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列車 

             重遊日本關西 

 

  二００五年三月前往日本關西旅遊，原本是一趟賞櫻之旅；可惜當年因溫室

效應，氣候反常，寒冬時間拉長，三月中旬的關西地區依然飄雪，使櫻花綻放季

節延後，無緣觀賞櫻花怒放的美景；但在大阪城公園的梅林，看到傲骨風霜的梅

花依然盛開，則是此行的意外收穫。 

  此次關西旅遊行程，包括大阪、京都及神戶，是日本文化的發源地，在此建

都千餘年（七九四年之前定都奈良，之後遷至京都，其建設一切仿唐朝長安城的

建築）；一九七二年首次探訪關西地區，參訪京都及奈良的皇宮建築，只是藉當

地的景物，印證中國唐朝年代的宮殿模樣，想像中國西安城的樣式（當時中國大

陸尚屬文化大革命時期，尚未對外開放門戶），並實地查訪日本進步的一面。 

  當年日本舉辦「一九七０年世界博覽會」，會場地點即是大阪，這是日本繼

一九六四年舉辦東京奧運之後，另一次舉辦全球矚目國際活動的經驗；經過這二

次國際活動的舉辦，日本的都市建設逐步邁向國際水平，與先進國家並駕齊驅，

而日本生活教育的成功，居家生活環境幽雅，沒有偷竊及暴力的恐懼，是日本成

為先進國家的主要原因。 

七二年首次旅遊日本關西，採自助旅遊（當時台灣尚未開放出國觀光），從

東京搭乘新幹線火車，先到名古屋觀賞養殖珍珠的珍珠島、再到大阪、奈良、京

都、神戶；沿途有時自由行，有時參加當地民眾的旅遊團，感受到日本人的生活

型態，當年第一次到日本旅遊，可是劉姥姥進大觀園，一切都很新鮮。 

事隔三十三年之後，再度來到日本關西旅遊，雖是舊地重遊，風光景色依舊

明媚；但大阪及神戶的都市景觀建設，已非當年吳下阿蒙，增添許多現代化的建

築，與當年的景象變化甚多。 

  尤其一九九五年日本發生阪神大地震，對大阪及神戶地區造成嚴重的破壞，

許多房屋大樓、橋樑被摧殘，斷垣殘壁，從媒體報導的圖片中，看到阪神大地震

的災情，確實慘不忍睹；事隔十年，此次重遊日本關西地區，特別查訪當年地震

災後的重建成果，發現地震災害的慘狀，似乎沒有留下痕跡，反而呈現更現代化

的市容風貌。 

由地震災後重建的成效來看，過去十年間，日本政府處理地震災害的善後，

及重建計畫的推動，確實發揮高效率的執行成果；反觀國內 921 集集大地震，雖

然重建計畫已推動六年，但成效並不如預期，顯示我國執政者的行政效率，確實

不如日本。 

  此次重遊日本關西，走遍大阪、京都、神戶，日本人的行為舉止依然是彬彬

有禮，居家生活環境仍然講究整潔；若與三十年前的情況相較，當前日本最大的

不同，是一般民眾的消費能力普遍增強，尤其是「年輕族群」的消費能力，更是

大幅提升，這是歐美國家所不及。 

歐美國家的消費市場，係以上班族或有生產能力者為主力，其消費方式多以



家庭為單位，且偏重日間的消費及旅遊活動；而日本的消費市場，則偏重青少年

聚集的消費活動，近年來一些新興的消費市場，均以迎合青少年的消費口味為目

標，似乎偏向以消費刺激生產的社會結構型態。 

  其實，過去三十年日本經濟發展年的傑出表現，展現非常驚人的成就，包括

家電用品、汽車、電腦的產能、產值及競爭方，有超越歐美國家的趨勢，市場佔

有率節節上升。 

因為三十年前日本製的商品，外銷到海外市場，一般被貼上次級品的標籤，

其商品品質不如歐美國家的製品，屬於價格低廉的商品；其實，依日本於一九四

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後，全力發展經濟，經過三十努力，在七０年代有能

力與先進國家的產品競爭市場，已屬難能可貴。 

再經三十年的努力，到廿世紀未期，日本製的商品更上一層樓，品質與品級

繼續提升，愈來愈被全球消費大眾的肯定；印製有「日本製（made in Japan）標

籤」的商品，已成為品質保證的指標，消費大眾不必擔心會購買到瑕疵品。 

「日本製」成為品質保證的標竿，獲得此一品質保證的殊榮，是日本政府及

企業花費六十的努力，所獲得的成果。 

因為一九四五年八月初，美國回擊日本的軍事挑釁行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初，日本偷襲美國的珍珠港，引爆太平洋戰爭），分別在日本的廣島與長崎，投

