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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兼谈 “后新冠”时代日本社会的走向

胡　澎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构成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挑战，其影响已远远超过疫情本身。自２０２０年２

月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蔓延以来，给日本的经济、社会带来诸多影响。疫情催生出新的工作方式；凸显教

育领域信息通讯技术滞后；疫情对低收入群体冲击较大；两性关系再遇挑战；人际交往 “无缘化”程度加

深。新冠肺炎疫情像一面放大镜，将日本潜在的社会问题一一凸显出来，同时，疫情又像一个加速器，加

快了日本社会变迁的步伐。“后 新 冠”时 代 的 日 本 社 会 似 乎 已 很 难 回 到 从 前，那 么，日 本 社 会 又 将 何 去

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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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初 暴 发 的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将 世 界 多 国 席

卷进来，其传播速度之快、感染面之广、感染人数

和死亡人数之多，被认为是１９１８年西班牙大流感

之后世界范围最严重的疫情，堪称冷战结束以来最

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疫情对人类健康、

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等产生

了深刻影响。这一重大疫情不仅考验着一个国家和

社会的治 理 能 力，也 带 来 诸 多 亟 待 解 决 的 社 会 问

题。透过疫情，我们可以深入观察国家、社会、家

庭、个人之间的关系，探究灾难对人类社会、人类

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的影响，思考科学技术给人类

生活方式带来的变化，反思如何吸取此次疫情的经

验教训、迈向新的文明社会。

此次世 界 范 围 的 疫 情 同 样 也 重 创 日 本。截 至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２日，日本已累计确诊２５　７３６人，累

计死亡９８８人。进入令和时代的日本没能迎来一个

“气淑风和”的新开端，反倒被突如其来的新冠疫

情搞得十分狼狈。随着疫情的蔓延，日本不得不按

下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暂停键，将防控疫情作为首

选。就连日本民众翘首以盼的２０２０年东京奥运会

也被迫延期。疫情对日本人的心态打击也较大，本

来已深陷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的长期不振以及日益

严峻的少子 老 龄 化 社 会，２０１１年 东 日 本 大 地 震 以

及核泄漏造成的巨大损失又让日本社会元气大伤，

今年又遭此番疫情袭击，令不少日本人心灰意冷，

有人将此次的新冠冲击与 “昭和恐慌”相提并论，

也有人认为 其 严 峻 程 度 比 二 战 后 两 次 石 油 危 机 和

２００８年金融 危 机 更 大。截 至 目 前，日 本 的 新 冠 肺

炎疫情仍未落下帷幕，疫情究竟给日本社会带来了

什么影 响？ 是 一 个 值 得 密 切 观 察 并 深 入 思 考 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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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冠疫情在日本的蔓延及对策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日本政府出台了一

系列抗疫举措。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０日，内阁决定成立

“新冠肺炎 感 染 症 对 策 本 部”，２月１７日，宫 内 厅

发表了中止２３日在皇居举办令和新天皇生日庆祝

活动；２５日，“新冠肺炎感染症对策本部”召开会

议并出台 《新冠肺炎对策基本方针》。２７日，政府

宣布自３月２日开始全日本的中小学校、特别支援

学校暂时停课。３月２８日，《新冠肺炎感染症对策

基本处理方针》① 公布，希望民众减少出行，避免

去密闭空间、人员密集地、近距离密切接触的 “三
密场所”。４月７日，安 倍 晋 三 首 相 在 新 冠 肺 炎 感

染症对策本部会议上宣布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

县、埼玉县、大阪府、兵库县、福岛县进入 “紧急

事态”，宣言自４月８日起生效，５月６日结束。４
月１６日，“紧急事态宣言”扩大到全日本。根据相

关法律，宣布国家进入紧急事态需满足以下两个条

件：一是有可能对国 民 生 命、健 康 造 成 显 著 损 害；
二是疫情在全国蔓延，给民众生活和经济带来重大

影响或有此种可能 性。 “紧 急 事 态 宣 言”发 布 后，
涉及的都道府县知事可根据当地疫情形势，采取以

下措施：避免不必要非紧急的外出；停止或限制学

校、保育院、幼儿园、老人院、电影院等设施的使

用，停止体育比赛、文艺演出和大型集会；为建立

临时医疗设施强制征用房屋、土地等。

２０２０年５月４日，新 冠 肺 炎 感 染 症 专 家 会 议

提倡的 “新生活方式”② 得到广泛宣传，绝大部分

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都能自觉遵守。之后，日本多地

多日没有出 现 新 感 染 者，疫 情 趋 于 好 转。５月１４
日，日本政府宣布将全国４７个都道府县中的３９个

解除了 “紧急事态宣言”。５月２１日，又解除了大

阪、京都和兵库县的 “紧 急 事 态 宣 言”，这 就 意 味

着自５月２５日全日本范围的 “紧急事态宣言”正

式宣告解除。然而，解除宣言之后，每天新增感染

人数又开始缓慢上升，特别是７月份感染人数上升

较快，呈现疫情第二波反弹的态势。出于疫情对经

济社会影响的考量，日本政府并未再次公布 “紧急

事态宣言”，而是采取以下措施：以 “新生活方式”

为前提逐步放宽民众出行、设施使用等限制，分阶

段引导社会经济生活重回正常轨道；另一方面，对

新感染的患者积极治疗并适当扩大核酸检测规模。
疫情出现后，日本政府并未采取 “封城”措施

对城市或地区进行强制封锁，也没有开展大规模核

酸检测。即便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也未对国

民的行为进行强有力的干涉，居民外出、上班并未

受限制，超市、银行、医院等基本生活设施也正常

运营。社会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有序。在国际社会

中，日本疫情的感染和死亡人数均处于较低水准。
那么，日本在疫情防控上主要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日本有着较为完备的医疗体制以及覆盖

全体国民的国民健康保险。面对突如其来的公共卫

生危机，能合理冷静应对。重症患者能得到及时治

疗，轻症患者在家或指定机构隔离养病，即便是低

收入群体也能得到较好的治疗，民众不会因疫情蔓

延而产生极 端 恐 慌 心 理。其 次，日 本 作 为 一 个 地

震、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人们从小

就接受防范灾害的演练以及防灾抗灾的知识，具有

强烈的危机意识，面对重大疫情表现得较为理性。
第三，日本的公共场所环境清洁、卫生，公共卫生

水平较高。疫情发生后，日本媒体不遗余力宣传如

何对办公室、家庭、餐厅、地铁等公共空间进行消

毒、通风，个人如何在日 常 生 活 中 防 范 新 冠 肺 炎，
企业、店铺等如何减 少 人 员 聚 集，做 好 消 毒 工 作。
这些对于 阻 止 病 毒 的 传 播 起 到 了 较 好 的 作 用。第

