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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网络传播走过了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而颇具日本特色的发展道路。

作为最早开发移动通信技术的国家之一，日本的移动通信和移动上网得到了优先发展。由于日

语称手机这一移动通信工具为“携带电话”，因此移动上网的迅速发展被称为“携带革命”。

“携带革命”使日本的因特网形成了两个平行的系统，即为移动上网定制的移动网站和一般的

网站。通过PC机上网的一般网络用户不能登录移动网站，而移动用户可以登录部分因特网网

站。如果说，在因特网和其他IT技术领域，美国引领着世界潮流，那么在移动通信特别是移动

因特网领域，日本独占鳌头。 

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很快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但是当20世纪最后几年以因

特网技术为核心的网络传播蓬勃发展之时，日本却比世界潮流慢了一拍。当时，在接入因特网

方面日本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落后大约3—4年。统计数字显示，1994年日本的因特网域名只

有1,500个，到1999年才增加到68,000个；1995 年日本接入因特网的公司只占企业总数的

12%，第二年增加到50%，到1998年才增加到80%；1997/98年，日本上网人数只有800—900万

人。在西方研究者看来，一个197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电子产品生产国，对于IT技术，特别是因

特网技术所提供的机遇回应之慢，颇具讽刺意味。  而日本政府将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为

经济因素。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年衰退，其经济增长位居世界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末位，国际

竞争力从1989年起的连续五年世界第一下降到2003年的第11位。  除此之外，社会文化因素也

不可忽视。1990年代后期，当北美、欧洲和澳洲各国的家庭纷纷上网时，日本家庭上网人数却

少得多。这里除了上网费用昂贵（当时日本的上网费用相当于西方国家的4—5倍）外，生活和

工作习惯的差异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一般日本人住房狭窄，传统的日本人又喜欢在榻榻米席地

而坐，使用台式电脑不方便，加上工薪族们早出晚归，在路上花费时间较多，企业员工加班加

点习以为常，男人下班后爱去酒吧逗留，则回家更晚，在家时间更少，在家上网的机会也更

少。 

在日本的因特网基础设施的建设中，于1999年初推向市场的基于移动通信的因特网技术具有重

要意义。日本是一个岛国，地域狭窄，人口密集，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78%，特别是1980年代

成为国际大都市之一的首都东京，人口多达3,000万。经济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移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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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大受欢迎，尽管当时移动电话价格不菲，仍然取代了照相机成为人们必备用品。精明的商家

认识到，人口密集产生的特殊需要将带来特殊的商机。1995年市场上推出了个人电话

（PHS），这种现在在中国俗称“小灵通”的微型电话很快就流行起来。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话费便宜，用户只要与公司签一个长期使用合同，就可以免费获得手机。因此当世界其他地

方蜂窝电话（即中国俗称的“大哥大”）被作为商界人士的身份象征的时候，日本的很多成年

人甚至中学生都配备了这种小巧玲珑，功率不大但使用方便的移动通信设备。 

1999年首先向市场推出基于移动通信的因特网技术的是I-Phone公司，日本电话电报公司

（NTT）所属的DoCoMo紧随其后，引发了“携带革命”。DoCoMo带给市场的是一种带有可显示

11行文字的屏幕的便携电话，除了语音通信以外，用户还可以发送Email，可以登录一些网

站。这一系统被命名为I-mode，意思是，只要按I键就可以改变模式（mode）。尽管移动电话

与因特网不是一回事，但这种机动灵活的移动电话仍被认为是对西方因特网主导地位的挑战。

当北美和欧洲诸国积极推进无线上网服务的时候，日本则致力于发展适应本国市场需求的移动

通信和移动上网。 

DoCoMo的I-mode是第一个投入商业运营的语音通信以外的手机增值服务。它十分注重实用性，

定位于作为手机语音通信的补充，而不是移动电话拨号上网，这样就使用户的期望值不至于高

于其所能提供的内容。首先，其手机有着友好的界面和比其他手机更持久的电池，而且它与

PC，无线上网的手机和其他移动装置不同，不需要拨号连接，因为它始终在线。其次，用户虽

然只能接触到有限的网站，但都是一些高质量的内容。鉴于用户一旦访问到质量低下的网站，

其信心便会受到打击，并且很难恢复，因此，公司从一开始就提供最新的实用信息和高质量的

网站。随着网站的数量不断增加，排列方式也不断变化，使用户上网的兴趣因“花样翻新”而

不断提高。第三，移动上网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DoCoMo不可能在手机上向用户提供所有的

