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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推荐序   消费困境时代的彻底到来日本战后的经济，从废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无
出其右。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肇始，刚好衔接于日本经济奇迹三十年之际。
而中国经济奇迹之高度，恐怕难以匹敌昨日之日本。
在一流公司、世界级品牌、人均GDP等方面，今日中国尚难比肩三十年前的日本。
而不可一世的日本经济竟然真的翻车了。
如此沉浮，当是我们最可宝贵的前车之鉴。
松田在本书《下一个十年，消费崩溃的年代》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损失的国家财产⋯⋯换
算到泡沫经济时期，大约就是885兆日元。
⋯⋯泡沫经济崩溃产生的经济损失，12年间大约是1400兆日元。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损失的1.6倍。
同时，因为现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美国的损失金额，据金融机构的推算大约4.4兆美元（约420兆
日元）。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损失之巨可见一斑。
如何走出困境？
各国官员与主流经济学家们期待的不二法门就是消费，凭借消费拉动生产、经济和就业。
商业高度发达的日本，经济衰退后在拉动消费上一定是不遗余力的。
然而本书作者告诉我们，日本社会在消费上持续低迷。
自然这已经是外人都知晓的事情。
《时代》周刊评论：“从过度消费导致浪费从而引起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得到教训，日本在泡沫经济崩
溃以后学到的是‘节俭’。
”（11页）如果说消费不振是兜头一瓢冷水，应该冷却和反省的当不仅是经济翻车的日本，还有震惊
之余的世界，尤其是经济上后发的中国。
中国的官员、商人、经济学家，都该关注和思索日本泡沫经济后的一系列变数。
本书对我们的价值正在于此。
消费冷暖商人先知，因此那不可能是学者的专利。
但在区别族群，寻找原因上，研究者可以超过一线的商人。
松田首先比较筛选出了厌消费的主力军，他们是25岁左右的，被称为泡沫经济的一代人（6页）。
大约是沿袭本国学界的划分，他将日本20—69岁的人口划分为七个世代，从老到少是：“废墟一代，
断层一代，新人类一代，生育高峰的年青一代，泡沫经济一代，少子化一代。
⋯⋯泡沫经济一代是指，1979—1983年出生的这一年龄段的一代人”（21页）。
松田述说厌消费的证据是扎实的。
以汽车和电视为例。
“虽然在1980年每1000户家庭汽车的购买数量只有46辆，但是2007年是40辆，减少了6辆。
另一方面，20岁—29岁人群汽车购买数量，从1980年的96辆到2007年的47辆，减少了一半。
1980年每1000户家庭电视的购买数量是79台，2007年是104台，增加了25台。
这可能是由于液晶和等离子等大型电视机的普及所造成的。
但是20多岁人的电视剧购买数量，从1980年的61台降到2007年的43台，减少了18台。
”（6页）就是说，全人口与年轻一代的消费趋势呈现极大的反差，前者微降时后者大跌，前者增长
时后者下降。
其中的要害既在于泡沫经济一代的黄金年龄，又在于他们会对其他世代的人产生影响，尤其是下一代
。
“20年后，继承了同样厌消费倾向的后代到了25岁之后，目前推测出的负面效果就会翻倍。
”（16页）松田全书之关键词莫过于“厌消费”。
通常的认识是，消费与收入直接关联，低收入往往低消费，系不能而非不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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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低消费绝不意味着厌消费。
松田的洞察力在于他为泡沫经济一代的定性不是低消费，而是厌消费！
厌消费要以两项尺度——收入和支出为指标，所谓厌消费就是收入高而消费少。
翔实的数据显示：在所有的世代中，泡沫经济一代的厌消费指标最高；在不同的收入群体中，300
—400万日元和600—800万日元收入的群体厌消费指标最高，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厌消费指标都比他
们低；在所有的职业群体中“管理职位以外的从业者”厌消费指标最高，高于非正式雇用者和无职业
者的厌消费指标（13页）。
松田说：“2005年以后产生的平均消费倾向值低的现象与收入无关，完全源于不进行支出的倾向，可
