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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品到服务 从空间到时间

共享经济成日本发展新方式
□ 苏海河 杨 慧

日本共享经济近年来快

速发展，从共享汽车到民宿，

再到共享服务，内容愈发多样

化 ，规 模 也 呈 不 断 上 升 之

势。共享经济在成为日本经

济发展新方式、为社会创造新

价值的同时，也正在成为新的

社会活动形式。

想上中国空间站的欧洲宇航员

日本共享汽车租赁生意兴隆。 苏海河摄

中国东盟经贸

合作迎难而上
□ 杭天扬

德国宇航员马蒂亚斯·毛雷尔透露了自己的“中国心愿”——想

上中国空间站。图为马蒂亚斯·毛雷尔在欧洲航天局哥伦布实验舱

模拟舱内展示实验操作。 （新华社发）

中国商务部近期公布的数

据显示，中国与东盟双边经贸合

作发展迅速，成果丰硕。中国已

连续 9 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

伙伴；2017 年中国与东盟贸易

额达到 5148.2 亿美元，是 2003

年的 6.6 倍；2018 年 1 月份至 5

月份，中国—东盟贸易额同比增

长 18.9%，达到 2326.4 亿美元。

与此同时，中国和东盟累计双向

投资总额已超过 2000 亿美元，

且结构日趋平衡；中国已在东盟

设立直接投资企业 4000 余家，

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在贸易保护主义沉渣泛起

之际，中国东盟贸易投资合作缘

何逆势而上？

这 正 应 了 中 国 一 句 老 话

——打铁还需自身硬。今年是

中国—东盟建立面向和平与繁

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15 周年，双

方关系已成为本地区最具实质

性内涵和活力的伙伴关系之

一。中国驻东盟大使黄溪连认

为，15年来，双方关系尤其是经

贸合作取得了巨大发展，日益凸

显其引领性、实质性和战略性。

引领性，即中国—东盟关系

始终走在东盟与其对话伙伴关

系前列。中国是第一个加入《东

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东盟对话

伙伴国，也是第一个与东盟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和第一个同东盟

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国家。2013

年，中国提出与东盟携手构建中

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中国—

东盟关系发展指明了大方向。

今年5月份，李克强总理成为第

一个访问东盟秘书处的东盟对

话伙伴国政府首脑，将中国—东

盟关系推上新高度。实质性，即

中国—东盟各领域合作务实而

深入。除了贸易和投资表现喜

人，双方人员往来从 15 年前的

387万增加到4900万，增长近13

倍。战略性，即中国—东盟关系

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日益具有地

区和全球内涵。特别是在当前

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贸易保

护主义盛行的形势下，中国与东

盟共同制定地区规则、构建地区

合作架构、推动贸易自由化，成

为地区稳定之锚、发展之基。

美国单边行动导致的保护

主义再度抬头，对中国、东盟各

国以及中国—东盟合作产生了

负面“溢出效应”，不仅伤害中

国，伤害自己，也伤害了包括东

盟在内的其他国家。以印尼为

代表的一批新兴经济体贸易条

件恶化、汇率波动频繁、资本外

逃风险加剧、潜在社会矛盾抬

头。为此，不少东盟国家都对美

方行径表示忧虑和谴责，认为应

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

贸易体系，呼吁中国和东盟加紧

落实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

定书，争取早日达成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推动

8 月初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发

出各方加强东亚合作、共同抵御

外部风险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

的积极信号。

为携手应对外部风险、共同

追求未来更大发展，中国和东盟

将继续秉持“和谐共生、和而不

同”的价值观，以“睦邻友好、和

平发展”为共同目标，进一步推