网站网页，而是只能向用户提供特殊服务的链接，但是移动通信的机动性和便捷性足以弥补内

容上的局限性。DoCoMo与一些日本公司合作，专门制作一些不包含图片的内容，便于用户浏览

阅读。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电脑上网犹如百货商场，内容丰富，包括各种多媒体信息，用

户可以长时间浏览，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而移动上网则像便利店，在有限空间里只有相对

少量的商品陈列，提供的内容相对简单，但是正因为可以随时获得信息而更加便利。I-mode正

是为内容提供商们构建了这样一个可以提供信息便利服务的平台。到2002年底，DoCoMo向用户

提供了3,200个I-mode官方网站以及60,000个因特网网站。用户按I-Menu键便可以上I-mode的

官方网站，所谓官方网站就是I-mode认为准确的，方便的，并为用户感兴趣的网站。这些网站

并不享受“终身制”，而是根据用户的欢迎程度不断更新的。因此为了不被淘汰，内容提供商

千方百计提供各种高质量的内容，而有更多的内容提供商在排队等候被认定为官方网站。正是

这种竞争机制保证了DoCoMo的内容质量，乃至在市场竞争中的领先地位。 

用户的热情是出人意料的。新技术推出仅一年，到2000年，DoCoMo用户就达到了500万。其他

公司，如J-Sky，KDDI 和DDI的用户少于DoCoMo，但是它们的存在，刺激了市场竞争，同时也

吸引了更多的网络公司为移动通信制作、提供网上内容。到2000年，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移

动电话数量超过固定电话数量的国家，同时有1,500万人通过手机上网。尽管政府、企业和因

特网服务商都在努力推进计算机家庭化，但移动通信的发展势头不可阻挡。2001年4月，移动

上网用户达到3700万，其中DoCoMo用户达2,400万。每月新增用户130万，平均每天43,000

人。  截止2004年3月的统计，全日本通过移动上网的人数达6973万，与PC机上网人数基本持

平。  

图一：手机用户和移动上网用户的增长（单位：百万） 

 （资料来源：日本政府总务省白皮书：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in Japan 2003） 

手机通信与网络传播相结合非常适合日本的具体情况。相当多的日本人在家时间很少，他们早

出晚归，不少人每天在上下班路上就要耗费2个小时。移动上网提供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获取

信息的可能。（事实上，DoCoMo在日语中有Anywhere的意思）。移动上网可以获得多种信息，

包括新闻，体育赛事，交通信息，列车时刻表，天气预报，宾馆和餐馆预定，出租车预定等，

当然也少不了色情服务（包括那些“交友”网站，由于引发了不少诱拐、敲诈、抢劫和强奸案



件，警方于2002年宣布取缔“交友”网站）。用户可以充分利用坐车甚至走路的时间上网获取

信息或与他人交换信息。日本人有坐车阅读的习惯，今天相当多的年轻人在车上以移动上网代

替了阅读。 “携带革命”也吸引了40岁以上的中年人。他们对因特网技术和应用不十分热

情，但这个年龄段的移动上网用户比例却和20-24岁年龄段的比例相差不多，甚至一些“计算

机盲”也能很快学会使用移动上网。 

作为信息传播的基础设施，网络在许多国家最初是由政府资助建立的自由的、免费的信息平

台，它不可避免地培养了用户享用“免费午餐”的习惯，因此网络媒体自因特网被允许用于商

业的目的而迅速崛起后，当网站推出收费服务时，普遍遭遇到用户的本能反感。而移动上网就

是另一回事了。由于移动通信从一开始就是有偿服务，对用户来说，对手机语音服务以外的其

他服务项目付费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了。尽管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字，移动上网的内容市场份