以从中推断出，此种现象正是受到了厌消费的影响”（75页）。
泡沫经济一代拒绝轿车、高级家电、国外旅游，他们在回答问卷时的最高选项是“为自己的存款不断
增加而高兴”（131页），他们的追求是“无论如何30岁以前要存够1000万日元”（5页）。
找到了日本当下消费的“罪魁祸首”后，松田的寻因便有了一个指向：世代，即所谓代沟。
松田指出，欧洲人通常将三十年视作一个世代，因为日本战后复兴和追赶现代化的速度太快，在对应
时代环境的变迁中形成了共存的七个世代（90页），差不多十年一代。
依照如此世代观，其背后的因素不是生理年龄，而是经历的不同。
松田指出，泡沫经济一代少年时代经历了经济萧条，虽然眼下收入尚可，但对自己未来收入增长不看
好（58页），这可以算作他们节俭的原因之一。
又指出，“泡沫经济一代自出生以来一直成长于‘非通货膨胀’的环境之中。
也就是说，他们曾多次体验了延期购物的好处。
⋯⋯一般情况下，（新型商品）一年之内价格会下降20—50%。
⋯⋯与泡沫经济一代相比，其上一代越推迟购买时间，其还款量就会越大，因此他们养成立‘立即购
买’的习惯”（158页）。
以上原因均言之成理。
但若到此为止，我对该书的评价会打上不小的折扣，尽管即使如此松田的著述也要比我所见到的中国
企业界关于消费趋势的著述好得多。
幸运的是我读到了松田对原因探讨的另一番分析。
松田在消费理论上的修养使他清醒地认识到，时尚（他称为潮流消费）与炫耀的心理都会促进消费。
而年轻人从本性上与之割裂是不可思议的。
调查显示，泡沫经济一代在时尚和炫耀的基本倾向上，高于社会人口平均值。
那么为什么他们在行为上呈现出厌消费？
这是最微妙与费解之处。
先说追逐时尚。
泡沫经济一代中的被调查者说：“有大家都想买的东西吗？
这种事我怎么可能清楚呢？
”另一位说：“没有跟对潮流会被他人鄙视，所以我选择不追逐潮流。
”松田的解释是：“他们的成长过程伴随着时尚与潮流，同时，他们强烈的潮流消费意识也见证了这
丰富多彩的时尚与潮流。
⋯⋯这期间，消费者的兴趣爱好及选择的多样化不断发展，而提高商品和服务的供应方不断提高多品
种小批量生产的高级供给技术，因此过度的多样化导致潮流效应难以实现。
”接着说炫耀。
松田对炫耀心理不再能够刺激消费的解释是：“炫耀消费是以对方买不起为前提条件的。
⋯⋯如果这种炫耀消费的意识加深，那么普通市民通过贷款勉强买得起的商品服务便无法成为自身炫
耀的资本，因此这些商品也就难以成为购买对象。
汽车、宽频电视机等耐用性消费品之所以难以成为购买对象，也是因为普通市民通过贷款就可以买得
起，这些无法成为炫耀的资本。
”松田总结二者：“如今已经没有了大家都会追逐的潮流，也不具备足以向他人炫耀的收入及资产，
因而也就没有想要购买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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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令周围的人羡慕自己，那么不得不暂且脚踏实地地生活，到30岁时攒下1000万日元的资本。
”（135—137页）笔者嗜好理论，亦关注现实。
时下分析消费趋势的书，对我味同嚼蜡。
这本书之所以令我兴趣盎然，其一在于它告诉了我们日本出现了“厌消费”的一代，注意那可不是一
个群体，而是一代人。
而且事实兑现之迅猛令人震惊。
其二在于它对时尚与炫耀的分析，与我有同有异，构成智力上的挑战。
炫耀原本是高级动物的本能，其核心是性吸引。
在人类这里并未消失，而且更加升华，也不再局限于性。
一部生物学的历史，就是各个物种面对物质匮乏的生存挣扎。
上个世纪中下叶是个里程碑，第一次有了一个物种解决了其大多数成员的温饱。
温饱解决前，炫耀的最好手段是物质。
温饱解决后，事态大变，物质无法继续充当炫耀的利器。
因为工业的本质是复制。
你有一个好东西，别人很快也有，还如何炫耀呢？
且物质性炫耀往往需要身体作本钱，吃穿住其实都有个人身体上的局限，过犹不及，过度消费自身承
受不了。
时尚是消费最有力的推进器。
时尚颇像肥皂泡，越吹越大，直到破裂。
追逐的人到达一定数量，多数人就厌倦乃至退场，转而寻找新的时尚。
因而商人营造时尚，辛苦之极。
上层的时尚穷尽了，从底层搜罗，比如牛仔裤。
美的时尚用光了，从丑的那里选拔，比如方头皮鞋。
我曾读过布鲁克斯的《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崛起》，欣喜异常。
作者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高学历精英群体的作风：反物质主义。
所谓布波，系指他们融合了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的地位和作风。
我不能完全同意布鲁克斯对布波族反物质主义的判断，但我确实同意，这一族群开启了一个苗头：厌
倦粗俗的物质炫耀，崇尚设计和做工。
他们脱离不了人类的本性：寻找区别性，但他们在选择新的手段去追求区别性。
读到松田的书，我知道了在告别物质主义的演进中，日本的厌消费一代出现了。