四，日本抗击疫情主要靠的是国民的自律自觉、对

规则的遵守以及集团的觉悟。“紧急事态宣言”之

后，政府要求民众自我约束，防范和避开 “三密场

所”。虽非强制，但国 民 有 义 务 协 助 政 府 落 实。日

本民众听从政府号召，自愿佩戴口罩，自觉减少出

行，减少聚会聚餐，错峰出行，不少店铺自行关门

谢客。这些均显示出日本国民隐忍、克制以及对于

权力和命令的高度服从的特性，同时也与日本的中

产阶层占绝大多数有关，中产阶层具有一定的现代

科学文化知识，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公民意识以

及基本伦理道德。特别是大多数人具有文明健康的

生活态度和较高的自我防范疾病的意识，养成了勤

洗手、重消毒、感冒自觉戴口罩、不给别人添麻烦

等日常生活习惯。对自己负责，也对他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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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日本经济和社会专题 ———兼谈 “后新冠”时代日本社会的走向

①

②

日语为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対策の基本的対処方針』，之后多次修订。

从如何防止被传染、如何防止出门被传染、如何购物、如何吃饭等方面对民众的日常生活提出了具体建议。



客观而言，日本在应对疫情上也有诸多值得改

进的地方。如：医疗机构核酸检测能力不足；初期

政府更多考虑外交和经济上的影响，导致对策相对

滞后；信息、通信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有待进一步加

强。另外，日本过分注重个人隐私保护，在锁定密

切接触者以及疑似新冠肺炎患者行动轨迹和信息公

开等方面有待改进。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

社会的主要影响

　　危机到来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此次

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经济、社会乃至个人的影响

是空前的，特别是容 易 形 成 “三 密 场 所”的 餐 厅、
旅馆、咖啡馆、居酒屋等纷纷停业、歇业，对劳动

力市场造成较大冲击。居家办公、在线学习改变了

日本人传统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

人际交流模式。疫情让日本既存的社会问题更加凸

显，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程度的激化。
（一）疫情催生出新的工作方式

当疫情出现并呈现蔓延趋势后，为了避免人们

乘坐公共交通通勤相互感染，也为了应对孩子因停

课在家需要成人照顾，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启了居家

办公模式，通过视频会议等方式进行远程工作。一

家株式会社的调查表明，７个都道府县宣布 “紧急

事态宣言”后的４月１０～１２日期间，正式员工居

家办公率为２７．９％；５月２９日～６月２日 实 施 的

调查表明，“紧急事态宣言”结束后，全日本正式

员工的居家 工 作 平 均 实 施 率 为２５．７％，越 是 大 公

司，居家办公的实施率越高［１］。富士通公司、软银

集团、ＮＴＴ通讯集团和 ＫＤＤＩ通 讯 公 司 等 企 业 决

定顺应时代潮流，缩减办公室面积，鼓励非生产一

线员工居家工作。居家办公令东京都写字楼的空置

率增高。
信息技术提高了工作效率，把人们从长时间劳

动中解放出来。疫情作为契机，让日本传统的工作

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人敬业、勤奋的

工作态度为世界所公认。《劳动基准法》规定了每

天８小时的工作时间，但实际上遵守的企业寥寥无

几。超长时间工作让日本人生活质量大打折扣，甚

至不乏 “过劳死”现象的发生。劳动强度大、工作

时间长的日 本 式 劳 动 方 式 也 一 直 为 国 际 社 会 所 诟

病。为了改变 日 本 以 往 的 工 作 方 式，２０１６年 内 阁

官房下设 “工作方式改革实现推进室”，启动了提

倡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劳动时间的工作方式改革。

２０１７年正 式 提 出 了 “工 作 方 式 改 革 执 行 计 划”①，

２０１８年７月６日，公 布 了 “工 作 方 式 改 革 一 揽 子

法”（平成３０年法律第７１号）②。工作方式改革主

要包括：纠正长时间 劳 动 的 弊 端，贯 彻 同 工 同 酬，

扩大就业机会，挖掘 潜 在 劳 动 力，提 高 工 作 效 率，

推广弹性工作方式等。

疫情对日本的工作方式改革起到了一个客观促

进的作用，同时，对企业的人员招聘方式也产生了

影响。不少企业采取网上招聘的方式录取员工。有

些餐饮等服务行业已内定了新员工，由于疫情不能

上岗，就职企业将其推荐到一家职业中介机构，中

介机构暂时推荐其去需要人手的ＩＴ企业、农业方

面的用人单位工作一段时间，待疫情结束再返回内

定企业上班。还有一些从事教育、培训等方面的自

由职业者，面对疫情导致工作量的大幅减少，纷纷

开展线上教学，尝试新的职业模式。可以预测，疫

情下新的工作方式将对疫情后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产

生影 响，年 轻 人 的 人 生 选 择、生 活 方 式 将 更 加

多元。
（二）凸显教育领域信息、通信技术的滞后

突如其来 的 疫 情 对 日 本 的 教 学 产 生 了 较 大 影

响。为阻止疫情扩散，３月２日开始，日本中小学

校宣布临时停课，保育所、幼儿园纷纷休园，学习

塾、补习班也相继停课。据厚生劳动省统计，截至

４月１６日，１５个都道府县１６８所认可保育所放假，

其中东京都内就有１４４所［２］。日本学校的毕业季和

入学季选在 樱 花 盛 开 的４月，由 于 疫 情 关 系，大

学、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不得不宣布中止毕业

典礼和入学典礼，进入停课阶段，还有些大学对校

园进行了封闭管理③。

为保证教学进度，减轻停课造成的影响，文部

科学省和日本各界大力宣传、积极推动线上教育，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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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０１７年又被称为 “工作方式改革元年”。

