "Implementing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Beyond Borders: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Japan-China Afforestation CDM Project in Shenyang ,China"    

International workshop Human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as and Practices: Keio 

University,2007.2.25～27. 

王雪萍《超越国境的环境合作与实践—以中国沈阳市的中日植林 CDM实证实验为中心—》（日

文），庆应义塾大学 21世纪 COE项目讨论会“综合政策学的最佳实践”：庆应义塾大学，2007

年 1月 27日。 

王雪萍《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归国留学生的就业制度的变化和留学生的海外滞留问题》（日文），

日本华侨华人学会 2006年度大会：同志社大学，2006 年 11月 18日。 

王雪萍《中国的沙漠化问题和中日环境合作—藉由 CDM模式来解决问题的摸索》（日文），第 7

次政策 messe，“通过综合政策学的问题发现与实践—以东亚转移期地区社会为例”会议：明

治大学，2006年 3月 11日。 

王雪萍《沙漠绿化和植林 CDM 的结构》（日文），寻求藉由沙漠绿化的地域重生的新结构—来

自科尔沁沙地现场的报告 workshop：庆应义塾大学，2006年 3月 5日。 

王雪萍《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留学生派遣政策—以向日本派遣的本科留学生为中心》（日文），

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研究的思考讨论会：神奈川大学，2006年 3月 3日—4日。 

Wang Xueping "Air Problem of China and Human Security of Eastern Asia: An empirical 

Study in Shenyang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Human Security and Local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Khon Kaen University, Thailand, 2006.2.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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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萍《对中国政府国家公派留学生的追踪调查》（日文），第 21 次 SGRA 论坛“日本应该如

何接受外国人：留学生”，东京国际论坛 G栋 602会议室，2005年 11月 23日 

王雪萍《中国的大气问题和东亚的人类安全》（日文），亚洲政经学会 2005年度全国大会，2005

年 10月 29—30日。 

王雪萍《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派遣本科生留学生政策—以 1980年派遣到日本的本科留学生的

追踪调查为中心》（日文），亚洲政经学会 2004年度全国大会，2004年 10月 30—31日。 

王雪萍《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派遣本科生政策—以 1980-1984年派遣赴日本科留学生为中心》（中

文），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天津、徐州（中国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

代史研究所，徐州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东京旅行日华人史学会主办），2004年

10 月 15-19日。 

王雪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派遣留学生政策—1980年向日本派遣的 97名本科生的追踪调查》

（中文），近代中国留学生国际学术研讨会（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主办），2003年 12月 17—18

日。 

中野谕、郑雨宗、王雪萍《关于在东北亚实施多国 CDM 项目的讨论》（日文），环境经济政策

学会 2003年大会，东京大学，2003年 9月 27—28日。 

王雪萍《日本和中国大学生的环境意识的比较研究-以 2002 年向两国 8 所大学共同实施的问

卷调查为中心》（日文），日本公益学会第四次全国大会，东北公益文科大学，2003 年 9月 20

—21日。 

王雪萍《教科书中表现出的对日政策的变化》（中文），海内外华人精英论坛第十一大会，台

北，2002年 7月 26日。 

 

评论 

◎小型研讨会“国籍、出入国管理、国际法―对战后东亚移民问题重新探讨」，评论（报告：

鶴園裕基（早稲田大学）《日华和平条约与日本华侨―在五十二年体制下的“中国人”的国籍

归属问题」：早稲田大学 3号館 306教室，2019年 11月 23日。 

◎亚洲政经学会 2017年度秋季大会自由论题 4“中国的思想、政治、媒体”，主持人兼评论（报

告：徐涛（九州大学・研究员）《中国现代思想中对新世界形象之探索―评论杂志《读书》（1990

～2010）为中心》，于海春（早稲田大学・院）《对中国的新闻奖的地区间差距的比较分析―

以获奖新闻作品的内容分析为中心》：富山大学，2017 年 10月 21日。 

◎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人留学生与近代日本”，评论（报告：大里浩秋（神奈川大学）《中