他们晚于美国的布波族10余年，他们比布波族走得更远。
当然其中有偶然的、特定时空中的原因：他们的地位和收入没有布波族优越，他们遭遇了泡沫经济的
崩盘，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没有布波族那么乐观。
松田敏锐地发现时尚演化中新现象，那就是时尚过多（逻辑上那是必然的）导致很多人不去追逐了。
这是个人的小事，却是时代巨变的征兆：商品销售曾屡试不爽的魔法失灵了。
比起学者的篇篇理论，布鲁克斯和松田则是为我们拿出了坚硬的事实。
松田强调世代及其不同的经历。
我以为，他重细节轻宏观。
日本是商业高度发达的社会，物质炫耀之风劲吹几十年，大家理性了，觉醒了，不听任忽悠了：常人
拿什么商品去炫耀？
这是告别物质主义的第一步。
那么炫耀不成，总还可以跟进某个时尚聊补某种欲望之实现，偏偏时尚也因高度多样化失去了昨日诱
惑的强度。
两重落空，遂为泡沫经济一代的厌消费心理定格。
松田还告诉我们，调查显示日本泡沫经济一代首选的消费是游戏，高过了公民平均值将近一倍（146页
），全部十个选项中他们的第四选择是动漫。
我觉得动漫其实还是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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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就有过这样的结论：解决温饱后物质的追求必将削弱，炫耀和时尚这些人类的基本欲望将在游
戏中实现，那里有无限的上升空间。
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生活晚于日本一两代的时间。
但是一个中国侏儒思考中的推理，却在世纪之初与日本年轻一代的行为不期而遇。
他感受的是一种智力探索中的喜悦。
那不是物质可以替代的。
笔者以为，厌消费一代的崛起，在重要性上绝不下于之前日本经济的崩盘。
切莫以寻常眼光和习惯方式去判定和应对。
很可能它是历史转折的征兆，是“后物欲时代”来临的脚步声。
郑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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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对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出现的一种奇怪的消费现象------厌消费进行分析与解构，泡沫经
济破灭后的日本，出现了主力消费群体（80后群体）大面积的厌恶消费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呈现出即
使收入增加，消费也没有随之增长的反常结果，使得日本的经济一直陷入低迷，只能靠出口拉动这一
单一模式进行经济增长。

　　本书的作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十年的观察与跟踪调查，动用了社会学、心理学、消费行为学、统
计学等多门学科手段对这一反常理的模式进行了极为深刻的研究和剖析，令人信服地将泡沫经济破灭
对一代人的消费行为模式影响全景展现出来，成为了商业史上最详实全面的消费者研究范本。
本书在出版当年已经成为美国多家商学院必读的消费者研究教材。

　　今天的中国，正承受着高通胀与泡沫膨胀带来的巨大压力，而部分正在成长的主力消费群体也开
始呈现出对消费的悲观与节制，这一现象演化下去，将与日本的厌消费模式愈发接近，而同为亚洲族
群的消费群体，中日之间的消费习惯与方式是很接近的。
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无论怎样，作为参考与借鉴，都希望本书能为
未来十年的中国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避免泡沫经济为明天的中国企业带来更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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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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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推荐序  消费困境时代的彻底到来日本战后的经济，从废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在人
类历史上几乎无出其右。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肇始，刚好衔接于日本经济奇迹三十年之际。
