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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流通政策的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经济得以恢复和

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制定并成功实施

了适时灵活的产业政策，其中发达的流通经济体

系是在流通产业政策的引领、规制下发展完善起

来的。日本政府经过不断摸索和改革，建立了一套

较为完善的流通政策体系，这对促进日本经济发展、

提升消费者生活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既有研究成果看，学者们对日本流通政策

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是日本流通政策演

进。如孙前进 [ 1 ]将日本商品流通政策分为商业流

通政策和物流政策进行了系统考察；路红艳 [ 2 ] 基

于中日流通体制的比较，理清我国内贸流通体制

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革建议；石原武政 [ 3 ]基于流通

系统效率化来考察日本流通政策；金弘锡 [ 4 ]从公

平竞争、区域振兴及物流发展的视角考察日本流

通政策；番场博之 [ 5 ]、佐佐木保幸 [ 6 ]、尾碕真 [ 7 ]等

对流通政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进行了

论证。二是从零售业、农产品流通、管理体制等方

面考察流通体系。如陈丽芬 [ 8 ]分析了日本零售制

度的变迁对零售业态演进的关联影响；王峰、王世

包 振 山 1 ，朱 永 浩 2

（1.盐城师范学院商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7；2.福岛大学经济经营学院，日本 福岛 9601296）

摘 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发挥流通业在引导生产和促进消费中的作用，日本政府制定了灵活的流通产

业政策，阶段性目标包括保护和恢复中小零售业、推进流通业的现代化、系统化、信息化以及促进流通业与地域再

生的强化。在各阶段流通政策的推动下，日本流通业逐渐向规模化、大型化发展，使日本流通业具有典型的零细

性和规模性的双重特征，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同时，日本各地商店街因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的制约而处于

半衰退状态。借鉴日本的经验，我国应完善流通产业组织政策，推动流通业创新发展，培育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

优化流通业发展环境；规范流通企业竞争环境与企业行为，以市场机制化解政府过多的管控，完善公平竞争政策，

促进中小流通企业的健康发展；强化流通业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形成以流通产业带动现代服务经济发

展的产业结构，促进产业链优化整合，带动消费需求升级换代；加大流通领域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力度，鼓励人工智

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注重人才培养，使人才成为产业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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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 [ 9 ]从管理体制的目标、管理机构与主要手段分

析日本流通业管理体制的特征；张永强等 [ 10 ]对中

美日农产品流通体系进行对比，提出构建我国特

色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建议；李丰、原任利 [ 11 ]基于交

易费用的角度，对“批发无用论”进行了驳斥，分析

了日本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发展历程，进而对我国

农超对接提出新思考；马场雅昭 [ 12-13 ]论述了零售

业的兴衰发展与国家流通政策之间的关系；石原

武政 [ 14 ]基于零售政策的变化论证了流通业对城市

发展的影响。不过，目前将流通政策与批发零售

业、商店街等实体流通经济的演进联系起来进行

研究的较为少见。

日本流通经济的发展与流通政策变迁密切相

关，尤其是实体批发零售业的发展、商店街的振兴

始终是在政府主导型模式下发展起来的，离不开

政府的培育与相关法律政策的规制。反过来对比

我国的流通产业，虽然近年来在电商引领下零售

变革取得了飞跃性发展，但发展起步晚于日本，且

实体流通经济面临较大的升级转型压力。因此，

本文试图通过梳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流通政

策的演变，总结政府在流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对

我国流通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日本流通政策的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发挥流通业在引导生