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提质升

级。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

贸易大国，中国愿同东盟和其他

相关方一道，以实际行动坚定反

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共

同维护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

系，为地区乃至世界繁荣发展注

入正能量。

今年9月份，中国驻东盟使

团将组织东盟常驻代表委员会

集体访华，探讨拓展智慧城市和

电子商务等新领域合作，进一步

深化中国—东盟关系；11月份，

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15周

年纪念峰会将在东盟轮值主席

国新加坡举办，会议将通过“中

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年

愿景”，为双方未来合作制定中

长期规划。此外，今年还是“中

国—东盟创新年”，双方将在数

字经济等创新领域积极拓展合

作。砥砺前行、携手共进的中国

和东盟，定能在下一个 15 年取

得更为丰硕的合作成果。

共享内容多种多样

日本将国内共享经济分为以民宿
和出租办公室、停车场等为主的空间
共享，以汽车、自行车为主的移动共
享，以旧货市场为主的商品共享，以
家庭服务为主的时间共享以及以捐赠
和投资为主的资金共享等多种类型。
在总结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日本政府
在 2017 年 6 月份发表的“未来投资
战略 2017”报告中提出“社会改革
5.0”构想，将共享经济定义为：活
用未充分利用的物品、空间、知识、
智慧技能等悠闲资产，使其产生更加
广泛的、新的商业价值。

日本共享经济起步较早，早年间
主要是空间共享、旧货转让和租车等
形式较为简单的共享。很多大学有教
室、有礼堂、有体育馆，但没有宿
舍，除少数就近走读的学生之外，大
部分学生都在学校附近租住公寓当作
宿舍，有很多是同学合租。日本的旧
货市场很受青睐，有餐具、衣服、衣
柜、家具等各式生活用品，很多人把
去旧货市场“淘宝”当作一种乐趣。
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很多地
方出现了汽车租赁业务，一是为了方
便城市无车家庭，让平常不经常用车
的家庭无需购买汽车，省去了租用停
车场、汽车保养等费钱、费心之事；
二是方便到外地出差、出游人员随时
在当地租用一辆汽车，完成一天或者
几天的行程，而且可以享受异地还
车、即时结算、全额保险等服务，非
常方便安全。

近年来，日本家庭旅馆异军突
起，成为共享经济中另一重要组成部
分。日本政府大力发展旅游业，把外
国游客购物、食宿、参观等消费当作
经济发展的增长点，访日外国游客逐
年增加。2012 年，日本入境人数不
足 1000 万人，2017 年发展到 2869
万人，年增长率达到 19.3%。但是，
酒店、旅馆不足成为日本旅游业发展
的一大困扰。家庭旅馆的发展正好填

补了这一空缺。许多外国游客通过网
上预约享受到日本的家庭旅馆服务。
由于住家庭旅馆经济实惠、且能体验
到当地民俗风情，日本家庭旅馆快速
发展，成为外国游客去日本旅游的优
先选择。

日本另一类共享经济是街区路
边的投币式停车场。日本城市地少
车多，车位紧张。民间停车管理公
司发现了这一新的市场，就将一些
闲置的地皮开发成收费停车场。即
便是房屋改建过程中拆除的一小片
空地，停车公司都会上门协商，公
司负责平整车位，安装投币式停车
装置，利润由管理公司与土地主人
按比例分成。这种经营方式，大大
提高了城市空地的使用率，而且方
便了汽车临时停放。近年来，这种
民间停车公司营业利润大增，成为
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

日本最大的共享车位公司“泊
车 24”提供会员制汽车共享服务，
其会员目前已发展到 98 万人，占该
行业市场份额的 70%。该公司从停
车位管理起家，利用网点分布广、
车站商业区附近车位多的优势开展
车位共享，探索出了一条龙的业务
模式，现拥有 71 万多个停车位。其
车位共享时间以 15 分钟为单位，工
作日侧重向公司、法人提供服务，
周末则扩大居民、个人客源，实行
精细化管理，针对不同用户全时段
开 放 车 位 ， 大 大 提 高 了 车 辆 周 转
率。今年上半年，该公司营业额同
比增长 30%，预计全年利润率将提
高 12%以上。

此外，日本的旧货市场也在不断
发展，从普通家居用品延伸至收藏
品、奢侈品等领域。以往，人们逛旧
书店，大多以淘到一本好书为乐。近
来，多家旧书店辟出一半空间开始销
售有特色的旧衣服、旧皮鞋。记者有
一次逛书店时看到，一件皮夹克竟然
卖到 600 美元。诧异之余记者得知，
这是美国哈雷摩托车发烧友的必备装
备，是市面上比较难买的名牌货。除