国人留学生与日本》，見城悌治（千叶大学）《近代日本的工芸教育与中国留学生》、胡练成（华

侨大学）《光与影ー中日留学生与近代外交》，川崎真美（中国研究所）《留日学生派遣之建言

――张之洞的会面者们》，胡颖（神奈川大学大学院博士課程）《清末留学生的经费问题ー以

《官报》为素材》，尚小明（北京大学）《青柳篤恒ー一位被埋没的袁世凱之高级间谍》，李晓

东（島根县立大学）《中国人留日学生与军国民思想》）：神奈川大学 1号馆 804室，2014年 1

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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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国际交流分科会 2013年度第 1回定例研究会（报告：鹤园裕基（早稻田

大学）《日华断交期日本华侨的国籍问题―以中华民国政府的对策为中心》：早稲田大学 1 号

馆、2013年 5月 11日。 

◎中国现代史研究会 2010年总会、研究研讨会“1950 年代的东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告：

大泽武司（熊本学园大学）《“人民外交”之经验—以建国初期中国对日外交为中心--》；服部

隆行（爱知学院大学、非常勤）《“兄弟”党、国家认识和建国初期的中国外交—围绕中国驻

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的赴任》；石井明（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对 1950年代中国外交的重新探

讨—革命支援、和平共存、匈牙利事件》）：HOTEL CLAITON SHIN-OSAKA，2010 年 3月 27日。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共同研究班报告会

（报告：泷田豪（京都产业大学）《中国『新左派』的民主化论――以王绍光为中心》：京都

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新馆会议室 4、2009年 12月 18 日。 

◎战时国际关系――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会议（报告：安井三吉（孙文纪念馆）《诗

人草野心平与中国》：重庆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西南大学共同举办），2009 年

9 月 6日－11日。 

◎第６次亚洲移民研究会（报告：Saveliev Igor（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际开发研究科）《俄

罗斯的人口减少问题和中国移动人员的新网络构筑》）：庆应义塾大学三田校区第３校舍２楼

323号教室，2008年１月 12日。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创立２０周年記念国际研讨会、分科会 2“中国与日本的『异文化』

问题」（报告：坪谷美欧子（横浜市立大学）《中国人留学生的『居住者民族认同』的形成》、

唐燕霞（島根县立大学）《关于在中国的日资企业的异文化控制的课题》、刘岸伟（东京工业

大学）《新渡戸稲造的外交思想与异文化认识》）：东京・国际文化会馆岩崎小弥太纪念会堂，

2007年 3月 14日。 

 

■ 其它业绩 

黄匯傑《安倍首相去北京谈什么》，载思考 HK（香港）2018年 10月 3日。（采访） 

王雪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侨务政策》，载华侨华人的事典编辑委员会编《华侨华人的事典》

（日本）丸善出版，2017年 11月，第 94－95页。 

ＮＨＫ教育电视台日本的困境《我们的亚洲大研究》2015年 11月 29日，出演。 

黄匯傑《安部图谋亚洲领导权》，载《亚洲财经》（香港）2015年 9月号，第 81-83页。（采访） 

片田江康男・原英次郎《短期集中连载战后 70周年第 1回 无休止的日中历史问题 信息断

绝时代带来的不理解》，载《周刊钻石》第 103 卷 28 号，2015 年 7 月 18 日，第 106-111 页。

（采访） 

黄匯傑《美军炒作南海的真实意图》，载《鏡報》（香港）2015 年 7 月号（总第 456 期），第

48-49页。（采访） 

王雪萍・田沼彬文《《中国留日学生報》文章目录》，载大里浩秋・孙安石编《近现代中国人

留学生的诸相――以“管理”与“交流”为中心》（日本）御茶ノ水書房，2015 年 3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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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635页。 