而中国经济奇迹之高度，恐怕难以匹敌昨日之日本。
在一流公司、世界级品牌、人均GDP等方面，今日中国尚难比肩三十年前的日本。
而不可一世的日本经济竟然真的翻车了。
如此沉浮，当是我们最可宝贵的前车之鉴。
松田在本书《下一个十年，消费崩溃的年代》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损失的国家财产⋯⋯换
算到泡沫经济时期，大约就是885兆日元。
⋯⋯泡沫经济崩溃产生的经济损失，12年间大约是1400兆日元。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损失的1.6倍。
同时，因为现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美国的损失金额，据金融机构的推算大约4.4兆美元（约420兆
日元）。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损失之巨可见一斑。
如何走出困境？
各国官员与主流经济学家们期待的不二法门就是消费，凭借消费拉动生产、经济和就业。
商业高度发达的日本，经济衰退后在拉动消费上一定是不遗余力的。
然而本书作者告诉我们，日本社会在消费上持续低迷。
自然这已经是外人都知晓的事情。
《时代》周刊评论：“从过度消费导致浪费从而引起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得到教训，日本在泡沫经济崩
溃以后学到的是‘节俭’。
”（11页）如果说消费不振是兜头一瓢冷水，应该冷却和反省的当不仅是经济翻车的日本，还有震惊
之余的世界，尤其是经济上后发的中国。
中国的官员、商人、经济学家，都该关注和思索日本泡沫经济后的一系列变数。
本书对我们的价值正在于此。
消费冷暖商人先知，因此那不可能是学者的专利。
但在区别族群，寻找原因上，研究者可以超过一线的商人。
松田首先比较筛选出了厌消费的主力军，他们是25岁左右的，被称为泡沫经济的一代人（6页）。
大约是沿袭本国学界的划分，他将日本20—69岁的人口划分为七个世代，从老到少是：“废墟一代，
断层一代，新人类一代，生育高峰的年青一代，泡沫经济一代，少子化一代。
⋯⋯泡沫经济一代是指，1979—1983年出生的这一年龄段的一代人”（21页）。
松田述说厌消费的证据是扎实的。
以汽车和电视为例。
“虽然在1980年每1000户家庭汽车的购买数量只有46辆，但是2007年是40辆，减少了6辆。
另一方面，20岁—29岁人群汽车购买数量，从1980年的96辆到2007年的47辆，减少了一半。
1980年每1000户家庭电视的购买数量是79台，2007年是104台，增加了25台。
这可能是由于液晶和等离子等大型电视机的普及所造成的。
但是20多岁人的电视剧购买数量，从1980年的61台降到2007年的43台，减少了18台。
”（6页）就是说，全人口与年轻一代的消费趋势呈现极大的反差，前者微降时后者大跌，前者增长
时后者下降。
其中的要害既在于泡沫经济一代的黄金年龄，又在于他们会对其他世代的人产生影响，尤其是下一代
。
“20年后，继承了同样厌消费倾向的后代到了25岁之后，目前推测出的负面效果就会翻倍。
”（16页）松田全书之关键词莫过于“厌消费”。
通常的认识是，消费与收入直接关联，低收入往往低消费，系不能而非不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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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低消费绝不意味着厌消费。
松田的洞察力在于他为泡沫经济一代的定性不是低消费，而是厌消费！
厌消费要以两项尺度——收入和支出为指标，所谓厌消费就是收入高而消费少。
翔实的数据显示：在所有的世代中，泡沫经济一代的厌消费指标最高；在不同的收入群体中，300
—400万日元和600—800万日元收入的群体厌消费指标最高，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厌消费指标都比他
们低；在所有的职业群体中“管理职位以外的从业者”厌消费指标最高，高于非正式雇用者和无职业
者的厌消费指标（13页）。
松田说：“2005年以后产生的平均消费倾向值低的现象与收入无关，完全源于不进行支出的倾向，可
以从中推断出，此种现象正是受到了厌消费的影响”（75页）。
泡沫经济一代拒绝轿车、高级家电、国外旅游，他们在回答问卷时的最高选项是“为自己的存款不断
增加而高兴”（131页），他们的追求是“无论如何30岁以前要存够1000万日元”（5页）。
找到了日本当下消费的“罪魁祸首”后，松田的寻因便有了一个指向：世代，即所谓代沟。
松田指出，欧洲人通常将三十年视作一个世代，因为日本战后复兴和追赶现代化的速度太快，在对应
时代环境的变迁中形成了共存的七个世代（90页），差不多十年一代。
