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 CHINA SME

GLOBE VIEW环球视角  

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多摩

地 区先 是 遭 遇城市化急 速

发展带来的课题，后又叠加少子老龄

化、长寿化和双职工增加等社会问题，

新老问题“按下葫芦起了瓢”。

多摩地区，位于东京西部，为东京

都除23个特别区和离岛外30个市町村

的总称，总人口约423万。若将多摩地

区人口放到全国都道府县中排序，可居

第十位。其面积约1160平方公里，占东

京都总面积的一半多。境内以台地、丘

陵为主，西面为山区。

多摩地区又称“三多摩”，即南多

摩、北多摩和西多摩。它最近一次“出

名”，是去年底网上一则“日本免费送

房，不限国籍”的消息，说“免费送房”

的即西多摩的奥多摩町。

不过多摩地区真正持久的名声，

还在于这里是东京的卫星城，又被称为

“睡城”：东京都1300多万人口中，大

约有1/3住在这里；多摩地区30个市町

村中，同样有大量居民在都心23区上

班上学。

上世纪 六七 十年代以来，多摩 地

区先是遭遇城市化急速发展带来的课

题，后又叠加少子老龄化、长寿化和双

职工增加等社会问题，新老问题“按下

葫芦起了瓢”。

几十年来，日本人为解决这些问题

采取的政策、措施看点不少，特别是近

几年民间的一些探索，对唤醒“睡城”

起到了积极作用。

卫星办公室 

远程办公正成为日本企业改革工

作方式的一个潮流。在多摩京王广场

二楼，有一间京王电铁开设的“京王多

摩卫星办公室”。这间约264平方米的

办公室于2 018 年10月开业。京王电铁

集团战略 推进部泽昌秀、蔡静和公关

部 杉浦昌平等人告诉库 叔，在多摩 开

设 卫星办 公室，是为了帮助有意进行

工作方式改革的企业，实现职住接 近

（职场-住 所），减少上下班 途中所费

时间，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兼顾工

作与育儿及护理老人等目标。在日本，

引进远程办公及在家办公的企业正在

增加。在东京都中心区域，类似的卫星

办公室 颇 受热 捧。而开设在多摩的卫

星办公室，更为唤醒“睡城”提供了新

思路。 

“进门、出门都刷卡，这卡既是钥

匙，又用于计时收费。”泽昌秀等人一

边介绍，一边掏出IC卡刷卡开门，把我

们领进 “京王多摩”。

门里是一个宽敞的多功能工作场

所，按不同功能设有单人办公区、沙发

交流区、阅览区、咖啡休息和打印复印

区等。无线网络是免费的，打印复印、

咖啡饮料等皆为自动设备，按市场价收

费。单人办公区域都设置了隔板，有几

位客户正在里面埋头做事。再往里走，

还有会议室和几间讨论室。这边带孩子

的年轻夫妇多，所以京王电铁还在这

里设置了一个保育园。

“京 王多摩 ”有 9 3 个席位，采 用

会员制，有企业会员和个人会员之分，

入会费均为3 0 0 0日元（约 合18 9 元人

民币），按月或按小时付租金。我们采

访时，“京王多摩”已有13 0 个 会员。

其中，个人会员占2/3，有一半 在企事

业单位工作，另一半为自由职业者。企

业会员则是在都 心的企 业，有员工住

在多摩。

“京王多摩”是东京都“卫星办公

室设置补助事业”第一批补助对象，投

资总额约5000万日元（约合315万元人

民币），东京都在开办时一次性补助了

2000万（约合126万元人民币）。由于都

厅补助的关 系，很多民间企 业都 在建

立类似设施，多摩卫星办公室的数量不

断增加。京王电铁沿线都有类似设施，

除了铁路公司，东京电力也在八王子开

设了卫星办公室。

泽昌秀说，在卫星办公室类型上，

东京是怎么把“睡城”唤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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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公司专注于办公区域，有的专注于

