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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从日本文化输出战略影响视角出发对中国民众赴日消费行为及其特征进行探究；通过分析

近几年日本文化战略，揭示中国民众赴日消费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总结日本文化输出的经验，为中国

文化的对外输出及吸引外国游客来华消费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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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日本通过动漫、音乐、书籍、电影、电视

等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推行其文化输出的政策。
通过这些方 式 日 本 文 化 正 大 规 模 地 输 出 到 世 界 各

国，其中对我国产生的影响尤为深远。在这样的影

响下近几年我国民众赴日消费人数和消费额持续走

高。正是因为受到日本文化输出战略的影响，我国

民众才会大范围的出现非理性的赴日消费行为。
１　日本文化输出及其影响

根据２０１６年９月，日本政府观光局最新数据表

示，６月在日旅游的外国游客人数同比增长２３．９％，
超过１９８．５万 人，其 中 中 国 大 陆 游 客 同 比 增 长

２６％，高达５８．２万人。日本于２０１０年 放 宽 中 国 民

众赴日旅游签证，自此我国赴日消费民众人数逐年

增涨。２１世纪 以 来，日 本 文 化 大 量 涌 入 中 国，并 带

来了许多商业效应。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化和艺术广

受中国民众的喜爱；日本影视动漫使以动漫主角为

原型的各类周边产品大热；日式料理注重保持材料

自身的味道和其营养价值渐渐被中国民众接受；日

本面向中国的文化输出从未停止。对于赴日旅游的

中国人，日本商家在向其倾售商品的同时，又进一步

积极宣扬日本的本国文化。
此外，随着赴日游客阶层的扩大，中国消费者的

赴日消费主题也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的购物消费的

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热衷于日本的体验消

费。比如参加日式茶会，体会日本茶道“禅茶一味”、
“一期一会”等独一无二的茶道文化，感受日本独特

的审美观和道德观念。中国民众赴日消费方式行为

除了购物消费，文化消费额也逐步增加，这正是日本

文化输出的影响。
与日本旅游市场的繁荣景象相对比，中国市场

却不尽人意。由于无良商家的加价减质和市场监管

的缺失，消费者们对本国商品的信任度急速降低，从
餐饮业到 美 容 业 及 日 用 品 行 业。因 此 在 旅 游 的 时

候，中国的很多消费者都倾向于去花很大工夫买旅

游国的产品。而日本产品设计以人为本，体现手工

艺人们追求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恰好满足了中国

民众对产品品质的要求。所以使得中国消费者对日

本产品的消费倾向持续增加。
２　中国民众赴日消费行为及消费特征研究

２．１　中国民众赴日消费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中国民

众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具大的变化，不再满足于国

内旅游消费的单一化，于是掀起了一股境外旅游的

消费热潮。在２０１６年春节期间中国消费者海外旅

游人数超过６００万人次，在外消费金额达９００亿元。
在日本，一到中国节假日，各大超市及免税店就会成

为中国民众钟情的消费场所，因为日本电子产品的

高度发达，中国消费者对日本的电器以及电子产品

尤为钟爱；此外，化妆品、药品等生活用品也成为了

热销产品。中国消费者在以上产品的购买上，人均

消费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和地区。
２．２　消费特征

２．２．１　从众心理消费。现阶段中国民众的消费趋

势大致可分为从众、攀比、求异、求实心理消费，其中

从众心理占较大比重，主要体现为跟风随大流，具有

盲目性。
２０１６年元旦 中 国 游 客 哄 抢 福 袋，最 高 卖 到５２

万元人民币一只，前几年电器也是中国赴日客最喜

欢购买的物品，而近年来服装、化妆品有取而代之的

势头。近年来，日本加大对中国的文化输出，在影视

剧、音乐以及服饰方面尤为突出，在中国受到极大的

欢迎，在服装及彩妆方面，追求时尚的年轻人争相效

仿。中国民众赴日消费时对服装、化妆品情有独钟，
消费时较为冲动，往往不会考虑到商品的实用性。
２．２．２　冲动消费。冲动消费是指顾客在消费之前

没有计划的消费行为，一般多发生在价格低、需频繁

消费的生活用品。其特点是非计划性、随机性较大。
中国民众在赴日消费时比较注重体验日本的本

土文化，他们倾向于消费带有本地特色的明信片、特
色小吃、手工艺品等商品。由于受到日本文化输出

战略的影响，人们在购买这些商品时往往会有非理

性的冲动消费。 （下转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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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内蒙古自治区牧区应该积极探索“互联网＋畜