依照如此世代观，其背后的因素不是生理年龄，而是经历的不同。
松田指出，泡沫经济一代少年时代经历了经济萧条，虽然眼下收入尚可，但对自己未来收入增长不看
好（58页），这可以算作他们节俭的原因之一。
又指出，“泡沫经济一代自出生以来一直成长于‘非通货膨胀’的环境之中。
也就是说，他们曾多次体验了延期购物的好处。
⋯⋯一般情况下，（新型商品）一年之内价格会下降20—50%。
⋯⋯与泡沫经济一代相比，其上一代越推迟购买时间，其还款量就会越大，因此他们养成立‘立即购
买’的习惯”（158页）。
以上原因均言之成理。
但若到此为止，我对该书的评价会打上不小的折扣，尽管即使如此松田的著述也要比我所见到的中国
企业界关于消费趋势的著述好得多。
幸运的是我读到了松田对原因探讨的另一番分析。
松田在消费理论上的修养使他清醒地认识到，时尚（他称为潮流消费）与炫耀的心理都会促进消费。
而年轻人从本性上与之割裂是不可思议的。
调查显示，泡沫经济一代在时尚和炫耀的基本倾向上，高于社会人口平均值。
那么为什么他们在行为上呈现出厌消费？
这是最微妙与费解之处。
先说追逐时尚。
泡沫经济一代中的被调查者说：“有大家都想买的东西吗？
这种事我怎么可能清楚呢？
”另一位说：“没有跟对潮流会被他人鄙视，所以我选择不追逐潮流。
”松田的解释是：“他们的成长过程伴随着时尚与潮流，同时，他们强烈的潮流消费意识也见证了这
丰富多彩的时尚与潮流。
⋯⋯这期间，消费者的兴趣爱好及选择的多样化不断发展，而提高商品和服务的供应方不断提高多品
种小批量生产的高级供给技术，因此过度的多样化导致潮流效应难以实现。
”接着说炫耀。
松田对炫耀心理不再能够刺激消费的解释是：“炫耀消费是以对方买不起为前提条件的。
⋯⋯如果这种炫耀消费的意识加深，那么普通市民通过贷款勉强买得起的商品服务便无法成为自身炫
耀的资本，因此这些商品也就难以成为购买对象。
汽车、宽频电视机等耐用性消费品之所以难以成为购买对象，也是因为普通市民通过贷款就可以买得
起，这些无法成为炫耀的资本。
”松田总结二者：“如今已经没有了大家都会追逐的潮流，也不具备足以向他人炫耀的收入及资产，
因而也就没有想要购买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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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令周围的人羡慕自己，那么不得不暂且脚踏实地地生活，到30岁时攒下1000万日元的资本。
”（135—137页）笔者嗜好理论，亦关注现实。
时下分析消费趋势的书，对我味同嚼蜡。
这本书之所以令我兴趣盎然，其一在于它告诉了我们日本出现了“厌消费”的一代，注意那可不是一
个群体，而是一代人。
而且事实兑现之迅猛令人震惊。
其二在于它对时尚与炫耀的分析，与我有同有异，构成智力上的挑战。
炫耀原本是高级动物的本能，其核心是性吸引。
在人类这里并未消失，而且更加升华，也不再局限于性。
一部生物学的历史，就是各个物种面对物质匮乏的生存挣扎。
上个世纪中下叶是个里程碑，第一次有了一个物种解决了其大多数成员的温饱。
温饱解决前，炫耀的最好手段是物质。
温饱解决后，事态大变，物质无法继续充当炫耀的利器。
因为工业的本质是复制。
你有一个好东西，别人很快也有，还如何炫耀呢？
且物质性炫耀往往需要身体作本钱，吃穿住其实都有个人身体上的局限，过犹不及，过度消费自身承
受不了。
时尚是消费最有力的推进器。
时尚颇像肥皂泡，越吹越大，直到破裂。
追逐的人到达一定数量，多数人就厌倦乃至退场，转而寻找新的时尚。
因而商人营造时尚，辛苦之极。
上层的时尚穷尽了，从底层搜罗，比如牛仔裤。
美的时尚用光了，从丑的那里选拔，比如方头皮鞋。
我曾读过布鲁克斯的《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崛起》，欣喜异常。
作者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高学历精英群体的作风：反物质主义。
所谓布波，系指他们融合了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的地位和作风。
我不能完全同意布鲁克斯对布波族反物质主义的判断，但我确实同意，这一族群开启了一个苗头：厌
倦粗俗的物质炫耀，崇尚设计和做工。
他们脱离不了人类的本性：寻找区别性，但他们在选择新的手段去追求区别性。
读到松田的书，我知道了在告别物质主义的演进中，日本的厌消费一代出现了。
他们晚于美国的布波族10余年，他们比布波族走得更远。
当然其中有偶然的、特定时空中的原因：他们的地位和收入没有布波族优越，他们遭遇了泡沫经济的
崩盘，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没有布波族那么乐观。
松田敏锐地发现时尚演化中新现象，那就是时尚过多（逻辑上那是必然的）导致很多人不去追逐了。
这是个人的小事，却是时代巨变的征兆：商品销售曾屡试不爽的魔法失灵了。