了衣服之外，一些名牌手表、箱包也成
了热门商品。其价格只有新品的一半左
右，却满足了人们拥有一件名牌饰品的
愿望。

共享形式向服务发展

日本的共享经济现在呈现出从商
品向服务发展的趋势。东京市内的街
心公园等区域，有很多高尔夫球练习
场，傍晚时分，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人
挥杆洒汗，他们身旁有很多一对一的
教练在指导。据业内人士介绍，这其
中有很多是业余教练。专业教练课程
每小时需要花费 8000 日元至 1 万日
元，但网上预约的业余私人教练大多
只需要 5000 日元左右，价格便宜将近
一半。据介绍，这些教练在正常工作
之余，利用业余时间教授打球技术，
这其实是服务型共享经济的典型模
式。类似的形式还有很多，如料理达
人教厨艺、化妆达人教彩妆等。

在服务共享的背后，是网络技术的
支撑。以前服务共享形不成规模，主要
是由于商业资源得不到有效整合，形不
成规模效益，难以形成商业模式。网络
技术的发展为小微商业提供了大平台，
一方面有效整合资源，另一方面将资源
集中推向市场，大大提高了信息沟通效
率，促进了共享经济的发展。日本三菱
UFJ 信托银行经营主管杉崎干雄指出，
网络技术会向市场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
和服务方式，未来共享经济还会迎来更
大发展。

多位社会学专家认为，共享经济正
在为社会创造新价值，不仅使空间、物
品物尽其用，而且通过共享服务，使个
人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让共享经
济的提供者和使用者实现价值最大化。

共享市场发展空间大

根据日本总务省出版的 2016 年信
息通信白皮书，全世界 2013 年共享经
济市场规模为 150 亿美元，到 2025 年
时这一市场规模将达到 3350 亿美元，

增长约 20 倍。针对日本的共享经济
市场，日本西野经济研究所指出，
2016 年度日本市场规模约 510 亿日
元，预计2021年将达到或超过1000
亿日元。民间研究机构的预测值更加
乐观，日本信息通信综合研究所的报
告称，未来日本共享经济市场规模可
能达到 2.63 万亿日元，共享经济在
日本尚有较大发展空间。

以往以生产和销售汽车为主的日
本汽车制造业开始瞄上共享市场这一
新领域。日产汽车公司今年初开始在
大阪等地推出电动汽车共享服务，该
公司在日本电动汽车市场起步较早，
所占份额最大。不久前，该公司提出

“移动2022”中期发展计划，其内容
之一就是发展汽车共享，计划年内将
大阪圈内的汽车充电站从 49 座发展
到500座，提供两款最新型的电动汽
车用于共享服务，管理公司负责车辆
的充电和保养，让顾客体验电动汽车
的先进技术和新动能，在共享中进一
步 扩 大 电 动 汽 车 的 知 名 度 和 市 场
份额。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将是日本共
享经济的一个里程碑，日本计划在
2020 年奥运会期间推出从机场至主
要比赛场馆以及运动员村内的全自动
驾驶，以此推动自动驾驶技术的普
及。除汽车制造企业之外，一些网络
公司、创新企业纷纷投资自动驾驶技
术。预计汽车的自动驾驶将与共享经
济融合发展，实现技术、交通的共同
进步。

为了规范和支持未来共享经济的
发展，多位学者指出需要提升法律规
范和社会规则。以日本民宿业为例，
2017 年 6 月 份 ， 日 本 国 会 通 过 了

“民宿新法”并于今年开始实施，将
之前的批准制改成了注册登记制，同
时规定其营业期限一年不得超过180
天，并根据厚生劳动省要求保证住宿
的卫生条件，根据国土交通省要求保
证房客安全。未来，在其他共享经济
领域，也需要出台新的法律法规，让
共享经济发展有规可循。