额为828亿日元，只占整个网络内容市场（2,503亿日元）的三分之一，但是从用户看，通过PC

机上网购买网络内容的不到用户总数的十分之一（9.9%），而通过移动上网购买网络内容的却

超过了用户总数的三分之一（37.3%）。  

从图二可以看出，半数以上的ISP认为阻碍因特网内容市场扩展原因是用户不愿意为内容付

费，同时有三分之一的ISP承认网上内容缺乏吸引力也是主要原因。而在用户看来，有近半数

认为网上内容收费过高，有近三分之一认为内容缺乏吸引力（图三）。 

图二：ISP认为阻碍因特网内容市场扩展原因 

 （资料来源：日本政府总务省白皮书：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in Japan 2003） 

图三：因特网用户不接受付费内容的理由 

 

（资料来源：日本政府总务省白皮书：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in Japan 2003） 

移动上网提供了优质便捷的服务，但是用户的经济承受能力也不是无限的，提供价廉物美的服

务当然是赢得市场的不二法门。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发展，移动通信费用逐年下降，有的已经

取消。比如，最早的用户要付20万日元的押金，到1990年，押金下降到10万日元，而从1997年

开始，用户不必再付押金。80年代的初装费为8万日元，到90年代初下降为4万5千多日元，从

1995年开始，下降速度加快，从2万1千日元，到9,500日元，再到8,400，6,600，直到2001年

彻底取消。每月的基本费也从最初的3万日元(当时是模拟信号)下降到目前的4,500日元。移动

上网的信息费不按时间计算，而是根据下载的信息包的流量计算。目前一般用户每月的下载量

为2,000日元。 另外用户还得向网站支付内容订阅费，对于网站来说，只要内容吸引人，不愁

没有订户。除了各种即时信息外，最受欢迎的恐怕数比屏保页面和铃声下载了。用户只要每月

支付100日元，就可从一动漫公司的网站获得每天更新的屏保页面了。提供这种备受欢迎的内

容服务的公司，一年赢利可达1,000万美元。 

移动通信简单方便的付费支持系统也刺激了日本的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电子商务（e-commerce）

的移动商务（m-commerce）。用户通过移动上网购物，商家可以通过便利店的配送网络将商品

投递给客户，也可以由客户自己到指定的便利店提取。有的商家还通过移动上网向路过自己门

口的手机用户发布商品信息，收到信息进入商店的顾客可以享受折扣优惠。2003年DoCoMo开发

了手机电子钱包业务，用户可以用手机代替信用卡在商场的POS机上刷“机”消费，可以用手

机在自动售货机上购物，可以在停车场用手机支付停车费等。据《日经新闻》预计，到2005

年，基于移动通信的电子商务将达到200亿美元。  同时，利用无线技术来遥控电饭煲和热水

器等家用电器，也是移动商务的服务内容之一。上班族在回家的路上可以通过手机打开电饭煲

或电热水器，回到家就可洗上热水澡，吃上现成饭。在加速老龄化的日本，手机还可以用来接

收电冰箱和电热水壶发出的信息，当独居老人家的冰箱一段时间没打开，或电水壶一段时间没

使用，手机会将信息转给老人的家人或有关部门，及时前来探望。 

 



为了更好地利用信息技术促进社会经济结构更新，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日本政府根据2001年1

月生效的日本“IT基本法”组建了IT战略总部。该总部制订了“E日本”战略，要“在5年之内

将日本建成世界上信息和通信业最先进的国家”。几年来，日本政府和企业界都在努力推进这

一战略，其效果如何当然有待实践检验。但是回顾日本近十年来移动网络的发展，确实走出了

一条符合日本实际，并被市场认可的道路。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的网络传播不无借鉴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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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政府总务省白皮书：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in Japa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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