王雪萍《附录一 日本有关中国留学生研究论文目录》，载廖赤陽主编，李恩民・王雪萍副主

编《跨越彊界：留学生与新华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1月，第 290－350页。 

王雪萍《附录二 日本有关中国留学生研究著作书目》，载廖赤陽主编，李恩民・王雪萍副主

编《跨越彊界：留学生与新华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1月、第 351－357页。 

王雪萍《相互不信的元凶、历史认识问题的根源何在――为了稳定关系应该尽快构筑有制度

的两国联系的交往机制》，钻石网，2014年 10月 8日。 

黃匯傑《專訪東洋大學副教授王雪萍日解禁自衛權危及台海安全》，载《大公报》2014年 6月

17 日（http://paper.takungpao.com/resfile/PDF/20140617/PDF/a24_screen.pdf）。 

王雪萍《新书介绍 户张东夫著《中国的搞笑艺术――传统艺术相声的魅力伝統話芸》》，载

《汉文教室》第 199号（大修馆书店）第 39页。 

严圣禾《在日本当大学老师不轻松》，载《光明日报》2012年 5月 14日(采访)。 

王雪萍《游戏大国福与祸-儿时习惯带动成人市场也生活与“晚锻炼”游戏引发社会问题》，《光

明日报》2011年 1月 18日。 

王雪萍《《海豚湾》放映战的背后—饮食文化的冲突及日本人的受害史观》，《光明日报》2010

年 11月 13日。 

苗丹国、王雪萍《附录一 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留学大事记(1978～2009)》，载廖赤阳主编李恩

民、王雪萍副主编《大潮涌动：改革开放与留学日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8 月，第 232-267页。 

苗丹国、王雪萍《附录二 中央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大事记》，载廖

赤阳主编李恩民、王雪萍副主编《大潮涌动：改革开放与留学日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10年 8月，第 268-270页。 

苗丹国、王雪萍《附录三 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签订相互承认学位、学历和文凭协议情况一

览表(截至 2009年 4月 30日)》，载廖赤阳主编李恩民、王雪萍副主编《大潮涌动：改革开放

与留学日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8月，第 271-272页。 

苗丹国、王雪萍《附录四 中国地方政府印发鼓励和吸引留学人才政策大事》，载廖赤阳主编

李恩民、王雪萍副主编《大潮涌动：改革开放与留学日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 8月，第 273-280页。 

苗丹国、王雪萍《留学大事记》，载王辉耀主编、苗丹国、程希副主编《中国留学人才发展报

告 2009》（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年 10 月（ISBN978‐7‐111‐28494‐9），第 157－

198页。 

王雪萍《日本地震专家给灾后重建支召》，载《环球人物》（中国人民日报社，2008 年 6月（下）

号），38—39页。 

王雪萍《日本留学全攻略(三)：医疗费用不发愁》，载《青年参考》（中国青年报社，2007 年

9 月 25日)。 

王雪萍《日本留学全攻略(二)：赴日留学政府给派个人指导员》，载《青年参考》（中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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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2007年 9月 18日)。 

王雪萍《日本留学全攻略(一)：留学日本办理查证要过三关》，载《青年参考》（中国青年报

社，2007年 9月 15日)。 

王雪萍、万雨《三田会筹款能力惊人》，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7年 2月 16日）。 

王雪萍《风水师大行其道》，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7年 10月 26日）。 

林梦叶、王雪萍、李洛《安部：日本无意拥有核武》，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6 年

10 月 11日）。 

徐宝康、于青、王雪萍、张楠伊《朝鲜核动向传言四起》，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6

年 10月 11日）。 

王雪萍《日本设奖学金争夺中韩人材》，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6年 8月 21日）。 

王雪萍、渖林、张楠伊《日本迎来最敏感的一天》，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6 年 8

月 15日）。 

王雪萍《小泉，谁的劝告也听不进》，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6年 5 月 19日）。 

王雪萍、江雪晴《美否认和日本搞超音速客机研发》，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6 年

5 月 11日）。 

张丽霞、王雪萍《日本人淡忘东京审判》，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6 年 5月 4日）。 

记者联合报道《五一节，各国怎么过》，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6年 5月 2日）。 

王雪萍《日本对小学老师要求高（人材大视野）》，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6年 4月

28 日）。 

王雪萍《日本学校轻视二战史》，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6年 3月 17 日）。 

王雪萍、沈林、寇维维、马剑、赵东国《寒暇，了解社会的好机会（(教育广角)》，载《环球

时报》（人民日报社，2006 年 1月 27日）。 

王雪萍《中日面对面谈"增常"》，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5年 12月 28 日）。 

