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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日本学界关于中国电商的研究趋势及焦点。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商的迅猛发展吸引了日

本学界关注。通过对日本CiNii Research数据库2019至2024年相关文献的筛选整理，发现日本对中国电

商研究虽直接检索结果较少，但整体EC研究多涉及中国电商。其内容焦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关注中国

农村B2C电商模式，二是聚焦中国电商在数字化、电子化方面的成就，三是研究实体零售业如何应对电

商挑战。中国电商业的发展经验值得日本学习，但其仍需在价值层面塑造稳固价值取向及进行相应的哲

学反思，以期实现实体与电商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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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search trends and focuses of the Japanese academic community on Chi-
nese e-commerc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izati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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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e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Japanese academic community. Through the screening 
and sorting of relevant literature in the Japanese CiNii Research database from 2019 to 2024, 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direct search results for research on Chinese e-com-
merce in Japan, overall EC research often involves Chinese e-commerce. Its content focuses mainly 
on three aspects: first, 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B2C e-commerce model in rural China; second, it fo-
cuses on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e-commerce in terms of digitalization and electronization; 
third, it studies how the physical retail industry responds to the challenges of e-commerce. The de-
velopment experience of Chinese e-commerce is worthy of learning by Japan. However, Japan still 
needs to establish a solid value orientation at the value level and conduct corresponding philosoph-
ical reflection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the physical and e-commerce sec-
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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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电商的迅猛发展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吸引着世界各国的目光。

日本学界对中国电商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呈现出独特的内容焦点与趋势特征。中国电商的崛起是一场商

业革命，它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商业模式以及经济格局。从传统的线下购物到便捷的线上交易，中

国电商以其高效、创新的模式重塑了商业生态。日本作为亚洲的重要经济体，与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

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中国电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日本学界对中国电商的研究内容焦点首先集中

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中国电商企业不断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如“农村电商、社交电商、实体店电商化”

等，这些创新模式不仅在中国市场取得了巨大成功，也为全球电商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日本学者们深入

分析这些模式的特点、优势以及背后的商业逻辑，试图从中汲取经验，为本国电商的发展提供借鉴。 
其次，技术创新也是日本学界关注的重点。中国电商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方

面走在世界前列。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精准营销，利用人工智能提升客户服务质量，借助物联网实现供

应链的智能化管理等，这些技术创新为中国电商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日本学界研究中国电商的

技术创新，以期了解最新的技术趋势。此外，市场竞争格局也是日本学界研究的内容之一。中国电商市

场竞争激烈，各大电商平台纷纷通过价格战、服务战、品牌战等方式争夺市场份额。日本学者们分析中

国电商市场的竞争态势，探讨电商企业的竞争策略，为各国企业在全球电商市场的竞争中提供参考。从

趋势特征来看，日本学界对中国电商的研究呈现出不断深入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因此，本文根据统计

学方法，选取了日本 CiNii Research 数据库近 6 年间所收录的关于中国电商研究的相关资料，以此来分析

中国电商研究在日本的研究焦点与趋势。从而探讨日本学术视野下的中国电商研究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

值与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旨在为中国电商的发展提供他者视域下的有益启示，同时也将从哲学角度反

思电商如何在价值增值过程中实现商品价值最大化，如何在信息共享的数字世界中坚持“人是目的”的

原则，以及如何从价值维度塑造人的消费观念。本文亦可充当促进中日两国在电商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共同推动全球电商发展的基础性研究资料。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67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颜鹤 
 

 

DOI: 10.12677/ecl.2024.1341679 4587 电子商务评论 
 

2. 日本的中国电商研究趋势与分析 

2.1. 研究趋势 

本文立足于日本目前首屈一指的学术论文库(CiNii Research 数据库)所收录的中国电商研究相关资料。

本研究的文献筛选方式如下，首先，以电子商务交易的日语词“電子商取引”为关键词，并借助直接法

与顺查法在 CiNii Research 数据库中进行文献检索，筛选期间为 2019 年至 2024 年发表的文献资料。其

次，按照数据库的基本类目、文献摘要进行梳理后得到相关文献共计 316 篇(结果 A)。其中专著方面有 61
本，期刊论文有 205 篇，博士论文 4 篇，课题项目 46 项。然而依据上述方法直接以关键词“中国電子商

