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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商情》极富针对性与实用价值。
书中介绍了近几年日本各个领域存在的商业机会，包括房产、旅游、环保、看护、中医、IT、中医保
健、零售、证券等。
讲述了在日本注册企业的手续、税收等问题以及中国企业家如何适应日本的商业文化。
阐述了在“走出去”的宏观氛围下，中国企业在日本投资的选址、租赁与购置房屋、注册公司的程序
、缴纳税款与保险等详细手序；日本的行业市场准入，进出口制度、海关制度；中国企业在日本投资
成功与失败的典型案例；中国企业如何在管理理念、价值观上与日本企业运作的“潜规则”对接；企
业在债务等方面遇到麻烦的解决途径等等。
    梁钟文以自己在日本创办企业的艰辛历程，以自己的切身体会与感受，将日本商法中的“日本特色
”细微地解读给读者，告诉了我们一些在其他媒体中难以读到的日本商法中的人情色彩。
“日本是个相当注重‘人情’的社会，⋯⋯这种情感的力量异常强大，有时甚至可以超越法律的制约
”。
比如，如果个人与企业签订了协议，在7日之内，你可以反悔，但如果是企业一方，若如此这般，那
就非吃官司不可。
    日本的商业文化是作者抒发的重头戏。
在日本投资做生意，不能不了解日本的商魂——县民性，所谓“穿穷东京，吃穷大阪”“富山县人爱
存钱”等等是要细加品味的。
日本人极注重对手的感受，一举手，一投足，服饰、言谈，是极为讲究庄重感的，来不得一点马虎。
否则，在这方面走捷径，耍滑头，离败走麦城就不远了，毕竟日本人的细微在世界商界是出了名的。
所以，请日本人办事，千万别罗嗦，以他们的精细，说一次足够了。
     与日本人做生意必须注意日本的“潜规则”，比如，你如果不经意间出现身体肥胖或婚姻失败，那
么都会影响你在投资领域的成功，因为日本人是很在意你管理自己身体与家庭的能力的。
并非本意的“肥胖”，无疑是一种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的体现，一个连自己都管理不了的人，谈何管理
公司？
再如，中国人签名总是习惯于“设计”得龙飞凤舞，似乎越是让人看不懂，越才能显示洒脱、幽深的
味道，但如果用于日本商界，可能你就要被敬而远之了。
有关与日本打交道的诸多规则，书中介绍得很详细，乃至透射出作者本身的“日本味”。
     在逻辑思维范围内，日本人具有天然禀赋，许多与日本伙伴打过交道的中国人都叹服，别给日本人
耍小聪明，事实上也没法聪明过他们。
     作者对即将赴日的中国企业家做了正告：环保意识的缺乏，可能成为在日投资成功的障碍；知识产
权的淡漠可能要官司缠身；中国企业在组织、理念方面如与日本市场脱节，可能会时常抱怨日本人“
鸡蛋里挑骨头”；日本的“人情”与我们在概念上有很大的差异，如果一一对应的话，有时会弄出尴
尬来。
总之，书中的诸多正告，值得我们这些做企业的好好玩味的。
    本书作者梁钟文1992年赴日本自费留学，10余年在日本生活和奋斗，最深刻也是最简单的一点感触
，就是作者写在《后记》的一句话：“欲在日本获得经营上的成功，不用说，除了刀枪剑戟硬碰硬的
智能和实力上的较量外，搞定各道关系，顺利实现部分‘软着陆’，也将成为可以左右其成功与否的
不可估量的重要因素。
”和欧美那些法制传统悠久的国家相比，日本还是属于一种人情社会。
几十年的民主法制建设全面覆盖了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是人际关系、情感力量依然很强大地对整
个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产生着“看不见”的影响，成为社会运作系统中处于法律法规之下
的“看不见的手”。
 　　比如说，日本人动不动就流■以示真诚，日本人不管赞同还是反对，都可能点头微笑，你怎幺来
判断一个人的态度，如果你对这些不了解，就有可能说出不合时宜的话。
比如日本人注重隐私，认识多年的朋友都不一定知道对方的电话号码，日本各种组织林立，但是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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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有的却老死不相往来，贸然的造访，一定会让他们非常生气。
还比如，日本对细节的重视，有时候会到了让中国人觉得“变态”的程度，根本无法理解。
一个失败的婚姻会让一个日本人连工作也失去，因为他们会因此联想为你没有管理能力。
一个潦草一点的签名会让你失去一次合作的机会，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人粗暴野蛮。
日本人民族性格虽然是进取的，但是他们作为个体却更习惯循规蹈矩，有着强烈的随大流的情结，因
此也对“出格”的人和事表现出对立心态。
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些，如果你忽视这些，你就是无法融入日本人的“生活”，那也就无法与他们打交
道做生意了。
 　　入乡随俗，这本是无需再强调的常理，但是碰上日本人精细敏感（也可以说是苛刻）的民族性格
，就使得整个问题显得比其它地方更严重了。
但如果我们反过来看这个问题，也正是其对本国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固守，让他们变得对能理解其本国
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人，更容易表示信任和支持。
跨过差异的门槛，差异反过来成为推动自身发展的力量，变成散发着奇大无比影响力的社会文化能量
。
 　　作者开篇引用了陆游的“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来告诉我们，“要成功地在日本与日本人
做生意，首先需要对日本进行一个超越经营领域的、全面的、透彻性的了解”，其实指的就是对“生
活”的了解。
必须融入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之中，对日本的衣食住行、风俗民情、历史习惯有一个准确的把握，然
后你才能理解很多外来者看来奇怪、不可理解的思想行为，也才可以在施展拳脚的时候做到游刃有余
。
对这些民情国情的了解，在投资选择的时候才能心中了然，在处理各种事件的时候才能得体妥当。
 　　就是这些看似零散的介绍，拼图一般地给我们拼出了在日本生活必须去注意的方方面面。
这些方方面面就是在日本立足首先要学会的“门道”，这也是开始投资做生意的前提。
作者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整本书中贯穿介绍了自己这些年来在实践中得出的林林总总的生活“
道”，希望对需要的人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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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鐘文，1967年出生于大连。