随着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以电
子商务为代表的创新型经济在印尼成
为新趋势。近年来，印尼正在成为亚
洲最大的数字经济市场之一。

印尼通讯和信息技术部部长鲁迪
安达拉说，无论是从投资环境、发展态
势，还是国际竞争潜力来看，现在都是
投资数字经济的好时机。统计数据显
示，印尼电商市场规模已达到 460 亿
美元，预计到 2025 年将达到 870 亿美
元，占东南亚市场整体的一半；在大数
据领域，2014年至2015年高端数据分
析的使用量增加了 60%，2015 年至
2017 年 移 动 互 联 网 用 户 数 量 增 长
1300万，增幅超两成。

鲁迪安达拉认为，印尼数字经济
整体发展形势良好，但物流、支付等直
接关系到数字经济发展的因素还有很
多需要完善之处，制约了中小企业成
长。技术人才资源有限、通信基础设
施落后、无银行账户人口较多等因素
限制了电子商务在线交易的活跃度，

增加了物流配送的难度。为支持中小
企业发展，印尼政府将开展“2019 年
前 1000 家初创企业成长计划”，从这
些企业中发展出至少 5 家国际知名的
大型互联网企业。政府将通过一系列
活动和项目，构建数字经济生态系统，
协助对接国内外资本、技术和人才资
源，帮助初创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培
养本土互联网企业领袖。

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中印尼经
贸合作尤其是数字经济合作态势十分
喜人。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印尼最大贸
易伙伴，2017 年中印尼贸易额达到
633亿美元，增长18.3%，创历史新高；
目前中国对印尼投资已经超过 140亿
美元，印尼已成为中国在东盟的第二
大投资目的地。鲁迪安达拉表示，创
新引领、应用广阔的数字经济推动了
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成熟
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网购成了中国
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十
分欢迎中国投资者为印尼数字经济创

造更多附加值、为培育印尼新一代数
字经济人才作贡献。在京东（印尼）
CEO 章力看来，中印尼双方在数字经
济领域合作亮点颇多，OPPO、vivo、小
米等一系列中国智能手机知名品牌开
始全面覆盖印尼市场，“中国制造”和

“中国品牌”的影响力正快速融入印尼
百姓日常生活。

中印尼也已在加强经济政策协调
和发展战略对接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
大共识，即重视创新发展，支持在跨境
电子商务、大数据、智慧城市、低碳发
展等前沿领域加强合作，培育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挖掘增长新动力。章
力认为，这为印尼的电商和物流行业
带来了发展机会。例如，2017 年印尼
政府发布了《电子商务路线图》，连同
已经颁布和即将颁布的一系列有利于
电商和物流行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为
京东（印尼）这一京东集团海外第一站
的业务发展和新业务模式探索提供了
更加清晰的政策方向。

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不少中资
企业也以助力印尼数字经济提速发展
为己任。章力介绍，京东 （印尼） 在
印尼电商市场上是首家高度重视“正
品”的电商企业，拥有 2000 万客户
和最大的物流网络，正致力于成为印
尼民众最信任和最受欢迎的电商企
业，“我们不仅要将京东集团最核
心、最先进的商业模式、供应链管理
和物流管理方案带到印尼，而且要为
印尼客户提供具有价格竞争力且安全
优质的产品及服务”。在印尼政府高
度重视的本地化和技术转移等指标
上，京东 （印尼） 不仅实现了95%以
上员工均在当地招聘，持续为印尼创
造新的就业机会，还坚持推进新知
识、新经验的传播，今年 7 月份将京
东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无人车、无人
超市等新技术引入印尼，结合印尼本
地线上和线下商业实际，促成京东先
进技术落地，帮助更多印尼企业体验
新的商业模式。

市场规模已达到460亿美元，到2025年将达到870亿美元

印尼数字经济发展提速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田 原

奥林匹克博物馆举办紫砂艺术展

吕俊杰冬奥主题紫砂艺术展日前在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开

展。这是中国陶瓷艺术家首次在奥林匹克博物馆举办冬奥主题紫砂

艺术展。图为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观看展出作品。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