王雪萍《日本女孩青睐中式服装》，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5年 12月 26日）。 

渖林、王雪萍《日朝都想推动和解》，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5年 9 月 23日）。 

渖林、王雪萍、常喆、江雪晴《六方代表抽空一起赏月》，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5

年 9月 19日）。 

王雪萍《小泉带日本往哪走》，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5年 9月 16日）。 

渖林、王雪萍、常喆《六方会谈进入攻坚战》，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5年 9月 16

日）。 

孙秀萍、王雪萍、张莉霞《日本人为何这么节约（节约之道）》，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

2005年 9月 5日）。 

王雪萍《七成日本人不认自己属亚州》，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5年 8月 26日）。 

凌志、陈欣、孟青、刘歌、王传军、王雪萍《亚州为何不忘日本罪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60周年）》，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5年 8月 15日）。 

王雪萍《日本：博导把握招生主导权》，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5年 8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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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萍、孙秀梅《小泉还能撑多久》，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5年 7 月 15日）。 

邹德浩、施晓惠、常喆、王雪萍、青木《八国集体需要中国》，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

2005年 7月 11日）。 

王雪萍《日本要关注中国舰艇动向》，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5年 7 月 4日）。 

王雪萍《留日学生素质堪忧 影响海外华人声誉》，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5年 5月

23 日）。 

王雪萍《日本名牌大学纷纷来华搞合作》，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5年 5月 13日）。 

王雪萍《华人不愿入日本国籍》，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5年 4月 6 日）。 

王雪萍《在日华人层次越来越高》，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5年 4月 1日）。 

王雪萍《在日华人纷纷选择回国》，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5年 3月 23日）。 

顾力、王雪萍《什么房子适合老人住》，载《环球时报 生命周刊》（人民日报社，2005年 3月

22 日）。 

王雪萍《中国随嫁小留学生问题多》，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5年 3 月 16日）。 

王雪萍《日校长贪污中国学生生活费》，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5年 3月 4日）。 

王雪萍《想长寿，学日本人吃饭》，载《环球时报 生命周刊》（人民日报社，2004 年 6 月 29

日）。 

王雪萍《日本人为啥说不好英语》，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4年 5月 10日）。 

王雪萍《养老，让市场多出力》，载《环球时报 生命周刊》（人民日报社，2004 年 1月 6日）。 

王雪萍《日本宽松教育失败了》，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4年 1月 7 日）。 

王雪萍《东京车展之最》，载《新闻晚报》（解放日报社，2003年 11月 6日）。 

王雪萍《留学日本不用考试》，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2003年 7月 2日）。 

王雪萍《日本要收环境税—主要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载《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

2003年 2月 28日）。 

 

■ 研究项目～ 

2019年度～2022年度 科学研究費（基盘研究Ｂ）「东亚近代法学・相关各学科网络构建与人

才培养」(研究代表者：李英美)，研究协力者。 

2018 年度～2021 年度 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基盘研究Ｂ）“战后冷战初期日本的华

侨社会相关的实证研究：重构东亚国际秩序” (研究代表：陈来幸)，研究分担者。 

2017 年度～2019 年度 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基盘研究Ｃ）“冷战期间中国外交之形

成――以人事系统为中心”研究代表。 

2017 年度～2019 年度 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基盘研究Ｂ）“教育交流与东亚国际关

系ー中国人留学生的派遣与支援” (研究代表者：孙安石)，研究分担者。 

2017年度～2018年度 東洋大学井上円了纪念研究助成・大型研究特別研究支援助成项目“基

于一帯一路经济政策的海外开拓事业与其给相关地区带来的文化影响” (研究代表者：松本

誠一)研究分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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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2018 年度 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基盘研究Ｃ）“政界再编的政治史之考

察” (研究代表者：薬師寺克行)研究分担者 

2013 年度～2014 年度 三菱财团人文科学助成费，研究代表，“关于中国外交部人事制度与

人才培养体系的实证研究：以对当今中日关系的影响为中心”。 

2013年度～2015年度 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基盘研究 C），研究代表“关于中国和台