修正的法案包括 《劳动基准法》《劳动安全卫生法》《改善劳动时间等设定的特别措施法》《尘肺法》《雇用对策法》《劳动契约法》《改

善短时间劳动者的雇用管理等的法律》《确保劳动者派遣事业正确运营及保护派遣劳动者的法律》。

停课是由当地政府、学校来根据情况决定并实施的。



希望学生 “停课不 停 学”，利 用 在 线 课 堂、电 子 教

材在家学习。不仅仅是中小学采用在线授课，各种

学习塾、补习班也采用线上授课的方式。在线教育

让日本的教育差距问题显现出来。
教育差 距 与 学 生 的 家 庭 出 身、家 庭 的 经 济 条

件、父母收入、父母学历、父母职业等有密切的关

系。父母 越 是 高 学 历、高 收 入，对 子 女 成 长 越 有

利，子女大 学 毕 业 后 从 事 正 规 雇 佣 的 可 能 性 就 越

高。另外，大城市教育资源相对集中，对子女教育

有利，偏僻地区和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家庭，其子女

成功的概率就要小很多。客观而言，二战后的日本

在教育的均等化上付出了极大努力，义务教育体制

提供了标准化的教育机会和教育内容，相比其他资

本主义国家，日 本 地 区 之 间、学 校 之 间 的 师 资 水

平、教学 设 备、教 育 设 施、教 学 内 容 的 差 距 都 较

小。但东京一极化的发展和少子老龄化程度的加深

对教育的均等化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大城市与

偏远地区的教育差距呈现缓慢扩大的趋势。
大规模的线上教育将日本的地区之间、学校之

间、家庭之间潜在的教育差距问题凸显出来。由于

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不同，家庭中信息、通信技术

的配置不均衡。有的家庭通信技术环境好，学生学

习没有受太大影响，而有些低收入家庭学习用的电

脑和网络不 完 备，对 子 女 上 网 课 有 较 大 影 响。另

外，日本学校的信息与通信技术 （ＩＣＴ）环境也较

为滞后，政府在信息与通信技术方面的投资明显落

后于美国，这无疑影响到日本的技术进步与效率，
同时也使得日本教育出现地区差距。为此，文部省

出台了 关 于 改 善 学 校 教 育ＩＣＴ 环 境 的 五 年 计 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决 定 每 年 度 从 地 方 财 政 中 抽 出

１　８０５亿日元的经 费 用 于 鼓 励 开 发 和 使 用 电 子 教 科

书和电子教材，完善学校的信息化，构筑家庭与学

校之间无缝连接的教育学习环境［３］。目前，日本政

府大力推进的 “社会５．０”的目标之一，就是充分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和大数据提高教育质量，为学生

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据文部科学省的调查表明，

２０２０年３月，日 本 学 校 的 电 脑 数 量 是 每５．４名 中

小学生仅有１台平板终端设备［４］。普通公立学校无

线网络配备 率 不 到５０％。文 部 科 学 省 为 了 让 每 一

个孩子享受到信息与通信技术带来的便利，接受公

正的、个性化的、最适宜的且富于创造性的教育机

会，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提 出 了 “ＧＩＧＡ 学 校 构 想”，
即２０２３年之前，全日本的学校实现小学一年级到

中学三年级的学生一人一台电脑、配备高速度大容

量通信网络一体化的目标。
疫情让日本政府意识到 “ＧＩＧＡ学校构想”的

推进已刻不容缓。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萩生田光文部

科学大臣在记者会上，表明了在新冠肺炎蔓延背景

下，加快 推 进 “ＧＩＧＡ学 校 构 想”早 日 实 现 的 态

度［５］。文部科学省决定将原计划到２０２３年中小学生

一人一台电脑的目标提前到２０２０年内完成，以改变

目前日本教育领域信息与通信技术滞后的现状，消

除地域教育差异，提高下一代的国际竞争力。
（三）对低收入群体冲击较大

“紧急事态宣言”发 布 后，大 量 中 小 企 业 停 产

停业，旅馆、餐饮、商业设施、补习机构等停业关

闭，雇佣环境恶化，特别是对本身就处于雇佣不稳

定状态的非正规就业者、自由职业者群体造成的影

响极大，出现了大量失业者或隐性失业者。有些企

业解雇了非正式员工，有些企业的正式员工虽未失

业，但却没 活 儿 可 干，收 入 锐 减。２０２０年４月 份

总务省统计局的劳动力调查显示，在新冠肺炎的影

响下，相比新 冠 肺 炎 蔓 延 之 前，雇 佣 人 数 减 少 了

７９万 人，比２００８年 金 融 危 机 的 时 候 还 要 严 重［６］。
总务省６月３０日发表的劳动力调查显 示，５月 份

的完 全 失 业 率 上 升 至２．９％，是２０１７年 以 来 的 最

高点。４ 月 份 休 业 人 数 为 ５９７ 万 人，５ 月 份 为

４２３万人［７］。特别是对从事非正规雇用的女性打击

更大，在服务业工作的女性比例高，疫情对服务业

造成的冲击体现在女性临时工群体身上。日本政府

给疫情期间停业的中小企业从业人员发放补贴，每

月人均最多可拿到３３万日元。但这些停业补贴仅

针对全日制员工，非正式员工不包括在内。失去工

作的 非 正 规 雇 佣 群 体 陷 入 完 全 没 有 收 入 来 源 的

窘境。
疫情导致众多２４小时营业的漫画店、网 络 咖

啡馆、网吧、桑拿馆关闭，数千名 “网络咖啡馆难

民”① 丧失 安 身 之 处。据２０１８年 对 “网 络 咖 啡 馆

难民”所做的调查，东京都内１天有５　０００人平均

每周５天以上栖身网络咖啡馆。这一群体中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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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网络咖啡馆难民”指那些没有住房也不租房，在城市的网络咖啡馆、漫画店住宿和生活的群体，多为临时工、小时工、短期劳动派遣

者，也属于无家可归者。“网络咖啡馆难民”一词出自２００７年１月播放的一部纪录片。



是３０多岁的人，男性占８５％，女性占１５％，且有

近一半的人收入在１１万～１５万日元［８］。此次疫情

下，仅东京就有４　０００名 “网络咖啡馆难民”无处

栖身。日本政府对于疫情期间收入减少而失去住所

的人，给予原则上３个月、最长９个月住房保障补

贴，但能否真正惠及到这些 “网络咖啡馆难民”还

是个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对打工的学生群体影响较

大，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由于失去打工机会，生活费

出现问题，一 些 人 不 得 不 面 临 中 途 退 学 的 境 地。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７日，ＫＣＡＡ机构①针对新冠肺炎