产和促进消费中的作用，日本政府对流通产业的

宏观调控力度不断加强，形成了多元化、共同参与

流通经济发展的企业主体和经营业态，建立了现

代化、系统化的自由竞争流通体系，为流通经济的

发展提供了保障。日本十分注重通过制定法律法

规来促进、规范和保障流通经济的发展，并根据社

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修订或废止法律和政

策。总体来看，日本流通产业的发展可划分为如

下五个阶段。

（一）1945—1959年：保护和恢复中小零售业

1945—1955年是日本经济的恢复重建期，流

通领域出现了新发展。百货店、大型超市、农业合

作社、生活合作社等新零售业态应运而生，对传统

经营业态产生了较大冲击。社会经济环境的变

化，使得作为流通领域主体的中小零售企业面临

着挑战。为了保护中小零售企业，日本政府以百

货店和合作社为对象，基于《反垄断法》而第二次

制定了《百货店法》，出台《零售商业调整特别措施

法》（即《商调法》）。

制定于1956年的《百货店法》将百货店定义为

从事商品销售活动、店铺总面积在 1 500平方米

（城市在 3 000平方米）以上的店铺。将百货店铺

的面积进行明确规定，可清晰地区别出百货店和

中小型零售商业的不同。《百货店法》不仅规定了

新开百货店、营业面积的增加以及合并和继承都

必须得到通产大臣的许可，而且严格规定百货店

的营业时间和休假天数，不得进行如在户外销售

等影响中小零售企业的商业行为。由此可见，《百

货店法》是针对百货店的限制措施，其深层含义是

通过限制百货店的活动协调各类商店的关系，确

保中小零售业从事商业活动的机会，进而保护和

扶持中小零售业。

《零售商业调整特别措施法》制定于 1959年，

主要内容是限制非会员在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会、

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购买商品，保护周边零售业，

防止同一建筑物内零售业之间以及零售市场与周

边零售业之间的过度竞争，目的是对农业合作社、

生活合作社和零售市场加以限制，进一步保护中

小零售商。另外，日本政府在同一时期还陆续颁

布或者修订了《物价统治令》《商品交易所法》等，

这些法律法规的共同点是以反垄断为核心针对

某一或某些商业部门制定规制法律来保护中小

零售业。

（二）1960—1968年：推进流通业的现代化

1955—1965年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

经过战后的恢复重建，日本经济由供应严重短缺

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供应充足的买方市场，形成了

现代化的经济结构。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居民的消

费水平得到极大提升，消费进入从量变到质变的

蜕变时代。然而，此时的流通部门仍然是以数量

庞大的中小零售业为主，由于中小型流通企业具

有规模小、零细分散性强、效率低等特点，不仅浪

费了大量劳动力，而且限制了不同零售企业间的

正常竞争，生产效率跟不上国民日益增长的消费

需求。另外，当时流通政策不仅不能适应新的消

费变化，反而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在此背景

下，日本政府不得不改变过去对中小型零售业的

保护政策，转向推动流通产业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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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日本流通学家林周二教授提出“流通

革命论”，以改造旧商业为中心促进流通业向现代

化转变。日本政府在这一时期制定了一系列推进

流通现代化的政策，如 1962年的《流通合理化设

想》和《商店街振兴组合法》、1963年的《中小企业

基本法》《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助成法》《中小企业

指导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和系列中间报

告 [ 15 ] 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店街振兴组合

法》，旨在推进零售商店共同化、商店街现代化和

零售商业连锁化。1965年，通产省确立了促进中

小商业协作化路线政策，在日本国内掀起了中小

零售店铺共同化的热潮。

这一时期流通政策的目标是提高中小企业的

经营水平和经营效率，重点从过去单纯保护中小

企业发展转变为促进中小企业经营效率提高、推

动其组织管理合理化，进而推动流通产业的现代

化进程。

（三）1969—1979年：推进流通业的系统化

20世纪70年代，受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

进入低速增长期。此时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率开始

降低，为克服经济发展中大规模生产导致的过剩

生产倾向，日本急需扩大国内市场。因此，原来建

立在大规模生产基础上的流通现代化政策不再适

应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此时的消费需求在追求

质量的同时，更加侧重个性化、多样化、高级化。

生产方式与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得流通企业的经

营管理方式不适应新的消费需求，要求制定与此

时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流通政策。

1969—1973年是日本推进流通产业系统化的

主要阶段。1969年日本政府颁布《流通活动的系

统化》，从此拉开了流通产业向系统化转变的序

幕。1971年，日本政府又颁布《流通系统化的基本

方针》，指出“所谓流通系统化就是把从生产到消

费的全部流通过程看成是一个系统的、谋求整体

综合的效率化，从而将流通现代化由企业组织扩

展到整个流通领域，再扩展到整个经济生活，进而

与整个经济现代化结为一体”。[ 16 ] 1973年先后制定

《流通系统化实施计划》《中小零售业振兴法》和

《关于禁止囤积生活物资等紧急措施法》，同年将

《百货店法》修改为《关于调整大型零售商店零售

业务活动的法律》（以下简称《大店法》），并于1974
年3月开始实施。

在这一时期的法律法规中，《大店法》最具有

代表性，对日本流通政策的演变和产业结构变化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原来的《百货店法》仅仅

对百货店做了规定，对其他业态如大型超市等没

有约束力，许多零售企业利用这一漏洞，纷纷采取

在同一超级市场的建筑物中设立多个商社，以同

铺经营的方式申请建店，逃避规制，从而导致不同

业态零售业主体间的矛盾激化，这被称为“类似百

货店”现象。为了促进大型零售业的健康发展，日

本政府在《百货店法》的基础上颁布《大店法》，其

目的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通过对大型零售

业活动的调整和限制，保护中小零售业免受竞争的

冲击，保证大型零售店和中小零售店差异化发展。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原油价格上涨