取引”进行检索时，仅得相关文献 11 篇(结果 B)，其中期刊论文 9 篇，专著 1 本，课题项目 1 项。虽然

从后者的结果看来，日本学界貌似并未对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给予相应的关注，但当对前后两组检索结

果进行对比浏览时发现：日本的电子商务(EC)研究大抵上都会涉及中国电商的发展与现状。 
 

 
Figure 1. The trend of the number of literature published on e-commerce in Japan and China by the Japanese 
图 1. 日本对本国及中国电子商务研究的文献发表数量变化趋势图 

 
最后，对结果 A、结果 B 的文献进行汇总并剔除了与中国电商研究无关的文献后仅剩下了可资参考

的 38 篇文献。同时，本文针对这些文献做了如下的使用处理：一方面将内容进行分类，由多至少依次为：

中国的农产品电商化贸易研究共 12 篇、零售业的电商化共 10 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相关研究

共 6 篇、跨境电商贸易中 EDI 的引入及支付数字化与信用卡网络化相关研究共 10 篇。另一方面根据分

类整理出的数据拟定论述方向，本文将以农产品的电商化、零售业的电商化与新模式、数字化贸易这三

方面为研究导向来展开讨论。如上所示，中国电商已然成为了日本电商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参考。由于

中日两国在地理与经济的密切关联，所以中国电商在日本的学术视野中的面貌不仅表现为中国消费者带

来了更加便捷的消费体验，还为提振经济健康发展给出了新对策。 
可见，中国电商的这些发展动态也为日本电商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案例，促使日本学者对本国

电商发展进行反思和探索。从图 1 所展示的趋势来看，日本的中国电商研究与中国的电商发展存在着相

关性，若基于现实情况对这种相关性作一个合理性的推测，则可以认为是电商行业在中国的饱和程度。

2019 年到 2024 年电商行业不仅历经了疫情的冲击，还面临着行业在总体上的调整。以京东为例，京东一

直致力于发展智能物流与大数据技术，但在面临市值缩水的困境下，却不得不进行人员优化，并且在电

商领域日趋白热化的竞争中，中国电商行业似乎也在业态相对饱和的状况下谋求全新的技术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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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趋势特征 

此外，通过分析以上所搜集的文献，笔者也观察到上述研究趋势的走向呈现出了两种明显的特征。

一方面，日本学者开始深入研究中国电商在农产品贸易与零售业电商化方面的成功经验。他们分析中国

如何通过电商平台打通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实现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同时，对比日本农产品电商

的发展现状，寻找差距和改进的方向。在零售业电商化方面，日本学者关注中国线上线下融合的创新模

式，如无人零售店、智能购物体验等，思考如何将这些模式引入日本，提升本国零售业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跨境电商贸易中 EDI 的引入以及支付数字化与信用卡网络化的推进也引起了日本学者的

高度关注。他们研究中国跨境电商如何利用 EDI 技术提高贸易效率、降低成本，以及中国支付数字化的

发展趋势对消费者行为和金融体系的影响。日本学者试图借鉴中国的经验，推动日本跨境电商的发展和

支付体系的创新。此外，中国电商的快速发展也促使日本企业积极寻求与中国电商平台的合作。日本企

业希望借助中国庞大的市场和先进的电商技术，拓展海外市场，提升品牌影响力。同时，日本政府也在

积极推动电商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为电商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总之，中国电商的发展为日本电商研究

和实践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日本学界和企业应积极借鉴中国的经验，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共同推动

电商领域的创新和发展，为两国经济的繁荣做出贡献。 

3. 日本关于中国电商研究的内容焦点与哲学反思 

从前述可知，日本学界在中国电商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倾向性，而这种倾向表现为在选取研究对象

时的独特面向。例如日本学者对中国电商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中国电商在电子商务界的新突破来展开的，

下面则具体展示日本学界所关注的三种主要研究类型，当然这也是他们在中国电商研究方面的内容焦点

之所在。 

3.1. 内容焦点 

首先，就日本学界而言，他们尤为关注中国农村的 B2C 电商模式，因其补充了传统货物运配模式

的不足之处。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发展、农产品大规模化、都市化流通的当下。B2C 模式尽可能地调动