湾的义务教育中所展现的日本认识的比较研究—对教育政策和教科书进行的实证分析”。  

2013 年度～2015 年度 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基盘研究 B）“围绕中国的国家认同与

民族主义”研究分担者。  

2012 年度 三岛海云纪念财团学术研究奖励金（人文科学部门），研究代表，“关于中国大陆

与台湾的历史教育中的中日战争表述的比较研究：1949～2008”。  

2012年度～2017年度 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据点第 2期（研究代表：高桥

伸夫），研究分担者。 

2011年度～2012年度 三得利文化财团・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研究代表，“现

代中国对日政策的决定、执行与廖承志集团”。 

2011年度～2012年度 科学研究费（青年研究 B），研究代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日“民

间”外交与中日人员交流的实证研究”。 

2011 年度 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项目，研究负责人，“日本问题专

家在中国的日本政策中的作用”。 

2010年度 RESONA亚洲大洋洲财团调查研究助成，研究代表，“中国留日学生华侨与日本”。 

2009年度～2010年度——科学研究费(青年 B)，研究代表，“有关中国历史教育的实证研究—

彻底分析 1949年以后的教科书的历史观和外国观”。 

2008年度——JFE财团亚洲历史研究助成，研究代表，“1950年代回到中国大陆的留日学生、

华侨与中日关系”。 

2007年度～2013年 3月——庆应义塾大学未来先导基金“跨院系环境项目”，研究分担者，（研

究代表：樱本光）。 

2007 年度～2008 年度——科学研究费（特别研究促进费）“有关中国的对日历史认识及历史

研究动向的紧急调查”，研究分担者，（研究代表者：小岛朋之 2007 年度，加茂具树 2008 年

度）。 

2007 年度～2011 年度——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据点，研究分担者，（研究

代表者：国分良成）。 

2003年度～2007年度——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研究所学术前线“有关危机管理的人文、社

会科学的学际研究” ，研究助手，（研究代表者：小岛朋之）。 

2003年度～2007年度——庆应义塾大学大学院政策与传媒研究科 21世纪 COE项目“在日本、

亚洲的综合政策学先导据点”， 研究助手（研究代表者：大江守之 2003—2004 年度，小岛朋

之 2005—2006年度，国领二郎 2007年度）。 

2003年度——庆应义塾大学森泰吉郎纪念研究振兴基金研究助成金“研究人员育成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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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留学生政策与日本—透过中国政府派遣赴日本科生留学生政策”。 

2003年度——富士施乐小林节太郎纪念基金在日外国人留学生研究助成，研究代表，“改革开

放后中国政府的派遣留学生政策与日本—以本科生留学生派遣政策实施 20年后的追踪调查为

中心”。 

2002年度～2003年度——庆应义塾大学大型研究助成“有关中国的环境保护和防止地球温暖

化的国际系统构筑的研究”， 合作研究人员，（研究代表者：和气阳子）。 

2002 年度——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化安全调查中心研究“有关在中国化学物质的危机管理的基

础整备的研究”，研究分担者，（研究代表者：小岛朋之）。 

2002 年度——实施了富士施乐小林节太郎纪念基金在日外国人留学生研究助成，研究代表，

“文革后中国的留学生政策与日本：1980—1984——以被中国政府派遣到日本的本科留学生

为例”。 

2000年度～2001年度——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化安全调查中心研究“防止大陆起源的环境污染，

保护我国森林的基本方法的研究”， 合作研究人员，（研究代表者：山田辰雄）。 

 

■学会活动 

日本现代中国学会 理事（2011－2012年度 HP负责干事，2013－2014年度宣传委员会副委员

长，2015－2016年度常任理事・宣传委员会委员长） 

日本华侨华人学会 宣传委员会委员长（2008‐2011年度宣传委员，2012－2015 年度理事・总

务委员会副委员长，2016‐2017年度常任理事・总务委员会副委员长，2018-2019年度总务委

员会委员）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 会员 

亚洲政经学会 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