和制造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的关联效应影响到流通

业的发展，日本经济进入低潮期。在经济不景气

背景下，超市这一革命性经营业态在日本得到快

速发展，对中小零售业和百货店等产生较大冲击，

因此出现了对以超市为主的大型零售店进行限制

的呼声，要求修订《大店法》的呼声日益高涨。日

本政府于1979年开始对《大店法》进行第一次修正

（参见图1），扩大了超市、百货店等规制对象，推动

流通业向系统化转变。

（四）1980—1999年：推动流通业的信息化

石油危机结束后，日本经济进入平稳增长

期。1980年，日本政府在《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

想》中称，“追赶欧美先进国家”的目标已经达到，

宣告追赶型的现代化时代结束。此时的消费需求

向个性化、多样化、高级化以及生产向小批量、多

品种转变的趋势越发突显，而且，自20世纪中期开

始的信息革命加速发展，日本政府决定将新的信

息技术广泛应用到连接生产、促进消费的流通产

业中，实施科技立国政策。

信息化在日本流通业的发展始于 20世纪 60
年代，80年代逐渐加速，POS和EOS等新技术在流

通领域得到应用。1984年，日本政府在《80年代流

通展望》中主张全面推进流通国际化，以克服日本

“资源小国”的不足，促进产业结构技术化，提高第

三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大力发展电子计算

机工业、通信工业等信息技术产业。

1985 年，日本通产省相继颁布《信息装备型批

发商业设想》和《关于信息网络型流通系统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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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将流通信息化提高到新的现代化程度。1989
年，日本政府发布《90年代流通展望》，主张引入积

极合理的竞争机制，放宽对流通业发展的限制，更

加依靠市场机制来发挥流通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的作用。1995年日本政府发布《面向 21世纪的流

通蓝图》，把政策实施的重点放在流通业的结构改

革上，要求流通产业结合城市规划与消费需求变

化调整经营结构，努力使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发

展中起到引领作用，为流通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

环境。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 90年代后，社会

各界提出对《大店法》放宽、修正的调整要求。这

是两个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是为适应日本国内自

身经济发展需要。如《90年代流通展望》提出，

“（《大店法》）过分强调保证中小零售商的事业活

动，对大型商店进行规制，不能保证消费者的利

益”，严重限制了当时流通产业的全面发展。二是

来自《日美结构协议》的压力。由于《大店法》的限

制，外资流通企业很难进入日本市场，《大店法》被

视作贸易障碍，受到欧美国家的反对。迫于国内

经济发展的需求和外部贸易发展的压力，日本政

府再次对《大店法》进行修正，放宽对大型店铺设

置的限制性条款，如通过缩短审查期，简化手续，

放宽对大规模零售店建店、开张的规制。此时《大

店法》由规制强化阶段进入规制缓和阶段。因此，

日本政府先后在 1990年和 1992年对《大店法》进

行规制缓和的修订。

然而，再次修订的《大店法》虽然放宽了对大

型零售店铺设立的限制，却随之出现了新的问

题。一是WTO限制政府供需调整，使得《大店法》

难以为继；二是区域居民以环境保护为目的，对大

型店铺开设带来的交通堵塞、噪音、垃圾等问题的

不满而出现反对运动；三是荒川区、川崎市等地方

政府为保护环境而限制大型店铺开设。在此背景

下，日本政府决定废止《大店法》，在此基础上于

1998年7月修订出台《大店选址法》《改正都市计划

法》和《中心市街地活性化法》，并于2000年6月开

始实施，这三部法律合称为《社区营造三法》。

（五）2000年至今：促进流通业与地域再生的

强化

少子高龄化社会的迅速到来，消费向个性化、

多样化的转变，城市的空心化愈演愈烈，女性的社

会工作增多等社会环境剧变，使得日本流通政策

在20世纪末开始大转换。此前的流通政策是以促

进公正、自由竞争，强化、发挥健全的市场机能为

中心。进入 21世纪后，日本流通政策增设了商业

图1 大店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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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事前调协）

·通商产业局
·都道府县
·市町村
·商工会议所
（商工会）

商
业
设
施
设
置
者
申
请

法
第3
条

第
一
种
大
型
零
售
店
铺

零
售
业
者
申
请

法
第5
条

商
工
会
议
所
或
商
工
会
意
见

大
型
零
售
店
铺
审
议
会
审
议

通
商
产
业
大
臣
的
劝
告

法
第7
条

通
商
产
业
大
臣
的
命
令

法
第8
条

开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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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正式调协）

店铺面积1 500 m2

（12大城市3 000 m2）
以上的商
业设施

开
店
前
的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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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导

都
道
府
县
知
事
批
准

都
道
府
县
知
事
批
准

都
道
府
知
事
意
见

市
町
村
长
意
见

审议调整4项目

设置商工会议所（商工会）

四者协作指导

调整框架 （与第二种大型零售店铺的调整框架相同）

调整目的 保护消费者利益

大型零售店铺经营活动调整 周边中小零售商经营活动的协同发展 促进零售业的发展，健全国民经济体系

（

）

（

）

（

）

（

）

调整项目 1. 开店时间（的延期）；2. 店铺面积（的削减）；3. 关店时间（的延期）；4. 定休天数（的增加）

注：资料来源于通産省商政課报告《90年代の流通ビジョン》（1989年）；第一种大型零售店铺是指面积在3 000 m2以上（部
分城市在6 000 m2以上）的店铺，第二种大型零售店铺是指面积在500~3 000 m2以上（部分城市在6 000 m2以下）的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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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和调整政策，使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带