比起学者的篇篇理论，布鲁克斯和松田则是为我们拿出了坚硬的事实。
松田强调世代及其不同的经历。
我以为，他重细节轻宏观。
日本是商业高度发达的社会，物质炫耀之风劲吹几十年，大家理性了，觉醒了，不听任忽悠了：常人
拿什么商品去炫耀？
这是告别物质主义的第一步。
那么炫耀不成，总还可以跟进某个时尚聊补某种欲望之实现，偏偏时尚也因高度多样化失去了昨日诱
惑的强度。
两重落空，遂为泡沫经济一代的厌消费心理定格。
松田还告诉我们，调查显示日本泡沫经济一代首选的消费是游戏，高过了公民平均值将近一倍（146页
），全部十个选项中他们的第四选择是动漫。
我觉得动漫其实还是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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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就有过这样的结论：解决温饱后物质的追求必将削弱，炫耀和时尚这些人类的基本欲望将在游
戏中实现，那里有无限的上升空间。
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生活晚于日本一两代的时间。
但是一个中国侏儒思考中的推理，却在世纪之初与日本年轻一代的行为不期而遇。
他感受的是一种智力探索中的喜悦。
那不是物质可以替代的。
笔者以为，厌消费一代的崛起，在重要性上绝不下于之前日本经济的崩盘。
切莫以寻常眼光和习惯方式去判定和应对。
很可能它是历史转折的征兆，是“后物欲时代”来临的脚步声。
郑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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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主题是阐明“为何年轻人不愿消费”这一问题。
当今的年轻人表现出这样一种状态：“觉得嚼口香糖下巴会酸、讨厌喝啤酒、不需要画面很大的电视
机、手机只有一个移动数字广播技术支持就足够了、开私家车就是浪费、根本不可能去贷款购物。
”他们不购买商品服务的理由举不胜举，而潜伏在这些表象之下的便是他们“厌消费”的心理倾向。
    本书得出的结论是，“年轻人之所以不消费是因为他们厌消费”。
但是这种消费态度并不常见于十至二十几岁的全体年轻人，而是1980年前后出生的“泡沫经济一代”
所特有的问题。
因此，若要促使他们积极消费，就需要制定一个针对他们这一代人的特殊策略。
    厌消费虽然是泡沫经济一代这一特定消费群体的问题，但却有可能发展成为日本各年代消费群体共
同的消费倾向。
    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连相当喜爱消费的美国人也逐渐感到日本人的厌消费及节约态度“很冷静
”。
笔者通过研究美国关于日本的报道，以及接受纽约女陛新闻工作者关于消费趋势的采访等亲身经历，
对这一倾向深有感触。
    泡沫经济一代的厌消费可能会引导全球消费趋势发生历史性转变，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会对后
现代主义消费产生指导作用。
这一结论是由世代论推导出来的。
    世代论是具有真实感的历史观。
我们应如何看待厌消费，是将其作为短期的趋势予以看待，还是将其看做长期的发展倾向呢?通过以往
对这类经济情况的预测可以得知，用外推法解数学方程式所得到的准确率甚至比天气预报的准确度还
低30％。
因此，为了弄清三年之后的消费变化，必须完善研究数据及研究方法，只有这样做才能称得上是实事
求是的“历史观”。
世代论是其自身通过不断累积真实经验而形成的历史观，并因此成为“前途莫测”的当代社会的一线
希望。
    但是有一点令人遗憾，尽管世代论包含有众多消费倾向论，但实际情况是没有明确的理论、研究以
及数据的积累，尤其是近年来出版的与消费相关的书籍都反映出这一问题。
因此，为使世代论能为市场营销及企业经营所用，本书着眼于其弱势的弥补以及其优势的发挥。
笔者对曼海姆等西方世代论代表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关于世代论的介绍及理论进行了整理，依据
埃里克松理论完善了对消费心理的分析，通过对不同世代的消费者调查数据进行验证等方式更加明确
地提出了关于由世代交替导致的消费方向变化的推断。
敬请批评指正。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中笔者作为断层一代的一员对泡沫经济一代进行了分析。
笔者所属的断层一代出生于昭和三十年代(1955年～1965年)，十四岁时经历了“大阪世博会(万国博览
会)”。
与总是引人注目招致议论的团块一代相比，我们这一代被称为“三无一代”。
二十几岁时，我们不关心政治而是在摇滚、亚文化上挥洒激情，成为在消费方面感受到“人类解放”
的第一代御宅族。