了大量的物流从业者的参与，加深了农村与都市的产业联结。与此同时，无法良好地共享贸易信息，以

及农产品市内配送所产生的高昂物流费用，仍然是农村电商急需解决的重要难题。对此，学者王芸璇

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比如在物流费用过高这一问题上，如果“采用混合时间节约法的话，装载率

会提高，配送成本会降低。”[1]作者在其文章中对所举出的 M 公司的配送路线采用节约法进行了计算。

“最初在严格遵守时间的情况下进行配送，但发现车辆的装载效率不佳，运输距离和运输费用稍高。

运输成本升高的话，公司的利润也会减少，所以重新尝试采用混合时间节约法。其结果是，能够确认该

方法具有降低成本的效果。”[1]作者所列出的“混合时间节约法”从距离、车辆数、平均积载率等多

因素交互影响的角度出发，通过一定的计算分析，其在理论上确实有助于降低物流成本。然而，生产者

与销售者之间的信息不透明化，可能还是会制约电子商务的业务量增长。所以如何构建互联互通的信

息平台，商家如何取得消费者的信赖，生产出令其满意的产品，这是在降低物流成本的同时必须纳入

考虑范围的要件。 
其次，中国电商在数字化、电子化方面所取得的傲人成绩也是日本学界所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所

谓数字化是将信息转换为数字格式，通过计算机技术进行处理、存储和传输。电子化则侧重于利用电子

设备和技术实现业务流程的自动化和信息化。中国电商以互联网为基础，将商品信息、交易过程、客户

数据等进行数字化处理，实现了高效的运营和管理。中国电商通常是从商品展示、选购、支付到物流跟

踪的全流程数字化。而京东的智能物流就是一个突出的范例，其通过电子化技术实现仓储管理、配送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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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提高了物流效率[2]。相较于日本，中国电商在数字化、电子化方面具有领先优势。而且从中国自身

来看，对比传统商业模式与电商模式，亦不难看出数字化、电子化对商业效率和消费者体验的提升。传

统零售企业面临高成本、低效率的困境，而电商通过数字化、电子化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率的运营，为

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和便利。 
此外，学者饭野文认为数字贸易所带来的大规模数字化革新使得各国间所订立的自由贸易协定(FTA)

也不得随之变革或修订。他因此罗列了以下情形：“第一，数字贸易规则形成中，协定之间会相互作用

的情形；第二，数字贸易带来的贸易协定范围的扩大及其影响；第三，伴随数字贸易规则，‘规制权’的

存在感提升，且其在贸易协定中逐渐确立的状况；第四，与数字贸易相关，提高利益相关者参与机会的

必要性。”[3]他在文中对数字贸易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其中最值得借鉴的，当属他对个人信息保护、

网络安全问题的探讨，以及在签订自贸协定的各国间如何制定数字贸易规则，各国所具有的规制空间应

当如何确立才能确保公平性。可以认为这不仅影响到跨境数据能否自由转移，还影响到了规则制定国与

利益参与国之间的竞争问题，总体上事关跨境电商的未来发展，故对中国电商来说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

问题。虽然数字化电商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我们需要认识到人是生活的主体，不能被技术与数字所异

化，也不能一味地追求效率与便捷[4]。最后，实体零售业如何应对现代化电商零售的挑战，这也是日本

学界所力图解决的疑难。近畿大学的柳伟达教授主张，“在中国，最初，电子商务作为应对实体店型零

售业严峻经营课题的策略而备受关注。中国的零售业在引入零售业态等方面致力于现代化的同时，交易

惯例却进一步阻碍了其进展，面临着行业间的同质化现象以及店铺租金、人力成本的高涨，经营环境不

断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零售业不得不进行关乎生存的变革。这种变革是由电子商务带来的。”

[5]随着电商支付方式的普及与运用，电商零售业的新业态也逐渐兴盛，部分传统的零售业则势必会利用

互联网进行无店铺的销售形式改造。但笔者认为，商业模式的诞生或商家的创新活动并不能无限制地提

升资本的转化效率，零售业想要保住实体部分与电商部分的共同发展，必须将在商业模式之外为人们塑

造一种稳固的价值取向。 

3.2. 哲学反思 

现今的中国电商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按照哲学反思的立场来看，其还应改善相应的不足。第