头或驱动作用。

从保护周边环境的角度出发，重新出台的《大

店选址法》对商业设施的设置以及运营方式方法

进行调整，如要求面积在超过1 000平方米的大型

店铺开设时，必须优先考虑噪音、尾气排放、交通

堵塞、垃圾处理等问题。《大店选址法》的实施，标

志着一个更加成熟完善、高度国际化的经济与流

通产业环境形成，也表明原有的中小零售企业保

护政策的终结，以及鼓励竞争、依靠企业自身发

展、注重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政策的开始，这是日

本政府在流通政策调整方面的全面转变。《改正都

市计划法》为防止城市空心化，对城市土地的利

用、用途加以限制，引导大型店铺开设在特定的区

域内；《中心市街地活性化法》有助于复兴、繁荣城

市的中心市街地，激活商店街的活力，强化商业区

的基础建设。

《社区营造三法》实施后，新的问题也开始出

现，不仅没有起到复兴、繁荣城市经济的作用，反

而加剧了城市的空心化，大型店铺郊外化趋势加

剧。因此，各界要求从根本上修正《社区

营造三法》。《大店选址法》围绕着以下两

方面修订：一是将给生活环境带来影响

的大型店铺的附属设施纳入规制范围；

二是明确大型店铺关闭给居民带来的影

响及对策。《改正都市计划法》的修订不

局限于大型商业集聚，从对城市发展带

来影响等多视角出发，把一万平方米以

上的大型店铺定为规制对象，限制其向

郊外发展。在零售店铺开设的土地利用

方面，它所带来的影响可能不是单个的

市町村所能解决的，因此导入以都道府

县为单位进行广区域调整的新规定。《中

心市街地活性化法》正式修订为《关于中

心市街地活性化的法律》，主要围绕两方

面进行修订：一是强化国家对区域经济

发展的主导权，基于国家基本方针而制

定的活性化基本计划，必须经由内阁总

理认定；二是废止社区营造机构（Town
Management Organization，TMO），各地组

建中心市街地活性化协议会，进而策划

运营更为综合性的社区。

日本政府继《面向21世纪的流通蓝图》出台12
年后，2007年再次发布《新流通展望》。该《展望》

是在人口减少、《社区营造三法》修订等环境变化

中，为日本流通业的发展方向制定政策，主要在以

下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一是提升流通产业的生

产性、收益性；二是实现世界水准的经营；三是构

筑持续发展的社区。由此可见，该《展望》旨在提

升流通产业经济效率的同时，也在彰显流通业社区

服务的社会公益性。

2010年开始对65岁以上出行不便而无法正常

购物的老人（又称“购物难民”）进行支援，制定地

域商业活性化事业费补助金。同时积极推进《社

区营造三法》，对外国游客实行消费税免征制度，

强化大数据的利用，提升流通过程的“制造、分配、

贩卖”效率，推动日本流通企业向海外发展（参见

表1）。

二、日本流通业的演进及特征

日本经济产业省 201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流

时间

第一阶段
1945—1959年

第二阶段
1960—1968年

第三阶段
1969—1979年

第四阶段
1980—1999年

第五阶段
2000年至今

特征

保护中小零
售企业，力求
中小企业的正
常发展

推动中小企
业组织化、合
理化，最终逐
步走向现代化

大型零售店
和中小型零售
店共同发展，
并推进流通的
系统化

将新的信息
技术运用到流
通业中

竞争多元化
与地域再生的
协作强化

相关政策

1956年，第二次《百货店法》

1959年，《零售商业调整特别措施法》
《物价统治令》《商品交易所法》等

1962年，提出流通革命论

1962年，《商店街振兴组合法》

1963年，《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

1968年，《流通现代化的展望和课题》

1971年，《流通系统化的基本方针》
《批发市场法》

1973年，《流通系统化实施计划》
《中小零售业振兴法》

1974年，改《百货店法》为《大店法》

1984年，《80年代流通展望》

1985年，《信息装备型批发商业设想》
《关于信息网络型流通系统的调查》

1989年，《90年代流通展望》

1995年，《面向21世纪的流通蓝图》
废除《大店法》

2000年，《社区营造三法》

2006年，修订《社区营造三法》

2007年，《新流通展望》

表1 日本流通政策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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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业（批发、零售）产值占GDP的14％，从业人员占