牧业”的新型发展模式。积极培育以“互联网＋”为

基础的新型畜牧业经济产业，打通产供销渠道。

４．４　促进牧区经济发展

①牧区经济的发展存在底子薄，发展产业少的

现象。促进牧区经济发展，首先应该进行产业结构

转型，合理规划布局优势产业，积极培育新兴产业，
逐步淘汰夕阳产业和粗放型产业。同时，需要注意

的是，牧区积极监测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逐
步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在劳动力有序

转移的情况下，应该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吸纳

牧区富余劳动力。农牧业是牧区经济发展的基础，
在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的同时，要时刻注意农牧业

经济的基础地位。②推进牧区城镇化进程。牧区城

镇化是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聚宝盆，是人力资本合理

布局、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途径。首先，破除城乡户

籍制度壁垒。２０１４年 中 央 一 号 文 件 明 确 提 出 加 快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年７月３０日，国务院印发

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表现出国

家对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决心。牧区政府应该借此政

策东风，逐步推行居住证制度，破除城乡户籍改革难

题。其次，城镇产业布局要遵循牧区需求，牧民需求

和草原需求原则。③牧区政府需要努力构建自我培

养人才为主、外 来 吸 引 为 辅 的 人 力 资 源 建 设 政 策。
对于人才，政府层面需要出台优惠政策积极吸引，同
时，要密切与高校、研究所等机构合作，积极探索牧

区经济发展出路。④盟市政府应该积极引导新型牧

民自主创业。部分牧民在生态补奖政策施行之后转

移性收入迅速增加，各级政府通过政策扶持，吸引这

部分牧民进入第三产业，这样不但缓解了社会矛盾，
纠正了社会风气，同时还进一步推进第三产业发展，
促进牧民收入增加。

４．５　提高牧民自身素质

牧民受教育程度偏低，年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凸现。通过提高牧民自身素质，是牧区人力资源开

发的重中之重。①畜牧业收入决定于畜牧业劳动力

数量，对于畜牧业劳动力方面的培养，应该从人力资

本质量入手，加大畜牧业劳动力培训力度，缩短畜牧

业劳动力的培训周期。合理的畜种和畜群结构再加

上畜牧业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会显著增加牧区牧民

畜牧业收入。②兼业收入决定于劳动力的质量。对

于这部分牧民，政府应该充分了解牧民愿景，通过职

业教育、技能培训提高这部分劳动力的综合质量，这
样以来，兼业劳动力既可以有活可干，有能够合理配

置家庭劳动力资源，更能够增加牧民家庭收入。在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的大背景下，保证“减畜不减

收”政策目标的实现。③蒙汉兼通能力是兼业劳动

力需要具备的素质之一。随着第二、三产业的发展，
蒙、汉族能否流畅交流直接影响牧民工作的获得及

工作半径的大小。所以，有计划的进行蒙（汉）语培

训，是解决牧区富余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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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４页）　
３　日本文化输出对中国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

略的一部分，虽然形成了一定的门类，但是产业化程

度低，各部门 之 间 未 能 很 好 的 衔 接，难 以 形 成 产 业

链，且文化价值深度也有所欠缺。相对来说，日本的

文化产业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已成为日本国民经

济的一大支柱，并且对各国实施文化输出战略，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对中国的影响尤为突出。因中日文

化的差异，出现了中国民众赴日消费的热潮，满足了

人们的需求，丰富了人们多元化的生活，拉近了中日

两国间的距离，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合作与发展，对我

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刺激和激励作用。
与日本的文化输出相比较，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还

有很多不足，存在一定的差距，日本对其本国民族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极为重视，这种文化意识值得我们

学习和借鉴，我们应该重视发展文化产业，弘扬民族

文化，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４　结束语

文化产业是我国发展的新能量，文化产业既可

以弘扬民族文化，又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发展文化创

新产业是我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面对日本对中

国大规模的文化输出时，中国要考虑自身国情，认真

研究日本文化要素及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正向作

用，总结日本文化产业的发展经验，有针对性地将研

究成果融入到中国文化输出战略，吸引外国游客来

华消费，保护本国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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