交流区域。“京王多摩”则把办公功能

与咖啡厅交流 功 能合二为一。相比普

通咖啡厅，这里安全安静宽敞，有IC门

禁，还实行会员制，来这里工作的用户

都是知根知底的，可以保证安全。卫星

办公室还可以为会员提供地址，用于办

公地点登 记，并给使用者提供电子邮

箱、带锁柜子和打印机、复印机等办公

设施。

与只有办公功能的卫星办公室相

比，“ 京 王多 摩 ”又营 造 出 一种 便 于

交流 的 环 境。用户来自不同公司、职

业，这种交流 对 提升地 方活力是有益

处的。

至于卫星办公室与在家办公的区

别，泽昌秀认为，对企业而言，员工在

卫星办公室工作比较容易管理。现在

认可在家办 公的企 业比例还不大，因

此 卫星办公室 更容易为企 业接受。特

别对育儿员工、家里有老人需要照 顾

的员工，这种方式是很有利的，可以减

少通勤时间。

京王电铁认可在卫星办公室工作，

没有推广在家办公。对于 铁路 公司来

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铁路公司在车

站附近拥有酒店、商场等许多商业设

施，是需要鼓励消费的。而在家办公，

人们的消费会大大减少。

开业仅半年的“京王多摩”目前还

没有实现赢利。泽昌秀说，公司所有的酒

店、超市、花店、商店等，都在车站附近，

如果这里居民越来越少的话，这些设施

都不能赢利。所以，卫星办公室本身不是

目的，主要还是希望大家在这片区域能

够创业，能够让这个地方充满活力。

企 业与地 方是 共生 关 系。很 难想

像一个劳动力短缺、消费萎缩、了无生

气的城镇能够诞生充满活力和竞争力

的企业。而一个有远见的企业以自己所

拥有的人才资源和无限创意，来支持和

帮助地域发展，最终也是帮了自己，其

结果必然是企业与地方双赢。

插画师的新头衔    

坐落 在多摩 和田地区一片民宅中

的日本 动 漫公司，略显低 矮陈旧的办

公楼，远不如它的作品《樱桃小丸子》

《小 浣熊》那 样 有魅力。这个1975 年

诞 生于多摩的动漫公司，在其40岁那

年，与多摩有了一个合作协定。公司企

画部部长 服部宪治说，当地很多其他

企 业都 签订了类似的合作 协定，目的

都是以企 业的创意和力量，帮助实现

地方振兴。

插画家永见夏子女士的名片上，有

一个职务为“多摩市合作协定担当”。

永见夏子说自己大约有2/3的时间做插

画工作，另外1/3则代表日本动漫公司

给多摩的振兴项目做工作。

永见夏子为多摩市一些活动和项

目创作的插画，背景大都为多摩市风土

人情和自然景色，颇有特点。她说首先

得悉心观察这个城市，多摩虽是东京，

但自然景观非常丰富，有森林河流，山

岳溪 谷，现代化 的 车 站、商场又很 方

便，两者结合得非常完美。因此，她尽

量把都市与自然的完美结合融入到插

画作品中。“比如多摩川的颜色，外地

人可能看不出来，但多摩人一眼就能看

出的。”

采访时，服部宪治告诉我们，公司

将在两天后多摩市举行的樱花节上给

孩子们发放卡片，上面的画便是永见女

士创作的。樱花节附近的咖啡馆也会

销售带有这种图案的咖啡。公司还将派

动漫主角小浣熊出场，与孩子们互动，

并在樱花节上进行募捐。

除樱花节外，日本动漫公司还与多

摩市政 府 合作，在夏季举办浣熊儿童

国际电影节。电影节时儿童可免费观看

日本动漫公司的动漫电影。永见夏子为

电影节专门创作了纪念卡。她创作的浣

熊图案还由公司免费提供给多摩市的

甜品店，供它们制作浣熊版甜点。

每年秋 天，多摩市都会举 行 环 城

散步活动，参加者只要走完全程，在各

个盖章点盖全印章后便可获得一份奖

品。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活动，多摩

市请动漫公司帮忙，由永见夏子创作了

一些可爱的印章图案。永见夏子说，为

了今年秋天环城散步活动，她还将创作

新的图案。

据服部宪治介绍，日本动漫公司的

“世界名作剧场”剧目从公司创办至今

一直在多摩制作，2015年，为纪念公司

创办40周年，回馈多摩，开始举办浣熊

儿童电影节。自那以后，公司与多摩市

经济观光课开展了多种地方振兴合作

项目。永见夏子为这些项目创作了许多

插画作品。

日本 动 漫公司经典形 象、在全国

都有很高人气的浣熊，被选为多摩市的

“卡通代言人”。在多摩市网上宣传片

中，小浣熊成了导游，永见夏子则为浣

熊配音。

多摩市的地 方 振 兴活动，有的是

民间组 织的，如马 拉 松 比 赛；有 的是

政府主导的，如电影节等。2015年，日

本 动 漫公司与多摩市签订协定，从法

律层面将企业与地方的合作规范化。

服部宪治说，公司与多摩市的合作项

目，有的是收费的，如环城散步活动的

宣传手册、卡片，以及宣传片等。当然，

收费远低于正常的市场价格。有的项

目如电 影节，则由公司和 市政 府分担

费用。还有些项目则由公司免费提 供

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