16.4％，是对消费品产业有重大影响的产业。以日

本经济产业省的《商店街发展现状调查报告书

（2015年）》《商业统计调查（2016年）》《中小企业白

皮书（2018年）》等资料为依据，本文选取零售业、

批发业及商店街等三个领域分析日本流通业的发

展变化，归纳其演进特征。

（一）零售业的发展演变及特征

由表2和表3可以看出，日本零售业的变化呈

现如下几个特征：

1. 从表2企业店铺数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日本

零售企业的店铺数量从 1974年开始逐年增长，

1982年达到顶峰的172万多家，这与当时日本平稳

增长的经济发展状况是一致的。但达到顶峰后，

日本零售业进入激烈竞争期，店铺数量呈现逐年

减少的趋势，2016年仅比峰值一半略多，减少了

4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店铺面积的变化，

从 1974年的 6 740万m2到 2007年的 14 966万m2，

保持持续扩大的态势，33年间增长了 1.2倍之多。

2007年后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店铺面积虽然

有所减少，但其后又出现小幅度的回增。由此可

以认为，在流通经济政策、经济形势等的影响下，

日本零售产业内部竞争加剧，导致零售店铺减少，

进而使得零售企业向规模化、大型化发展。

2. 从表2零售业从业人数的变化可以看出，从

1974年开始逐年增长，1999年达到顶峰，此后开始

小幅度减少，说明日本零售店铺在向规模化、大型

化转变，即零售店铺的数量虽然从 1982年开始逐

年减少，但从业人员的数量却逐年缓慢递增，这是

因零售店铺的规模逐年扩大所造成的。

3. 从表 2零售业年销售额变化可知，从 1974
年到1997年的年销售额是逐年增长的，在1997年
与 2007年之后发生了两次明显的降落，这与 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时

间几乎一致，说明日本经济具有外向性的特征，在

事关国计民生的零售业方面反映较为明显。年销

售额在 2007—2012年间减少回落后，在最近几年

又得到较快的恢复增长，尤其在 2016年达到接近

历史最高记录的销售佳绩。这是受到安倍经济政

策的刺激，尤其是外国游客在日本消费对零售业

的拉动作用所带来影响的直接反映。由此可见，

日本零售经济的发展既受国内包含流通业在内经

济政策影响，又受外部国际经济环境的左右，可谓

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4. 从表3企业规模的数量变化可知，不同规模

的企业在 2007到 2015年间都呈现增减交替的变

化，且在 2013年之后均逐年减少。其中从业人数

在 30人以下的企业数量虽在增减交替中减少，但

一直占企业总数的93％以上，尤其是从业人数在9
人以下企业的占比一直高达 62％以上，说明日本

零售业具有较强的“零细性”特点。

年份

1974
1976
1979
1982
1985
1988
1991
1994
1997
1999
2002
2004
2007
2012
2014
2016

店铺
数/家

1 548 184
1 614 067
1 673 667
1 721 465
1 628 644
1 619 752
1 591 223
1 499 948
1 419 696
1 406 884
1 300 057
1 238 049
1 137 859
1 033 358
1 024 881
990 246

从业
人数/人
5 303 378
5 579 800
5 960 432
6 369 426
6 328 614
6 851 335
6 936 526
7 384 177
7 350 712
8 028 558
7 972 805
7 762 301
7 579 363
7 403 616
7 685 778
7 654 443

年销售额/
百万日元

40 299 895
56 029 077
73 564 400
93 971 191

101 718 812
114 839 927
140 638 104
143 325 065
147 743 116
143 832 553
135 109 294
133 278 631
134 705 446
114 852 278
122 176 725
145 103 822

店铺
面积/m2

67 405 931
74 973 890
85 736 815
95 430 071
94 506 983

102 050 766
109 901 497
121 623 712
128 083 639
133 869 296
140 619 288
144 128 517
149 664 906
132 917 692
134 854 063
135 343 693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商业统计调查（2016年）》。

表2 日本零售业发展演变

个

表3 日本零售业企业规模的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商业统计调查（2016年）》。

从业人数

2人及以下

3~4人
5~9人

10~19人
20~29人
30~49人
50~99人
合计

2007年
2 461
2 792
4 280
3 217
1 087
597
420

14 854

2009年
2 447
2 990
4 793
3 259
1 035
595
412

15 531

2011年
2 052
2 898
4 493
3 025
1 024
603
384

14 479

2013年
2 270
3 381
5 137
3 482
1 158
625
443

16 496

2015年
1 652
2 411
3 956
3 086
1 048
471
255

12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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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表 2的店铺数量与店铺面积基本相反的