疫情下学生的意识、生活状况、活动状况，对全日

本的大学生进行了 “新冠肺炎感染扩大对学生生活

的影响调查”，得到 了１　４０６份 有 效 问 卷。调 查 结

果显示，有５８．８％的 学 生 在 疫 情 扩 大 后 打 工 收 入

减少，其中２２．９％的学生打工收入大幅减少［９］。
疫情让挣扎在相对贫困线上的家庭面临困顿，

其中，单亲家庭、母子家庭最为严峻。因为学校临

时停课，父母 不 得 不 在 家 照 顾 孩 子，不 能 外 出 工

作，导致家庭收入锐减。一些临时工家庭，不工作

也就无收入，如 果 再 没 有 积 蓄，生 活 便 会 陷 入 窘

境。疫情期间，政府咨询窗口接到经济困窘家庭的

求助以及 家 庭 暴 力 的 求 助 均 有 所 增 加。ＮＰＯ② 法

人 “好邻居—日本”于８月６～１２日对５５８人进行

了网上问卷调查，得到３１８份有效问卷。统计结果

表明，单亲 家 庭 约 半 数 “收 入 减 少”，九 成 以 上

“支出增加”，其中９６％是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１０］。
老年人也成为此次疫情受冲击较大的群体。据

厚生劳动省调查显示，全日本的老年人日间照护中

心、短期入住机构中，有８５８所机构停业，因其中

有８４３所是自主判断决定停业的，另有两所是自治

体要求停业，因人手不足停业的有１３所［１１］。没有

停业的护理机构，也有不少因人手不足，运营达到

极限。例如，北海道一所老年公寓，由于疫情蔓延，
职员和入住老年人有１０人呈新冠肺炎阳性，护理人

员减少了１／４，对老年人的照护已经很难维持。疫

情下，一些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因为运动不足导致身

体状况恶化，也给家庭成员带来了沉重负担［１２］。
疫情下，日本政府对受疫情影响的民众实施了

一些救济和 支 援 措 施，例 如：向 每 一 位 国 民 发 放

１０万日元的 生 活 补 助；给 满 足 一 定 条 件 的 失 业 人

员发放租 房 补 贴 （原 则 上３个 月、最 长９个 月）；
生活有困难的个人可到当地政府申请最多２０万日

元的无息贷款；针对因疫情期间打工收入锐减、难

以继续学业的学生特设 “学生支援紧急补贴”，符

合条件的学生可领到１０万日元，免交居民税家庭

的学生可申领２０万日元；针对停工停产的中小企

业劳动者，没有领到失业津贴的人员最高每天可领

到１．１万日元；因疫情失业人员３月３１日之前最

多可获得８　３３０日元的生活补助；对育儿家庭发放

临时特别津贴，每个孩子可领到１万日元；陷入生

活窘困的单亲家庭可领到临时特别津贴５万日元，
第二个孩子之后，每个孩子加３万日元。父母收入

大幅减少的情况下每个家庭再追加５万日元等［１３］。
如果疫情持续下去，或疫情长期化的情况下，这些

临时性补助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
近年来，日本贫困家庭的子女因家庭经济原因

中途 退 学、休 学 的 现 象 受 到 关 注。文 部 科 学 省

２０１４年发表的调查结果③显示，中途退学休学的人

数占全体学生的２．６５％，其 中 有２０．４％的 人 是 因

为经济原因退学［１４］。另外，２００８年开始，“儿童的

贫困”问 题 在 日 本 受 到 关 注。据 经 合 组 织

（ＯＥＣＤ）的调查统计，２０１２年 日 本 儿 童 的 贫 困 率

为１６．３％，即６个 孩 子 里 有１人 是 贫 困 儿 童。厚

生劳动省 《平 成２８年 国 民 生 活 基 础 调 查》显 示，

２０１５年日本儿童贫困率为１３．９％，单 亲 家 庭 的 儿

童贫困率高达５０．８％［１５］。东京都立大学阿 部 彩 教

授指出，“政府虽然出台了大力促进父母就业的对

策，但由于从事不稳定就业的人数多，应提早对那

些育儿家庭 提 供 补 助、生 活 费 等 公 共 支 援。”［１６］贫

富差距扩大会带来社会割裂、社会阶层固化等社会

问题。还有种种迹象表明，日本自经济高速增长时

期建立 并 稳 固 下 来 的 “全 民 中 产 社 会”已 发 生 动

摇，一部分中产阶级正在悄然分化，且有向下流动

的趋势。厚生劳动省 《平成３０年国民生活基础调

查》显 示，２０余 年 来 日 本 人 的 收 入 持 续 减 少。

１９９４年日本 家 庭 平 均 收 入 为６６４．２万 日 元，２０１７
年降至５５１．６万日元。平均收入线４２３万日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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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ＫＣＡＡ是一家大学体育方面的横向联合组织，以关西地区为中心，有２３个私立大学加盟。

認定ＮＰＯ法人グッドネーバーズ·ジャパン。

文部科学省对１　１９１所学校，包括国立私立公立大学、公立私立短期大学、高中学校学生中途退学的调查。



的家 庭 占６２．４％，有５５．１％的 家 庭 感 到 生 活 辛

苦［１７］。日本社会学家、中央大学教授山田昌弘曾一

针见血地指出，“为避免下坠而竞争可谓当代日本社

会的一大特征，其实质是为了维持中流生活所进行

的竞争，也就是为了不坠入 ‘下游社会’而做的竞

争。这种竞争绝不是积极向前的，而是倒退的。因

此，准确地说，是为了免于堕入底层的竞争或者挣

扎。”［１８］疫情对低收入群体、贫困家庭造成的冲击较

大，但也不能忽视疫情对中产阶级群体的打击，要

避免正式员工因失去工作而跌入中下层。
（四）两性关系再遇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不少企业开始居家办公，
学校停课，幼儿园关闭，这样一来，一家人不得不