下二顆原子彈進行轟炸，這二座城幾乎成為廢墟；日本昭和天皇不忍看到日本子

民的無謂犧牲，於當年八月十五日宣佈無條件向中美英等同盟國投降，結束第二

次世界大戰。 

六十年前日本是戰敗國，在盟國的協助下，日本朝野積極重整家園，經濟發

展重新出發，經歷三十年的努力，不僅償還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其侵略國家的賠

償金額，其經濟實力亦升格至國際水準；自一九八０年代起，由列強主導的國際

經濟重要舞台，日本已佔有一席之地，與美英等列強平起平坐。 

反觀中國雖然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但因內部政局的不和，國共進行鬥

爭、分裂及分治，國力始終未能有效提升，海峽兩岸迄今仍未被列入世界列強的

行列。 

日本經濟實力受到歐美國家的重視，此由日圓兌美元匯率，自八０年大幅升

值走勢，可獲得印證；一九八０年代後期，日本企業利用日圓強勁升值的優勢，

積極在海外置產，大量購買不動產或併購企業，包括美國、歐洲及澳洲的著名大

廈或產業，均被日本企業收購，展現其超強的經濟實力，似乎有經濟侵略他國的

嫌疑。 

 評鑑戰後日本的經濟發展，得以呈現高度活力，創造經濟實力，主要是日本

企業成功的創造品牌，使日本製商品的市場佔有率逐年擴大。 

日本企業創造品牌的成功經驗，有三大特質不可忽視，值得國人的借鏡。 

其一是「尊重專業」的管理機制；仔細觀察日本企業的營運情形，不難發現

各行各業對於專業相當執著，不論是資方或勞方，是高階主管抑或中低階主管，

均執著於專業，亦尊重專業的意見。 



諸如經營管理階層由管理專才掛帥，營運績效自然會提升，研發製造部門有

專業人士領軍，其商品品質及品級當然會逐年提高；經營企業需尊重專業，治理

國家亦同，否則，將淪為外行領導內行，專業被抹殺，其結果將陷入營運績效降

低，員工士氣低落，民眾怨氣叢生的窘境。 

  日本成功的另一特質，是全國推動「使用者付費」的觀點；所謂天下沒有白

吃的午餐，任何計畫或措施的推出，均有成本的考量，而這些成本的分擔，由全

體使用共同分擔，符合社會公平原則。 

經濟活動能否長期穩健推廣，秉持使用者付費的公平原則，應是一項不可欠

缺的機制；古有明訓，不患寡，而患不均，其道理即在此。 

所謂使用付費的概念，即是「尊重智慧財產權」的觀念；此一概念已深耕在

日本社會各階層，企業經營者執著於研究發展，並拒絕仿冒，而社會大眾的消費

理念，亦排斥仿冒品，使日本製商品的品質及品級，得以逐年提升，經濟實力逐

漸強壯的原因。 

  第三個成功的特質，是日本人的「守法」觀念。 

  綜觀日本近百年來經濟發展，呈現快速發展的步調，明治天皇推動的明治維

新改革運動，應是主要關鍵所在；日本從一一九二年鎌倉時代開始，進入幕府時

期，政權由幕府將軍掌控，經歷「室町時代」、「桃山時代」及「江戶時代」，這

八百年間的天皇，是有名無權。 

  隨著豐田秀吉的逝世，桃山幕府逐漸沒落，德川家康取得政權，於一六０三

年建立「江戶幕府」的執政時期，開始執行鎖國政策，除維持中國與荷蘭的通商

關係之外，終止與外界的聯繫，實施閉關自守的鎖國體制；維持二百六十餘年的

江戶幕府時代，因實施鎖國政策，國力逐漸減退，政局動蕩不安，於一八六七年

將大政奉還給當時在位的明治天皇。 

  明治天皇掌權之後，立即遷都至東京，並推行新的政治建設，頒布「五條誓

文」，其內容包括「廣興會議，萬機取決於公論」；「上下一心，全力發展經濟」；

「開國睦鄰，拓展外交」；「破除舊有之陋習」；「積極引進國外知識技術」（此五

條誓文的政治革新運動，被世人稱之為明治維新）。 

  日本經歷明治維新的改革運動，國力大增。 

自十九世紀末開始，以軍事向鄰國挑釁，朝鮮是其軍事侵略的首要目標，其

次是中國；諸如一八九四年發動中日甲午戰爭，是與清廷爭搶朝鮮的領土與藩屬

權，另於一九三０年在東北瀋陽引爆九一八事變、及一九三七年在北京蘆溝橋事

變等，意圖侵佔中國領土。 

日本軍事侵略中國計畫得逞之後，其軍事行動逐漸擴及東南亞地區國家，一

九四一年再向美國挑釁，偷襲夏威夷的珍珠島，引爆太平洋戰爭；美國正式參戰

回擊，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初在日本廣島與長崎，分別投下二顆原子彈，日本昭和

天皇才宣告投降，放棄軍事侵略他國的行為。 

但戰敗後的日本，勵精圖治，在美國的協助之下，全力發展經濟，其經濟實

力逐年增強；日本企業在全球市場投資佈局，擴大其經濟版圖，到廿世紀後期，



已有足夠的影響力，導引世界經濟的發展動向。 

  日本戰後重建計畫，在短短六十年的努力，即躍升為全球經濟大國，應與日

本企業及人民所秉持的三大特質，有直接因果關係，此三大特質為尊重專業、尊

重智慧財產權及遵守法令；而這三種特質，正是中國人所欠缺，亦是未來吾人追

求國力增強計畫，應努力的目標。 

  此次重遊日本關西，看到過去三十年日本經濟發展，朝現代化目標繼續邁進

的豐碩成果，猶如旭日東昇般，讓日本人充滿著希望與美麗遠景。 

反觀最近三十年台灣經濟發展情勢，原本亦勾勒一幅前途光明的美景，經濟

成長率年年維持高水位，平均國民所得亦由一千美元的低水位，逐年升高至一萬

四千美元的高水平；國人生活素質亦逐漸提升，並創造「均富」社會等績效，這

些成功經驗，曾被全球讚譽為「經濟奇蹟」。 

但最近十年台灣經濟發展，確有所變質，好像突然罹患重病，經濟活力及實

力，開始出現衰退走勢；其原因何在，值得全體國人的關注，並檢討改進。 

  重遊日本關西歸來，更能體會日本企業創造成功的經營績效，所秉持的三大

特質，確實是促進經濟健全發展的必要條件；期待「尊重專業」、「尊重智慧財產

權」、及「遵守法令」等三大特質，能適時引進台灣，並於政府部門及工商企業

的運作機制內，深耕發芽，國力增強的目標應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