我们这一代人的少年时代可以说是由浦泽直树的长篇漫画《二十世纪少年》、西岸良平的漫画《三丁
目的夕阳》，以及根据这些漫画改编的电影所构筑起来的。
    我们在石油危机后的经济萧条时期就业，肩负起计算机普及以及社会信息化的重任。
三十五岁左右经历了“Japan as No.1”、泡沫经济的膨胀与破灭，并在这一时期成为泡沫经济一代的父
母。
我们是“有些乖僻，有些执拗”的爱消费一代。
我们这一代人所亲身感受到的与泡沫经济一代之间的“不协调的感觉”成为撰写本书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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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虽然意识到会受自身所处年代的制约，仍试图给出其他年代的人也能够接受的合理的基本的解释
，但若能得到读者们的批评指正，我相信会得出更好的结论。
另外，并不只是局限于经济领域，笔者还希望能够有幸亲临政治、文化、教育的第一线，更多地接触
年轻一代，并将现场调查数据作为世代分析的参考。
    如果没有杰伊·艾姆·阿尔生活综合研究所的调查研究、数据积累以及所有工作人员的帮助，本书
的研究便无法完成，尤其要感谢社会研究小组的营野守氏、金城敬太氏分别在经济分析及统计分析方
面的全力合作。
另外，在校对及文献整理方面得到吉田真季氏的全力协助。
全面推进本项科研项目的是大场美子氏，在这里，深表感谢。
在图表制作方面得到高井奈绪子氏的很大帮助，在这里也致以诚挚的感谢。
执笔本书是受东洋经济新报社的泡沫经济一代编辑桑原哲也氏的委托。
    桑原哲也氏在阅读了以年轻人厌消费为主题的杂志对我的采访报道后，希望我能够基于调查数据从
世代论的角度对年轻人的厌消费现象做出解说。
由于我个人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对世代研究很感兴趣，同时在工作中也积累了20年以上的研究经验，
所以就欣然接受了委托。
但在实际着手之后，我发现由于需要整理模糊的理论，还必须完成能够经受住验证的数据，所以在研
究的初始阶段对理论的整合以及数据的验证可说是束手无策。
另外，桑原氏还经常给予我一些有益的建议，使本书不致成为一部难懂的作品。
在这里，对给予我这次研究机会的桑原氏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9年10月    松田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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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经济学者松田久一在本书中提出的口号是：“厌消费来袭”，该书自出版以来不断再版。
书中列举的年轻人厉行节约的心态引起了诸多公司的不安：不买车，不出国旅游，不买名牌服装，尽
量不出去吃饭⋯⋯看似远愁近虑，但亚洲民族隐忍的力量不可小视。
　　——《世界新闻报》本书作者对“厌消费”这一现象进行了十年的观察与跟踪调查，从社会学、
心理学、消费行为学、统计学等多门学科出发，多角度对这一反常理的模式进行了极为深刻的研究和
剖析，令人信服地将泡沫经济破灭对一代人的消费行为模式影响全景展现出来，成为了商业史上最详
实全面的消费者研究范本。
　　——《哈佛商业评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低消费甚至长时间不消费，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在下
降。
来自于日本社会的这些深刻反思，同样会给传承了东亚增长模式的中国经济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吧！
　　——《商业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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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下一个十年:消费崩盘的年代》推荐：对中国未来十年消费走向最有借鉴意义的书！
真正把消费者研究到骨头里的剃刀式教科书！
商业史上最详实、全面的消费者研究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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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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