生活在一个空间，这一从未有过的现象对于日本的

婚姻、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夫妻关系均产生了较

大影响，也更加凸显了日本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现象。

２０１９年世界经济论坛对世界上１５３个国家各个领域

的男女地位差距进行了排名，日本排在１２１名，位

于Ｇ７七国中最末位，为历史新低。这显示日本距

实现两性平等、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目标还有很大

距离，集中表现在：不少家庭还延续着传统的 “丈
夫全日制工作、妻子专职主妇或兼职主妇”的性别

分工模式，且税收、社会保障等社会制度都是在这

一性别分工模式之上建立的，至今仍对大部分女性

的人生构成影响。日本女性在结婚生育和工作之间

面临巨大矛盾，在家庭和职场遭受不平等待遇的情

况还较为普遍。男性参与育儿的时间只有女性的六

分之一。女性还面临职业上升困境以及和男性员工

在工作性质、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差别。育儿结束后

女性再就职很难找到一份全日制工作，而只能是从

事小时工、临时工、派遣工等非正规雇用。
此次疫情放大了日本社会的性别不平等现象，

特别是对夫妻关系产生了较大影响。日本人一般居

住地和职场分离，这与二战后日本城市发展情况有

密切关系。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大城市，由于东京房

价不断上涨，只能把家安在大都市的郊外，职住分

离，通常每天通勤时间要在一两个小时。工薪族的

丈夫早走晚归，与妻子、子女相处时间短，缺少交

流，也难有余暇参与家务和育儿。疫情期间，这一

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夫妻从未有这么长的时

间待在一个屋檐下，有的夫妻得以更多的交流和了

解，增进了感 情；也 有 的 夫 妻 由 于 长 时 间 共 处 一

室，导致精神紧张、压抑，在家庭琐事、育儿、家

务分工等方面产生分歧，甚至出现了感情破裂。据

《东洋经 济》报 道，通 过 Ｔｗｉｔｔｅｒ就 疫 情 期 间 的 夫

妻关系对不特定群体进行了问卷调查，４天集中了

１５０份答卷。有人回答夫妻关系比以前好了，有人

发现了夫妻二人兴趣的不同，有人回答夫妻间对子

女教育产生分歧，甚至有人说夫妻走向了 “新冠离

婚”①［１９］。
疫情下，日本 的 保 育 所、幼 儿 园 纷 纷 实 施 休

园、停业等措施，育儿负担便集中到了父母、尤其

是母亲身 上。Ｂｒａｉｎｐａｄ公 司 实 施 的 调 查 表 明，在

新冠疫情导致的 “自肃生活”中，育儿负担多集中

到了家庭主妇身上。该公司５月１２日发布的调查

结果显示：在疫情期间，“感觉压力非常大”或者

“感觉有压力”的家庭主妇高达７２％，高于公司职

员的５８％；感 觉 自 己 接 下 来 只 能 继 续 忍 受 “最 多

两周”的 “自肃生活”或者 “已经达到极限”的家

庭主妇占３６％，高于公司职员的３０％［２０］。京都大

学落合惠美子教授的研究小组在网络上对３００余人

进行了关于疫情下的家庭的调查。结果显示，相比

男性，女性较多地感受到家务和育儿的负担增加。
不少女性感到压力大，身体状况出现问题，特别是

一些女性自己有工作，不但要负担家务和育儿，还

要为居家 工 作 的 丈 夫 忙 碌 一 日 三 餐，感 到 身 心 疲

惫。另外，网 络 调 查 还 显 示，有４７％的 男 性 认 为

疫情下在家工作 “与家庭成员一起度过的时间增加

了”“与家庭成员的交流增加了”，家庭成员之间的

关系变好 了。有３０％的 回 答 者 认 为 “没 有 了 通 勤

时间”“是一件好事”，节省下的时间可以用于家务

劳动和育儿［２１］。
疫情令日本社会重新反思性别平等问题，期待

疫情后能出台更加具体的措施，解决女性在家务、
育儿和工作上难以兼顾的问题，切实改善女性的就

业环境和性别分工模式，大力推进两性平等、共同

参与社会的实现。
（五）人际交往 “无缘化”程度加深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思维

方式，也让人 与 人 之 间 的 关 系 有 所 变 化。疫 情 期

间，居家隔离、居家办公、自觉保持社交距离、取

消聚会的 “自肃”生活对日本人的社会心理还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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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定影响：一些人出现了不安的心理状态，怕

出门被感染而不想跟人见面；一些人不愿意摘下口

罩，与他人在 封 闭 空 间 会 产 生 不 安 全 感，喜 欢 独

处，特别是那些没有家人、朋友的独居群体更感孤

独倍增；患有抑郁、焦虑症状的人明显增多；人与

人之间的不信任感增强，甚至出现了新的词汇 “新
冠绝交”。对疫情的不安和恐惧容易滋生偏见和歧

视。在ＳＮＳ等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对感染者、
疑似感染者的诽谤和中伤，给感染者精神带来很大

压力，甚至一些医务工作者以及他们的子女都遭受

偏见、歧视。
日本著名学者土居健郎认为，依赖的心理是调

节人际关系不可缺少的润滑剂。他在 《日本人的心

理结构》一书中写道 “依赖不仅是理解日本人的精

神结构，也是理解日本社会结构的一个至关重要的

概念”［２２］。日本社会的人际关系源于这种人与人之

间的相互依赖。然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日本

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正在迅速减弱，日本人的家庭关

系、上下级关系、同僚关系、邻里关系等在潜移默

化地发生着变化。核心家庭、夫妻二人家庭、单身

家庭增多，个人主义观念对年轻人一代浸透，夫妻

关系、亲子关系逐渐呈现疏离迹象。被称为企业管

理三大法宝的终身雇佣制度曾强化了员工对企业的

认同感，企业员工对 “社缘”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

家庭关系，而 随 着 泡 沫 经 济 的 崩 溃，尤 其 是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 机 对 企 业 的 冲 击，终 身 雇 佣 制 度 趋 于 瓦

解。非正规雇用劳动者人数攀升，企业员工之间的

关系不再紧密。农村人口的 “过疏”与城市人口的

“过密”相伴而生，城市社会服务的便利化加剧了

地缘关系的弱化，身处社区却对社区缺乏归属感的

人增多。种种迹象表 明，以 “血 缘” “社 缘” “地

缘”为纽带凝聚起来的日本 “人情社会” “有缘社

会”正在走向 “无缘化”。
另外，进入２１世纪，人 们 使 用 社 交 网 络、信

息通信设备等虚拟社交的方式满足了交流、沟通的

欲望。疫情期间，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交往大幅减

少，社交软件聊天、语音或视频聊天、视频会议等

方式取代了面对面的交流，而当人们习惯了这种沟

通方式后，日本的人际关系或许会更为疏离。

三、“后新冠”时代日本社会的走向

日本学者小熊英二等在其撰写的 《改变社会》

一书中写道：“自１９６０年代至１９８０年代，日本曾

被称 为 ‘Ｊａｐａｎ　ａ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ｎｅ’。只 要 读 好 学 校，
进好公司，等 待 你 的 就 是 安 定 的 生 活、舒 适 的 养

