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冲击下的日本产业经济形

态：办公模式变化与远程办公

的相关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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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暴发后，尤其是“紧急事态宣言”期间对工作出勤的“自肃要

请”，使远程办公成为日本全社会最流行的工作模式。一年以来，远程办

公的普及不仅改变了企业和个人的工作方式、管理方式与生活方式，所带

来的新办公需求也催生出大量的商机，推动着诸多相关行业化“危”为

“机”，在创新中谋求生存与发展。疫情改变世界，就远程办公而言，疫

情过后，变革仍将继续。 

新冠疫情出现前，日本政府主推的“远程办公普及行动”进展缓慢。 

日本远程办公协会根据场所不同，将狭义的远程办公划分为“居家办

公”（在宅勤務）、“移动办公”和“异地办公”三种形式，本文讨论的远

程办公即为上述三种形式的狭义概念（日本官方称为“雇佣型远程办公”），

而不包括自雇或自由职业者采用的自营型远程办公形态。 

远程办公对于企业而言，可以提升生产运营的计划性与效率性，节省

办公成本，减少员工由于孕产、育儿等原因离、退职造成的工作中断。对

于员工而言，可以减少上下班通勤带来的身心负担，通过时间和日程的合

理规划和灵活安排，有益于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和兼顾。对于整个社会

而言，可以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促进节能减排，增加女性与高龄者就

业的机会。基于这样的认识，从 2003 年推出“e-Japan 战略Ⅱ”开始，日

本政府就将远程办公作为国家 IT 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总务省（干

事省）、厚生劳动省、国土交通省和经济产业省四大部门联手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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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 KPI 上看，远程办公战略的普及情况一直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e-Japan 战略Ⅱ”的 KPI 显示，2010 年远程办公人口占比达到两成，实

际上，到 2018 年，这一比例才勉强突破 10%。“未来投资战略 2018”的

KPI 是到 2020 年采用远程办公的企业比例达到 2012 年（11.5%）的三倍，

结果 2019 年时占比仅为 20.2%，与目标（34.5%）差距之大，很难在一

年之内实现飞跃性突破。 

新冠疫情的暴发，从外力上迫使企业“在宅勤務”。疫情有所缓和后，

多数行业逐渐恢复以往的办公模式，但信息通信、制造业等行业仍维持了

较高程度的远程办公实施率。 

2020 年 2 月末，当新冠疫情尚未在日本本土出现暴发势头时，日本

政府就将“大力推广远程办公”作为疫情对策的基本方针之一。之后，随

着疫情扩散、全国范围进入“紧急事态”，以“在宅勤務”（居家办公）

为主要形式的远程办公成为企业办公的“常态”。 

据日本政府统计，2019 年 12 月，日本远程办公实施率为 10.3%，本

土疫情出现后迅速增长，并在“紧急事态”实施期间（4～5 月）达到了 27.7%

的高峰，2020 年末虽有回落，仍然维持在 21.5%的高位。在疫情比较严重

的东京、大阪等地区，增幅则更为明显（详见图 1）。 



 

 - 4 - 

 

不同领域相比较，原本远程办公普及率就领先的信息通信业是应变速

度最快、实施率最高的行业。如 NTT，由于在中国武汉设有办事处，早在

2020 年 1 月份就已经在公司内部做好临机应变、远程办公的准备，2 月

17 日便 宣布全体员工（不限正式或外来）原则上居家办公的方针。实施

全国紧急事态期间，信息通信业的远程办公实施率超过了 70%。 

水、电、燃气等公共服务业在疫情期间实施远程办公的积极性也比较

高。各大公司普遍暂停了一些“对面业务”而改为通过电话或者邮件联系

客户，只保留基本的维护施工等必要服务，因此远程办公的实施率一度接

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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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紧急事态宣言解除后，教育、建筑等行业远程办公实施率大幅回落，

信息通信、制造业等仍保持高点。这一方面是由于行业性质不同，对远程

办公的需求也有所不同，比如建筑、医疗等“现场工作”和“对面沟通”

属性很强、对特定工作场所依赖性很高的行业，不具备长期大规模远程办

公的条件。另一方面是由于不同行业在远程办公基础设施上有所差异，无

法像信息通信企业拥有完善的数字化环境和大量的远程办公设备，从而可

以大幅提高远程办公实施率而不会导致短期办公成本暴增。 

疫情期间远程办公的流行催生出新的市场需求和商机。在针对远程办

公开发的众多服务与商品中，有些创新令人叹为观止。 



 

 - 6 - 

在内阁所做的调查中，很多反映远程办公不便之处的意见属于办公环

境问题，尤其是居家办公环境“设施无法满足需要”（如网络问题导致视

频通话质量低下的占 24.7%）、“难以集中精力”（17.8%）、“工作与生

活界限不清”（15.7%）、“与家人互相干扰”（13.3%）等等。 

于是，既能满足防疫需求、又能达到通信设施和环境标准的远程办公

场所就成为居家以外最受青睐的对象。这一需求使得那些疫情期间受营业

时间缩短以及客流量大幅减少的影响，经营上举步维艰的卡拉 OK 店和酒

店看到了出路，纷纷推出“在卡拉 OK 办公”、“在酒店办公”服务。 

BIG ECHO 是株式会社第一兴商旗下的大型卡拉 OK 连锁店，全国约

有 500 家店铺。疫情暴发后，BIG ECHO 将包房加以简单改造，增加电源

插座、投影仪和视频会议设备，以每人每小时 500 日元（约 32 元人民币）

的低价（含免费 Wi-Fi 和免费饮料），推出名为“新工作方式”的远程办公

服务。作为办公室使用的包房无法使用卡拉 OK 设备，此外最大的问题在

于可能受到隔壁歌声的打扰。尽管如此，BIG ECHO 还是吸引了不少大客

户，比如 NTT 通信（NTT Communications）和人才中介 Owned Media 

Recruiting 等。 

受到卡拉 OK 转型启发，一些餐饮店也开始提供昼间的远程办公服务，

甚至有酒吧（如 ESOLA 新宿店）推出“红酒畅饮+远程办公”套餐，在 12

点至 20 点，每人每小时只要 1000 日元（约 63 元人民币）即可一边办公

一边无限量地品尝各类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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