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日本零售业向规模化、大型化

发展的特点。从表3不同规模零售企业数量变化，

可以看出日本零售业具有较强的“零细性”特点。

两者结合起来，可以反映日本零售业具有典型的

零细性和规模性的双重特征。

（二）批发业的发展演变及特征

由表4和表5可以看出，日本批发业的变化呈

现如下几个特征：

1. 由表4店铺数的变化可以看出，日本批发企

业的店铺数从 1972年开始连年增长，1982年后略

微动荡减少，这一变化形势与日本零售业的发展

相同，也与当时日本平稳增长的经济发展状况相

一致。1982年后出现小幅度滑落，随之又开始连

年增长，1991年达到顶峰的 47万多家。1991年

后，出现增减起伏变化并呈整体减少的态势，但与

零售业的断崖式下跌 42%不同，2016年批发业的

店铺数只比顶峰减少了 23％左右。2000年后，与

店铺数、从业人数相比，年销售额减少的幅度最

小，说明日本批发业的整体经营效率得到提升。

2. 由表 4显示的日本批发业从业人数变化可

知，从1972年的300万人开始增长，1991年达到顶

峰的 477万人，此后开始小幅度减少，2016年为

394万人，与顶峰的 1991年相比减少了 17.4%，下

降幅度小于店铺数的下降幅度（23%），反映日本批

发业整体缓慢地向规模化发展。

3. 由表4可以看出，日本批发业的年销售额从

1972年开始逐年递增，1991年达到顶峰的 573万

亿日元后进入动荡的增减交替阶段。这与20世纪

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崩溃以来陷于

增长低迷的困境一致。在 2000年后的

波动中，2012年和 2014年两个时间节

点前后的波动幅度最大，2016年出现回

暖增长，这与安倍经济政策的刺激直接

相关。由此可见，批发业在某种程度上

能够映射出日本经济发展的变化，也在

发挥“晴雨表”的透射作用。

4. 由表5日本批发企业规模的数据

可知，不同规模的企业在 2005 年到

2015年的十年间均呈现出增减交替的

变化，其中从业人数在30人以下的企业

虽在增减交替中有所减少，但一直占企

业总数的93%以上，尤其是从业人数9人以下的企

业始终占企业总数的72%左右，同比零售企业高10
个百分点，说明日本批发业更具有“零细性”特点。

5. 2000年后，日本批发业的销售额（参见表4）
在增减交替中波动，2016年大幅度回升。与此相

对应的是不同规模的批发企业数量在2005年出现

减少，2015年批发企业数量只是 2005年批发企业

数量的一半左右（参见表5），说明日本批发业在向

规模化发展。

表4 日本批发业发展演变

年份

1972
1974
1976
1979
1982
1985
1988
1991
1994
1997
1999
2002
2004
2007
2012
2014
2016

店铺数/家
259 163
292 155
340 249
368 608
428 858
413 016
436 421
475 983
429 302
391 574
425 850
379 549
375 269
334 799
371 663
382 354
364 814

从业人数/人
3 007 647
3 289 663
3 512 973
3 672 638
4 090 919
3 998 437
4 331 727
4 772 709
4 581 372
4 164 685
4 496 210
4 001 961
3 803 652
3 526 306
3 821 535
3 932 276
3 941 646

年销售额/百万日元

106 780 082
173 113 132
222 315 445
274 545 131
398 536 234
427 750 891
446 483 972
573 164 698
514 316 863
479 813 295
495 452 581
413 354 832
405 497 178
413 531 672
365 480 510
356 651 649
436 522 525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商业统计调查（2016年）》。

从业人数

2人及以下

3～4人
5～9人

10～19人
20～29人
30～49人
50～99人
100人以上

合计

2005年
1 457
1 309
1 662
969
287
208
129
60

6 081

2007年
1 488
1 372
1 610
864
273
175
118
76

5 976

2009年
1 358
1 210
1 411
782
243
180
112
63

5 359

2011年
1 506
1 306
1 608
871
254
190
114
76

5 925

2013年
1 002
966
990
520
180
151
87
60

3 956

2015年
786
663
755
445
175
90
76
44

3 034

表5 日本批发业企业规模的数量变化

个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商业统计调查（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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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对日本流通业核心组成的批发零售

业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日本流通业具有如下四

个特征。一是日本流通业具有零细性和规模性的

双重特征；二是日本流通业不仅受国内社会经济

的影响，而且与外部社会经济变化息息相关，是日

本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三是不论是零售业还是

批发业，企业的数量在减少，销售额却在增加，说

明流通业的经营效率在提升；四是日本流通业的

发展状况与日本经济的变化保持正相关性，深受

日本经济的影响，可以由此看到日本流通经济政

策在其中发挥的调控作用。

（三）商店街的发展演变及特征

日本的商店街可以划分为社区型、区域型、都

市型和超都市型等四种类型，其中占比最多的社

区型（50.8％）和区域型（35.3％）商店街在近年呈

现停滞、衰退的趋势，特别是在人口不满10万人的

城市或町村尤其明显。本文依据日本经济产业省

《商店街发展现状调查报告（2015年）》的数据，将

其分类分析，总结出商店街发展的五个特征。

1. 合计占比 86.1％的社区型和区域型商店街

一般位于市町村或城市中心的商业聚集区，其发

展状况不容乐观。《商店街发展现状调查报告书

（2015年）》[ 17 ]数据显示，在全部商店街中，2.2％的

比例为“繁荣发展中”，3.1％的比例为“有繁荣发展

的可能”，与此相对应的是35.3％的商店街在“衰退

中”，31.6％的商店街为“有衰退可能”，“没有变化”