老，即 ‘一亿国民全 中 产’的 曼 妙 时 代。但 现 在，
那个时代构筑起的日本似已陷入进退失据的全面故

障之中，更糟糕的是，可取而代之的新型模式却至

今无处可寻。”［２３］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对 每 个 国 家、社 会

都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关系到今后国家和社会的发

展方向。此次疫情让日本社会面临严峻挑战，也让

日本放慢脚步审视和反思，将挑战变为推动日本社

会变革的动力，在变革中寻求机遇。
（一）公共卫生防疫能力将进一步加强

此次新冠肺炎病毒在东京等大城市感染的速度

非常快，随着感染人数的上升，大城市的医院、病

床陷入紧张状态，无症状和轻症患者不得不在自己

家、酒店等处隔离观察。新冠疫情让日本再次反思

公共卫生 防 疫 体 系 存 在 的 问 题，认 识 到 应 通 过 自

助、共助、公助提高社会防疫能力。此次疫 情 下，
“自助”体现在民众对自己的健康管理上，减少出

行，自觉 佩 戴 口 罩，勤 洗 手，避 开 “三 密 场 所”。
“共助”体现在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扶助，非营利

组织、志愿者对独居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关照、午餐

的配备。“公助”体现在医疗卫生防疫体系的完善、
核酸检测机制的构建、政府对陷于窘困的弱势群体

的经济支援等。日本相关部门也认识到，对弱势群

体、感染者的支援体制应进一步完善，如提高对民

众电话咨询的服务水平、完善轻症患者住宿疗养设

施等。同时，此次疫情对避难所建设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如何在满足群众避难的基础上，防止形成

“三密场所”，让避难所的空间更为舒适，是今后避

难所改革的一个方向。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多次强调，人类未来或将长期

同新冠肺炎共存。与新冠病毒长时间和平相处就要遵

循新生活方式所规定的生活规则。疫情过后，“新生

活方式”也将长期成为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指南。
（二）新工作方式将孕育一场生活方式革命

面对新冠肺炎对人类的挑战，人类可以用最新

科技、信息通信来与之抗衡。新冠疫情期间，信息

通信技术异军突起，居家办公、线上办公、远程办

公、网络技术、数字经济、移动支 付、快 递 外 卖、
社区商业、电子监控等受到大家欢迎。信息通信成

为维持经济社会运行的生命线。不少企业推出了各

种防疫ＡＰＰ程序，人们的出行轨迹、活动 范 围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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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晰地捕捉到。居家工作、在线工作等新的工作

方式正在被社会普遍接受，这将是一场改变日本人

工作方式的革命，将对日本社会、日本人的生活方

式产生深远影响。
“后新冠”时代，男女两性共同参与育儿、共同

工作的社会环境将会得到逐步改善。当今日本，出

生率降低和育儿、工作难以两全一直是困扰日本社

会的两个重要课题。近年来，因育儿而影响出勤的

人越来越多。居家工作减少了加班，节省了通勤时

间以及和同事喝酒、聚餐的时间，父亲在家的时间

增加对参与育儿是一个极大的促进，也会减轻妻子

的负担，对于改善和促进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具有

积极作用。工作和育儿难以兼顾的现象将得到一定

程度的改善。当男女共同分担家务成为一种新的生

活风气时，少子化现象或许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
疫情期间，一些养老机构、医院推出了入住老

年人、患者与其家属在线上的交流，这一举措有利

于消除老年人和患者的孤独感。相信未来，伴随着

日本老年人健康福祉政策的完备以及人工智能技术

在养老领域更为广泛的应用，日本的多元化养老服

务体系将进一步得以推进，日本式的养老模式将会

为世界其他国家应对老龄化问题开启新的思路。
“后新冠”时代，居家 工 作 成 为 工 作 方 式 的 一

个重要选项，人们在社区的时间会增多，对社区事

务会更为关心，会有更多的人加入社区志愿者队伍

或社区非营利组织，重新找到人生的意义，这将会

给日本的社区发展带来契机，也会提升人们对人生

的满意度。此 次 疫 情 让 日 本 再 次 认 识 到 个 体 与 家

庭、社区的联系。今后，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

与社区的联系将进一步得到肯定和推动，这将有利

于日本人重拾信心，重建信任，构筑一个安心、安

全的社会。
（三）雇佣形势不 容 乐 观，贫 富 差 距 有 进 一 步

拉大的可能

疫情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或在明年显现。
由于日本大学生的就职活动开展得比较早，因此，
通常情况下毕业前已内定就职的比例较高。虽然有

企业遭遇疫情而取消内定的情况，但目前来看，整

体情况尚属 稳 定。文 部 科 学 省 与 厚 生 劳 动 省２０２０
年６月１２日发表的统计数据显示，大学 生４月１
日的时点就职率为９８％，属１９９７年有此项调查以

来最高。新冠 肺 炎 对 大 学 生 就 业 的 影 响 或 在２０２１
年以后 显 现，２０２１年 雇 佣 环 境 将 较 为 严 峻。７月

２１日，日本航空宣布将取消从２０２１年应届毕业生

中招聘新员工 （飞行员等一部分职业除外），这是

日本航空时隔９年再一次大幅减少招聘新员工。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将来减少招聘应届毕业生的行

业可能还会继续增加。
疫情下，不少企业、店铺倒闭，导致失业者增

加，有些企业苦苦挣扎，不得不削减人力成本。这

都预示着 “后新冠”时代的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有

可能进一步 拉 大。因 此，重 新 审 视 社 会 保 障 制 度，
特别是进一步改善自由打工者的劳动环境显得十分

急迫。新冠肺炎疫情正促使日本政府和民间形成这

样一个共识：对低收入群体不能仅实 行 事 后 救 济，
而是要在早期给与他们平等的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
建立一个对弱势群体保护的安全网才是至关重要的。

（四）地方社会或迎来发展机遇

当今，日本地方社会面临年轻人口流失、老年

人口比例增大、经济萎缩、社会缺乏活力等严峻问

题。 “地方创生”就 是 反 思 东 京 一 极 化 集 中 趋 势、
致力于地方社会焕发活力的政策和举措。２０１７年，
东京圈流入人口超过１２万，已保持了１２年的连续

