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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1 月 21 日，徐静波在杭

州庆春路的新华书店办了个

读者见面会。钱报记者在见

面会之前对他进行了专访。

徐静波，亚洲通讯社社

长，一位从业20多年的资深

媒体人，因为《静观日本》的

出版和热销，现在大概还要

再加上一个“畅销书作家”的

头衔。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徐静波说，这次来杭州其实

是来“见网友”的，那些听他

“静说日本”节目、关注他公

众号和微博的网友，网名都

熟，但人没见过。

徐静波坐在记者对面，

慢慢舀着一碗豆花，餐盘里

还有两个包子，这是他的早

餐。在日本待了25年，他还

是一个中国胃。“之前宁波

（见面会），有从上海赶过去

的网友，估计今天也会有，可

惜时间太短，没法好好聊。”

3 天里跑三个城市、做三场

见面会，他看上去有些疲惫。

很多网友是因为关注

“江歌案”，才知道徐静波的，

有人赞赏他“雪中送炭”，也

有人嘲讽他“借机炒作”。无

论褒贬，他都已经习惯。见

徐静波之前，他的朋友告诉

我，“静波情商高，你什么问

题都可以问”。于是我们的

对话就从他不太愿意提的

“江歌案”开始。

徐静波：日本经济真的衰退了吗
日本人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关注度之高，超出我们的想象

换个角度看日本经济：让别的国家去做外壳，日本来做內芯的新思路

“江歌案”的悲剧是个例
希望有人帮助疏导中国留学生心理问题

“我是真的不愿意再提起这件事，不是因为我自己受到多

少攻击，到了我这个年纪，这点还能扛得住。是那些曾经帮助

过江妈妈的在日留学生、志愿者也遭到了网络暴力的攻击，有

个帮忙做筹款网页的女生因此精神抑郁，最后只能辞掉日本

的工作回国。”徐静波语气很平静，说一开始他不能理解，为什

么会有人去攻击事件中的受害者和无偿提供帮助的志愿者，

后来搞清楚了，无非是因为水军，无非是因为钱，“既然如此，

那还有什么可愤怒的呢？我只是担心，若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还有多少人愿意帮忙。”

身在国内的人，总以为到了国外遇事找同胞。“实际上，在日

本哪怕明明听见隔壁两个人在讲上海话，你也不会主动凑上去

搭腔，说自己也是中国人。”他不知道为什么，但事实如此。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于当地时间 2017 年 12 月 29 日公布

调查结果称，截至 2017 年 5 月 1 日，日本大学及日语学校等

在籍外国人留学生总数为 267042 人，创历史新高。其中，中

国大陆留学生数量突破10万大关，占40%，居首位。

“江歌的悲剧或许是个例，但中国留学生的心理健康确实

应该引起重视。”这原本是一起情感纠纷，最后却以一个无辜

女孩的生命为代价收场。“这样的恶性事件在日本并不多见，

但中国留学生自杀的消息却时有听闻。日本大学都是走读

制，也不像国内这样分班，所以即使是在国内有过大学求学经

历的学生可能也不能很快适应，他们的社交圈很窄，学习生活

的压力大，能倾诉的人又少，日积月累，确实容易一个想不通

就走极端。”徐静波说，他希望有社团或公益组织能介入为中

国留学生提供心理疏导，“悲剧已经发生，希望是最后一个。”

日本有多么关注中国
给日本企业连讲12场中国政经新形势

1992 年，徐静波去日本留学，那年他 30 岁。而后，他花

了 20 多年时间，持续讲述日本故事，甚至在他的名片上除了

姓名和联系方式，只有一句话“宣传中国 介绍日本”。至今，

他仍坚持每一期电台节目都亲自撰稿、录制，每一条微信、微

博都亲自写、亲自回。“时间常常不够用，但不自己写又担心无

法完整传达我的想法。”

并非人人能理解他的这种热情，而他则将此归结为“好奇

心”，对中日文化差异的好奇。“那时候我们出去留学，确实对

世界不了解，比如对日本，我的印象只停留在高仓健的电影当

中。”高仓健去世后，徐静波接下了她生前在东京的办公室。

但他对日本的了解早已不止于高仓健。甚至有网友从定海赶

到杭州听他演讲，只为了问问他对两位日本明星恋情的看法，

让见面会现场的网友们一下子笑开了怀。

“我们要向日本学习”，这句话徐静波说了 20 多年，为此

没少挨骂。“这几年理性的声音比以前多了，我挨得骂也少

了。”他笑笑，说再怎么被误解，他还是中国人，“日本人对中国

政治和经济的关注程度，绝不亚于中国人对日本马桶盖和电

饭煲的关注程度。”在他看来，我们学习日本，就是要学习它的

危机意识和持续不断的自我创新能力。

徐静波说起，十九大后，他在日本做了12场讲座，专门给

日本企业讲中国最新的政治经济形势。“这完全是日本各团体、

企业的自发邀请的，他们希望获得与中国政治、经济相关的第

一手资讯。”这不是第一次，十八大后徐静波就给日本最大的广

告宣传公司日本电通讲中国的机构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变革。

“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要同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市场打交道。”

在徐静波看来，日本是最关注中国的国家之一。“知己知

彼才能百战不殆，这一点，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习。”

日本经济真的衰退了吗
换个角度看，日本经济在吐故纳新

日本经济真的衰退了吗？这原本就是徐静波这次见面会

演讲的主题，事实上，在此之前他已经反复回答了好多次。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也很现实的主题。”在他看来，近期会出

现“日本衰落”的观点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从2017年至今，日

本东芝、夏普等知名品牌纷纷抛售其家电事业，并被中国企业收

入囊中；二是三菱材料等部分日本著名企业出现了产品质量报

告造假的问题。“这确实体现了日本企业目前面临的困境和问题，

但这些问题的出现，并没有影响到国际投资家购买日元和日本

股票的信心，日元还是涨，日经平均指数还是攀升。数据上看，日

本甚至正处于金融危机后经济指标最好的时期。”

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看问题。“索尼公司当年将电脑和其

他电子产品抛弃时，许多人担心索尼完蛋了。但是，几年后，我们

发现索尼的电脑是不见了，但我们用的电脑里，大量核心零部件

是索尼生产的。此外世界上正研发生产的全自动驾驶汽车中，

图像传感器基本都是索尼的技术。”徐静波说，当我们看日本经济

的时候，不能只看它的哪些产业被抛售了，也要看它又创造出了

什么引领世界的新产业、新技术，看它如何吐故纳新。

“从我与日本企业的接触，以后外壳包装上印着‘Made

in Japan’的商品会越来越少，但是打开这些产品，会发现印

着‘Made in Japan’的零部件会越来越多。一台苹果手机，

37%的零部件是日本制造的，而且都是核心零部件。美国最

新型的波音787客机，35%的核心技术是日本企业提供的，所

以有人说波音 787 名义上是美国的客机，其实是一架准日本

客机。”他说，中国现在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期，去产能、调结

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日本来说，经济结构调整期在

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已经完成，现在进行的是产业结构的调

整。“让别的国家去做外壳，日本来做內芯”，这是目前日本产

业结构调整的一种思路。而这种新思路，经过未来 3 到 5 年

的衍生，或许将会给日本经济带来新的活力。

事实上，日本从经济结构调整转入产业结构调整所遇到

的问题，未来中国也有可能面对。

徐静波在杭州的读者见面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