    1992年10月赴日本自费留学。
1994年4月，就读日本上智大学新闻系。
1999年3月获硕士学位，同年就职于日本一家翻译公司。

    现在经营的公司日中经济文化研究所与日本产业界合作，为中日两国企业和社会团体的经济、文化
交流活动充当桥梁。

    其他业务包括：报刊发行，中日媒体广告代理，两国的市场调查、课题及经济与民俗学术研究，企
业经营策略诊断，人才派遣，与公司的设立和经营相关的所有行政法律事务等方面的代理业务，以及
代办翻译、印刷、出版、观光、罗际电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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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第一篇 日本已经今非昔比  一、“新日本”，新视野    大和民族面临灭绝危险    捉襟见肘时代的脚
步声隐约可闻    来自“失业状况”的启示    日本的真实足迹    “复兴路途”遥远，“复兴手段”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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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忽视的“日本潜能”第二篇 立足“中国企业，中、和两式经营”  一、注册公司    经营场所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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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的咱类  二、中“新日本”投资——关于商机    玩不转的日本银行    习惯与制度的动摇    不良债权—
—日本经济的桎梏     中日企业的境况对照     “日本还有雄厚家底”    你也合并，我也合并    医闻看护
正在成为“重量级产业”    观光旅游事业欲“起死回生”    房地产业已接近“谷底”    IT、IP、数字化
——强占21世纪“前半”    盯住日本单身女性的钱袋    环保、节能产业有利可图    “中古商品”的重大
时代意义     人才派遣业前余无量    股票、处汇交易    ⋯⋯第三篇 见微知著——细节的大师参考文献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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