增长。如果东京一极化趋势得不到遏制，高腾的房

价将会让东京变得不再宜居，对儿童的保育、对老

年人的护理等问题将变得更加严峻。此次新冠疫情

也暴露了偏远地区抗风险能力相比大城市要弱得多

的问题。缩小地区差异，使地方社会和大城市共同

均衡发展将是未来日本社会的发展方向。
从日本１９９５年阪神大地震、２０１１年东日本大

地震等自然灾害之后的情形来看，受灾地的中小城

市人口减少现象加剧，地区差异拉大。此次新冠肺

炎疫情与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有所不同。大都市生活的人们因为新冠疫情不得不

在家办公，而这种工作方式正在显示种种益处。越

来越多的企业和员工认识到，办公不一定非要去单

位，在家工作也一样可以取得好的成绩。有些工作

性质不一定非要住在大城市，忍受密集的人口、快

节奏的生 活、高 房 租 高 物 价 带 来 的 压 力 和 身 心 疲

惫。据报道，疫 情 期 间，有 些 交 通 方 便、环 境 优

美、公共设施齐全的地方城市或郊区受到年轻人的

青睐，咨询有关搬家、移居方面的电话和来访次数

显著增 加。地 方 生 活 成 本 低，生 活 便 利，亲 近 自

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比较轻松和谐，育儿环境

比较宽松。从日本各地总和生育率来看，越是大城

市，生育率越 低。２０１９年 总 和 出 生 率 最 低 的 是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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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仅 为１．１５，京 都１．２５，大 阪１．３１，埼 玉 县

１．２７，千叶县１．２８，神 奈 川 县１．２８；总 和 生 育 率

最高的是冲绳县１．８２，宫崎县１．７３。一 些 年 轻 人

已经显示了迁居地方城市或郊区的意愿，各都道府

县敏锐地 捕 捉 到 这 一 新 趋 势，纷 纷 采 取 了 一 些 措

施，公开相关信息，出台针对移居的支援政策。
搬到地方城市生活，或是从大城市回故乡定居

的趋势，在新冠肺炎疫情来临之前就已初露端倪，
此次疫 情 起 到 了 一 定 的 催 化 作 用。有 机 构 曾 在

２０１７年以全日本４７个都道府县的５　０００名男女为

对象，进行了居家办公现状的调查。结果显示，每

４个人中有１人希望过一种慢生活，对移居地方显

示出兴趣［２４］。京 都 大 学 教 授 广 井 良 典 提 倡 应 以 此

次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重新审视东京一极化集中

的利弊，把日本建成一个分散型的可持续的福祉社

会。他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东京一极化的

弊端，导致东京感染人数多，易感人群多。“都市

集中型”社会具有很高的脆弱性和风险性。今后应

发展地方社会，促使人口向地方流动，实现一种新

的成熟性社会。而居家工作的急速推进使得这一新

的成熟社会的实现成为可能①。
客观而言，搬到地方城市或郊区的趋势将给日

本社会带来更深一层次的课题，例如，地方社会如

何增加工作机会和工作岗位，提高工资，出台更为

优惠的政 策 吸 引 年 轻 人 来 定 居？ 如 何 改 善 购 物 环

境、学习环境，营造对年轻人友善的社区？等等。
综上所述，从以上新冠肺炎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以及日本社会正悄然出现一些变化来看，日本社会

似乎正在孕育着一场变革。一些征兆也显示了 “后
新冠”时代日 本 社 会 的 发 展 方 向。自 民 党 撰 写 的

《面向后新冠 的 经 济 社 会 成 长 战 略》［２５］报 告 中 针 对

日本 “后新冠”时代的成长战略，重点提到了以下

两个视角：一是尊重作为生活者的国民的视角，消

除民众对疫情的恐惧、对气候变化的不安，让国民

对未来有一个切实的目标。二是避免走向 “差距社

会”，努力减少社会割裂现象的发生，阻断中产阶

级向下流动 的 趋 势。２０２０年５月，日 本 财 团 在 新

冠肺炎蔓 延 的 背 景 下，对 日 本 年 轻 人 进 行 了 一 项

“１８岁意识调查”，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当克服

了这一疫情危机后，我们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

会？”归纳起来，对日本未 来 的 社 会 建 设 目 标 主 要

有以下几点：每个人都有觉悟和责任感的社会；和

平安全的社会；相互合作、相互帮助、相互尊重的

社会；政府能倾听到国民心声的社会；一旦出现问

题能迅速应对的社会等［２６］。
总之，“后新冠”时代，日本社会将迎来诸多

变化，这些变化既有积极和进步的一面，也有消极

和令人忧虑的一面。日本社会能否摆脱危机，实现

日本年轻人所描绘的美好蓝图，与日本选择的国家

发展道路息息相关，也体现着日本的国家和社会治

理水平。

［参　考　文　献］

［１］パーソル総合研 究 所．緊 急 事 態 宣 言 解 除 後 の テ レ ワ ー

クの実態について調査結果を発表［Ｄ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７

－２０］．ｈｔｔｐｓ：／／ｐｒｔｉｍｅｓ．ｊｐ／ｍａｉｎ／ｈｔｍｌ／ｒｄ／ｐ／００００００３６７．

００００１６４５１．ｈｔｍｌ．
［２］京都新聞社．１５都 県１６８保 育 所 が 臨 時 休 園 宮 城、沖 縄

など［Ｎ］．京都新聞，２０２０－０４－１６．
［３］文部科 学 省．学 校 に お け るＩＣＴ環 境 の 整 備 に つ い て 教

育のＩＣＴ化に向けた環境整備５か年計画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

度［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６－２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ｘｔ．ｇｏ．

ｊｐ／ａ＿ｍｅｎｕ／ｓｈｏｔｏｕ／ｚｙｏｕｈｏｕ／ｄｅｔａｉｌ／１４０２８３５．ｈｔｍ．
［４］ＭＡＳＴ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今 さ ら 聞 け な いＧＩＧＡス ク ー

ル構想と は？基 本 か ら 実 施 ス ケ ジュー ル、文 部 科 学 省

の支援 ま で 解 説［Ｄ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７－１１］．ｈｔｔｐｓ：／／

ｍａｓｔ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ｊｐ／ｃｏｌｕｍｎ／ａｂｏｕｔ＿ｇｉｇａ＿ｓｃｈｏｏｌ／．
［５］文部科学省．ＧＩＧＡスクール構想の実現 に 向 け て 民間事