一，农村电商商家应当在价值增值过程中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消费者需求和创新与差异化竞争，这对

于实现商品价值最大化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因素。电商商家可从多方面在价值增值中实现商品价值最大化。

一方面，通过优化平台界面和购物流程，让消费者能便捷地找到所需商品并完成交易。另一方面，利用

大数据分析消费者行为和偏好，进行个性化推荐，提高商品的曝光度和销售转化率。此外，加强与供应

商合作，确保商品质量，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从而实现高效率的价值增值；第二，按照康德义务伦理

学的旨趣，我们在电商贸易中必须强调对个人信息隐私的保护，而且在复杂的电商环境下，康德所谓“人

是目的”的理念更提醒我们不能将消费者仅仅视为数据来源或盈利工具。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具有独特价

值，应被尊重和保护。电商平台应认识到消费者作为目的本身，而非手段。依据这一理念，平台需强化

技术手段，确保个人信息安全存储与传输，防止信息泄露。同时，在使用个人信息时应明确目的和范围，

获得消费者同意，不滥用信息。只有这样，电商商家才能赢得消费者信任，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三，在电

商贸易中买家要意识到消费的真正价值在于满足真实需求而非盲目跟风，商家与市场监管人员也要引导

人们思考每一次消费行为对自身生活品质的实际提升，避免被虚假需求误导。并且要注重消费者的道德

价值，鼓励选择环保、可持续的产品，减少过度消费对环境的破坏。最后还要突出消费的精神价值，消

费不仅是物质的获取，更是一种文化体验和自我表达，倡导人们通过消费支持有意义的文化产品和创意

活动，提升精神境界。卖家应该关注商品的质量问题、售后服务问题与用户体验与服务问题，零售业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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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产品取胜之外也要靠服务来保住消费人群，因为在人的理性认识中，情感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而这

即是人的价值来源之一，人的价值需求往往更优于他的一般需求。对于电商卖家来说，把握买家的价值

需求是一门必修课。 

4. 结语 

中国电商的蓬勃发展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对日本电商研究与实践带来了多方面的

启示与机遇。日本学界对中国电商的深入研究，不仅反映出中国电商在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应用以及市

场竞争等方面的卓越成就，也为两国在电商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搭建了坚实的桥梁。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

中国农村电商的 B2C 模式为日本提供了借鉴思路[6]。尽管目前仍面临信息共享不充分和物流成本高等问

题，但通过不断探索如混合时间节约法等创新解决方案，有望进一步加强农村与城市的产业联结，实现

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同时，日本可借鉴中国线上线下融合的创新模式，提升本国零售业的竞争力，

为消费者带来更丰富的购物体验。 
中国电商在数字化、电子化方面的领先成就，为日本电商发展指明了方向。从全流程数字化的交易

模式到智能物流的应用，中国电商展现出高效的运营管理能力。随着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各国贸易协

定也需不断调整和完善，日本学者对数字贸易规则的探讨，为中国电商在跨境数据转移、规则制定等方

面提供了思考角度[7]。中国电商应积极应对数字贸易带来的挑战，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和网络安全建设，

确保在全球电商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在实体零售业应对电商挑战方面，中国零售业的变革经验值得日

本学习。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和移动支付的普及，电商零售业不断开辟新业态。然而，零售业要实现实

体与电商的共同发展，不能仅仅依赖商业模式创新，还需塑造稳固的价值取向，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多元

化的需求。展望未来，中日两国在电商领域的合作前景广阔。日本学界和企业应继续深入研究中国电商

的成功经验，加强与中国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共同探索创新商业模式、推动技术进步、优化市场竞争策

略，两国可以携手为全球电商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同时，中国电商也应积极借鉴日本在电商领域

的先进经验，不断提升自身的发展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本文借助于日本 CiNii Research 数据库来对中国电商进行研究分析，有效地运用了日本学

界这块“它山之石”来攻中国之“玉”。同时也让人欣喜的是中国电商的崛起确实为世界电商发展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和范例，我们更要站在哲学的高度上对电商的进一步发展进行反思与评判。这要求我们不

仅要重视“人是目的”的基本原则，还要在商品价值增值过程中下足功夫，同时把握消费者真实的价值

需求。总而言之，日本对中国电商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促进两国电商领域的共同进步，也将对全球电商格

局的演变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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