的占比为24.7％（参见表6）。与2012年调查相比，

“繁荣发展中”的比例提升了 1.2个百分点，“有繁

荣发展的可能”的比例提升了0.8个百分点，“衰退

中”的比例减少了 7.9个百分点，“有衰退可能”的

比例减少了1.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近年来日本

商店街的发展虽有所改善，但仍处于衰退或半衰

退的状态。

2. 消费者客流量有所增加的商店街，占比略

有提高（尤其是在大中城市），但总体占比仍不

高。2015年的调查显示，在全部商店街中，来访消

费者“减少”（56.6％）比“增加”（11.2％）高 45.4个

百分点，但与 2012年相比，“增加”的比例增多了

4.5个百分点，“减少”的比例降低了 16个百分点

（参见表7），即到商店街的消费者客流量出现了好

转。《商店街发展现状调查报告（2015年）》还显示，

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或区域，到商店街来访消费

者“增加”的比例越高，“政令指定市（相当于我国

的计划单列市）、特别区”的“增加”比例达到

15.9％。从商店街的类型来看，到社区型和超都市

型商店街的消费者“增加”的比例增多，尤其是到

超都市型商店街的消费者“增加”比例达到了

49.1％。

3. 到商店街消费者“增加”和“没有变化”的原

因中，“集客活动等的实施”（44.6％）、“商店街的宣

传”（23％）占比最高（参见表8）。到商店街的消费

者“减少”的原因主要是“魅力性店铺减少”

（59.2％）、“业种、业态不足”（55.1％）、“近邻大型

店铺的开设”（46.5％）、“区域人口减少”（45.7％）

（参见表9）。由此可见，商店街开展积极的宣传活

动对吸引消费者到商店街消费有积极的效果。

4. 2015年的调查显示，商店街店铺“关店（倒

闭）”的平均数为3.6家，“关店（倒闭）”在10家店以

上的商店街的比例为7.6％。在“关店（倒闭）”理由

中，“商店经营者的高龄化、后继者不足”占比高达

66.6％ ，远 高 于 其 他 如“ 向 其 他 区 域 转 移 ”

（23.8％）、“同业种间的竞争”（12.9％）、“商店街缺

乏生机”（12.8％）（参见表 10）。由此可见，人口老

资料来源：中小企業庁，ちばぎん総合研究所.商店街実
態調査報告書[R].2015：34.

表6 2012年、2015年日本商店街情况

%

年份

2012
2015

增减变化

繁荣

发展中

1
2.2
+1.2

有繁荣

发展的

可能

2.3
3.1
+0.8

衰退中

43.2
35.3
-7.9

有衰退

的可能

33
31.6
-1.4

没有

变化

18.3
24.7
+6.4

没有

回答

2.2
3.1
+0.9

资料来源：中小企業庁，ちばぎん総合研究所.商店街実
態調査報告書[R].2015：38.

表7 2012年、2015年日本商店街来访消费者情况

%
年份

2012

2015

增减变化

增加

6.7

11.2

+4.5

减少

72.6

56.6

+6.8

没有变化

17.3

24.1

-16

没有回答

3.4

8.1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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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问题严重威胁着日本商店街的发展。

5. 对比分析2000年以来日本商店街面临问题

及变化情况，可知影响商店街发展的最大问题是

“经营者高龄化致使后继者不足”（64.6％）和“集客

力高、话题性店铺（业种）少或没有”（40.7％），其中

“经营者高龄化致使后继者不足”（64.6％）占比最

高（参见表11），问题最为突出，成为影响日本商店

街发展的首要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日本商店街在经济

政策的作用下，呈现如下几个特征。一是日本各

地的商店街积极采取“集客”“信息宣传”等活动，

经营状况与 2012年相比有所好转，但仍然处于衰

退或半衰退状态；二是到商店街的消费者客流量

在政策作用下有所增加，但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三

是“经营者高龄化致使后继者不足”等问题，严重

影响着商店街的发展，并成为迫在眉睫的棘手问

题。但不容置疑的是，商店街在日本各个城市或

区域中的商业聚集作用仍然不可小觑。

三、日本流通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一）结合我国国情完善流通政策体系

综合日本流通政策的发展经验，我国应在如

下几方面强化流通政策体系的建设。

一是完善流通产业组织政策，深化流通体制

改革，鼓励流通业与相关行业的跨界融合创新发

展，如“零售+农业”的订单生产、“制造业服务化”

的流通机能孵化等，鼓励流通企业连锁化经营，促

进流通业的组织形式或经营方式创新；二是推动

“互联网+流通”的创新发展，推进大数据、人工智

区域人口增加

交通更加便利

业种、业态充实化

魅力性店铺增加

集客活动等的实施

商店街的宣传

与近邻型商店街的协作

停车场等的改善

基础设施、环境的改善

公共设施的增加

近邻大型店铺的关闭

近邻大型店铺的开设

其他

没有回答

22.4
21.2
12.3
20.8
44.6
23
18.3
8.5

11.3
3.3
0.5
3.7

12.7
3

资料来源：中小企業庁，ちばぎん総合研究所.商店街実
態調査報告書[R].2015：40.