業者の皆様と萩生田大臣が意見交換［ＥＢ／ＯＬ］．［２０２０－

０７－１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ｘｔ．ｇｏ．ｊｐ／ｂ＿ｍｅｎｕ／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ｅ－
ｔａｉｌ／２０２０／２０２００２１４．ｈｔｍｌ．

［６］日本 総 合 研 究 所．日 本 経 済 展 望［Ｊ／ＯＬ］．（２０２０－０６）

［２０２０－０７－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ｒｉ．ｃｏ．ｊｐ／ＭｅｄｉａＬｉｂｒａｒｙ／

ｆｉｌｅ／ｒｅｐｏｒｔ／ｊａｐａｎ／ｐｄｆ／１１８３９．ｐｄｆ．
［７］日本経済新聞社．５月 の 完 全 失 業 率２．９％コ ロ ナ 禍 で３

年ぶり高水準［Ｎ］．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２０－０６－３０．
［８］週刊女性．新型コロナ福 祉 の ダ ー ク サ イ ド、ネット カ フ

ェ難民が追いやられた「本当の行き先」［Ｊ／ＯＬ］．［２０２０－

０７－１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ｐｒｉｍｅ．ｊ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１７６９６．
［９］ＲｅｓｅＭｏｍ．新型コロナ影響、大学生７４．８％がアルバイト

収入減［Ｄ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７－２０］．ｈｔｔｐｓ：／／ｒｅｓｅｍｏｍ．ｊｐ／

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２０／０４／２１／５５９３６．ｈｔｍｌ．
［１０］臨時休校で、ひとり親の約半数が「収入が減る」、９割以

上が「支出が増える」で内９６％は「食費」［ＤＢ／ＯＬ］．［２０２０－

０７－２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ｎｎ．ｊ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５３３３．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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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産経新聞社．デイサービスなど８５８事業所が休業７都府

県は急増、苦渋の決断［Ｎ］．産経新聞，２０２０－０４－２７．
［１２］朝日新聞社．高齢者住宅で感染拡大極限状態 で 介護崩

壊迫っている［Ｎ］．朝日新聞，２０２０－０４－２８．
［１３］ＹＡＨＯＯ　ＪＡＰＡＮ．新 型 コ ロ ナ 対 策 支 援 制 度 ま と め

［Ｄ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７－２７］．ｈｔｔｐｓ：／／ｋｕｒａｓｈｉ．ｙａｈｏｏ．ｃｏ．

ｊｐ／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ｃｏｖｉｄ１９／．
［１４］文部科学 省．学 生 の 中 途 退 学 や 休 学 等 の 状 況 に つ い

て［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７－２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ｘｔ．ｇｏ．

ｊｐ／ｂ＿ｍｅｎｕ／ｈｏｕｄｏｕ／２６／１０／＿ｉｃｓＦｉｌｅｓ／ａｆｉｅｌｄｆｉｌｅ／２０１４／

１０／０８／１３５２４２５＿０１．ｐｄｆ．
［１５］厚生労働省．２８年国民生活基礎調査［ＤＢ／ＯＬ］．［２０２０－

０７－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ｈｌｗ．ｇｏ．ｊｐ／ｔｏｕｋｅｉ／ｓａｉｋｉｎ／ｈｗ／ｋ

－ｔｙｏｓａ／ｋ－ｔｙｏｓａ１６／ｄｌ／１６．ｐｄｆ．
［１６］社論．新型コ ロ ナ ウ イ ル ス 貧 困 家 庭 の 子 ど も に 支 援

を［Ｎ］．時論公論，２０２０－０４－２１．
［１７］厚生労働省．平成３０年 国 民 生 活 基 礎 調 査 の 概 況［ＤＢ／

ＯＬ］．［２０２０－０６－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ｈｌｗ．ｇｏ．ｊｐ／

ｔｏｕｋｅｉ／ｓａｉｋｉｎ／ｈｗ／ｋ－ｔｙｏｓａ／ｋ－ｔｙｏｓａ１８／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１８］山 田 昌 弘．底 辺 へ の 競 争［Ｍ］．东 京：朝 日 新 聞 出 版，

２０１７：１４．
［１９］東洋経済（ＯＮＬＩＮＥ）．１５０人調査で見る?コロナ下の日

本 人 ? 驚 く 変 化［Ｊ／ＯＬ］．［２０２０－０７－２４］．ｈｔｔｐｓ：／／

ｔｏｙｏｋｅｉｚａｉ．ｎｅ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３４７６５８．
［２０］客观日本．家 有 学 龄 前 儿 童 的 母 亲 负 担 明 显 加 重，育 儿

状态回到半个世纪前［Ｊ／ＯＬ］．（２０２０－０６－１２）［２０２０－

０７－２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ｅｇｕａｎｊｐ．ｃｏｍ／ｋｇｊｐ＿ｓｈｅｈｕｉ／ｋｇｊｐ
＿ｓｈ＿ｙｉｓｈｉ／ｐｔ２０２００６１２０００００２．ｈｔｍｌ．

［２１］ＮＨＫ．在宅勤務や 休 校 で 家 事 や 育 児 の 負 担 と 分 担 は

調査［Ｄ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５－０８）［２０２０－０７－２０］．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ｎｈｋ．ｏｒ．ｊ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ｌａｓｔｗｅｅｋ／３５９７０．

ｈｔｍｌ．
［２２］土居健 郎．日 本 人 的 心 理 结 构［Ｍ］．阎 小 妹，译．北 京：商

务印书馆，２００７：１６．
［２３］小熊英二．改变社会［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７：１．
［２４］Ｎｅｔｉａ　ｍｅｄｉａ編集部．平 成２９年 度 テ レ ワ ー ク 人 口 実 態

調査［Ｄ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７－１６］．ｈｔｔｐｓ：／／ｎａｔｉｖ．ｍｅｄｉａ／

１６９４６／．
［２５］自民党ホームページ．令和２年度成長戦略「ポストコロ

ナの経 済 社 会 に 向 け た 成 長 戦 略」［ＤＢ／ＯＬ］．［２０２０－

０７－２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ｉｍｉｎ．ｊｐ／ｎｅｗｓ／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２９９．ｈｔｍｌ．
［２６］日本財団．１８歳意識調査［Ｄ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７－２１］．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ｐｐｏ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ｒ．ｊｐ／ｗｈａ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ｓｕｒｖｅｙ．
［责任编辑　孙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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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澎：新冠疫情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新冠疫情下日本经济和社会专题 ———兼谈 “后新冠”时代日本社会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