表8 商店街消费者“增加”和“没什么变化”原因
（可以回答3项）

%

区域人口减少

交通不便

业种、业态不足

魅力性店铺减少

未实施集客活动等

商店街宣传不足

与近邻商店街协作不足

停车场等不完善

基础设施、环境的不完善

公共设施的关闭

近邻大型店铺的撤退

近邻大型店铺的开设

其他

没有回答

45.7
6.2

55.1
59.2
7.6
7.1
2.7

15.2
4.3
4.1
4.2

46.5
6.8
0.5

资料来源：中小企業庁，ちばぎん総合研究所.商店街実
態調査報告書[R].2015：41.

表9 商店街消费者“减少”原因（可以回答3项）

%

商店经营者高龄化、后继者不足

向其他区域转移

同业种间的竞争

商店街缺乏生机

大型店铺的开设

选址条件、交通环境的恶化

大型店铺的关闭

公共设施的撤退

其他

没有回答

66.6
23.8
12.9
12.8
4.2
3.5
1.1
0.5

17.1
2.3

资料来源：中小企業庁，ちばぎん総合研究所.商店街実
態調査報告書[R].2015：59.

表10 商店街店铺关闭理由（可以回答2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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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在流通业的创新运

用，推动智慧供应链、无人零售等新商业模式的创

新升级，提高流通业的信息化、智能化；三是重视

消费升级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流通业要

为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加力，培育并引领消费文

化的转变。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完善

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

础性作用”，切实推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融合

发展，提高居民的消费体验；四是优化流通业发展

环境，加速改进流通业税收体制改革，如加快企业

所得税、增值税等新税收政策在流通领域的应用，

降低流通业的税收负担，完善流通领域的投融资

政策，继续加大流通领域的对外开放政策，鼓励我

国流通企业“走出去”。

（二）规范流通竞争环境与企业行为

一直以来，我国流通产业中存在部分产品被

控制在以计划执行机制为背景的国有控股公司手

中，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资源分配、税收优惠、融资

安排、审批等方面存在不平等现象。因此，借鉴日

本流通政策的做法，首先我国应该完善流通竞争

环境，通过市场机制逐步化解政府过多的管控，为

流通业提供良好的公平发展空间；其次要完善公

平竞争政策，规范并健全流通企业的市场主体行

为，保护合理竞争，反对垄断；三是要扶持中小流

通企业，促进中小流通企业的健康发展。

（三）强化流通业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将现代流通产业等

服务业培育壮大成为引导经济转型升级的“主动

力产业”。构建现代化的流通体系，需要国家政策

的引导和支持，这在我国流通领域的对外开放中

已经得到证实。因此我国应该抓住新技术推动经

济创新发展的机遇，大力提升现代流通业发展水

平，加快形成以流通产业带动现代服务经济发展

的产业结构。同时，基于“互联网+流通”的产业链

上下游联动，促进产业链优化整合，进而带动消费

需求升级换代。另外，在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

化”的博弈中，构建内外贸一体的流通体制尤为重

要，必须构建中国特色高效畅通的流通体制，提高

内外贸流通的开放水平，对内提高流通企业的经营

效率，对外支持流通企业走出去，促进国内外市场的

联动融合发展，共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

（四）数字科技创新提升流通效率

目前“互联网+”为流通业的发展提供了绝佳

发展机遇，我国政府应加大流通领域信息化建设

的投入力度，强化新技术驱动流通创新的动力机

制；鼓励流通企业积极吸收利用人工智能、物联

网、云计算等技术，促进企业组织运营的创新、流

通效率的提升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注重人才的培

养，借鉴日本的发展经验，重视流通行业人才的培

养，引入员工定期和不定期的研修制度，使人才变

成产业推动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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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Japan's Circulation Policy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BAO Zhen-shan1 and ZHU Yong-ha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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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Japan formulated timely and flexible industrial policies after World War II，which greatly promoted the recovery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The phased objectives include protecting and recovering the medium and small retail
industry，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systemization，and informatization of the circulation industry，and so on. Promoted by
these policies，the scale of Japan’s circulation industry has been expanded，which also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zero-
fineness and large scale；and this industry has become the barometer of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s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of the aging problem in Japan，the circulation industry there was at the stage of quasi- recession. By learning the
experience of Japan，China should，first，perfect circulation industry organization policies，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is industry，cultivate the long-term mechanism for stimulating consumption，and optimize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or
this industry；second，China should standardize th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s of circulation enterprises，defuse the
excessive government control by market-oriented mechanism，perfect the policy of fair competition，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 circulation enterprises；third，strengthen the driving mechanism for circulation industry to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form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which the circulation industry playing the role of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ervice economy，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industrial chain，and lead the upgrade of
consumption demand；and fourth，we should increase investment in informatization in the field of circulation，encourage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es such as AI，IOT，and cloud computing，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s，and
make them to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industry.

Key words：Japan；circulation policy；wholesale and retail industry；shopping street；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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