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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役所的办公环境 

    市的规模不同，市役所的情况也会不一样。与大多数市役所一样，鸣门市役所也是

朴实无华的，就仿佛邮政局、医院、银行等公共服务机构一样，对市民完全开放，进出没有

任何限制，名副其实的役所——顾名思义，就是为市民服务的所在，每个角落都体现着为市

民服务的理念。市民可以自由地到任何想要造访的部门；在午休时间，保险公司、商业会社

的销售人员常常会来到商工课散发宣传材料，就在课内职员的办公座席间来回穿梭，但看不

到职员们一丝不悦的神色，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在市役所本厅大楼内，中间是过道两

边是办公区域，都在一起办公，没有隔断，不同的课之间有些只是用文件柜隔开，彼此办公

的场景一览无余。商工课也不例外，与农林水产课共属经济局，两课在一间办公室内办公。

局长的办公桌在房间最靠内的位置，可以一览全局职员的工作情况；课长的办公桌背对局长，

面对全课职员；副课长背对课长，面对下属分管职员——如此办公布局，职务从高到低实现

日常工作的监督。 

原以为鸣门市下面的町、村都设有单独的行政机关，可事实不是。日本的自治体有市町村，

单列的町或村才有行政机构，市的下面的町、村只是地理概念，没有行政机构，所有行政都

归市役所。 

   

    2、青岛市政府行政审批服务大厅 

 

（图为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办工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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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政府设有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大楼，所谓便民服务窗口——各个部门的具有公共管

理服务职能的都集中到一起办公，象银行一样长长的柜台把外部与内部办公区域分开，市民

可以进入大厅内各窗口办理业务，但是不可能进入到职员的办公区域。除了行政服务中心，

市政府各部门还有各自的办公室，那是不对市民开放的，属于内部办公区域，市民若想进入，

必须在门卫室拨打所要拜访的有关办公室或职员电话，经同意后领取出入证并进行身份证件

登记后方可进入。 

   3、中国的基层行政机关——乡镇政府 

 

（图为青岛平度市大泽山镇人民政府） 

日本 5万人的市与中国的乡镇规模相当。但乡镇政府的规模要远远小于日本的市役所。

中国法律规定，乡镇一级政府设置一办三站——党政办公室、人口计划生育站、农业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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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服务站），工作人员约 30名。大多数乡镇的人口农民约占 90%，工商业不发达的乡镇政

府就是为农民服务。中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中南沿海省份的乡镇企业比较发达，所

以乡镇政府的规模也随之扩大，职能也多样化、复杂化——实质上就是城镇化发展。而在内

陆的广大区域，乡镇依然是农村，财政收入很少，交通等基础设施缺乏，教育也跟不上，当

地的特色经济产业落后，农民收入低，生活艰苦。近年来，大量青壮年农民到城市打工，留

在农村的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农业形势严峻，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国家一方面给予农民土

地补贴，同时减免各种税负收费，但是农民还是收入少，羡慕城市人；反之，日本农民并不

羡慕城市人，倒有不少都市人想过农村的田园生活。乡镇不实现城镇化，农民没有富裕起来，

国家就没有实现富裕。所以说，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 

 

4、建筑工人 

 

在鸣门市区，建筑公司在道路两旁施工

时，经常会看到工人举着小红旗临时指挥交

通，并向来往的行人鞠躬致意。这在青岛从

来没有过。每每心头会涌上一丝感动，骑着

自行车的我也会向工人点头致意——这大概

可以称得上和谐社会的一个角落吧。国内的

建筑工人大多来自于农村，市政工程集团的

职员是城市的市民。无论普通的建筑施工，

还是市政道路水、电、燃气、暖气施工，临

时占用道路的情况很常见，都只是用围墙和

板材临时把施工区域围起来，顿现狭窄拥挤

的道路上很少见到指挥交通的工人，即使有也不大可能向行人致意，行人对占路施工自然心

怀不满，工人自顾施工，噪音、灰尘、泥土和污水，哪理会行人的感受——彼此之间的心理

距离是很大的。这有深层次的社会根源。建筑工人来自于远离城市的农村，很多都是跨省打

工，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不高，身上的衣服脏，都市人心里是看不起农民工的，甚至厌恶，

但是城市的建设却离不开农民工。今天，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可忽视的群体，改善农

民工待遇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生活环境、劳动环境、福利保障等，如果不解决，与都市

人生活状况差别较大，农民工就会形成对城市的隔阂心理，那里还谈得上对行人致意。 

 

5、公务员宿舍停建的思考 

  10月 6日，NHK电视新闻报道，野田首相宣布：东京都内三个区的 16 处公务员宿舍停用或

卖出，千叶县朝霞区一处在建公务员公寓楼停建（或停用），被冻结 5 年时间。原因是遭到

众议院议员以及舆论抨击：“现在，灾区的大量灾民还没有房子，为了灾后重建，国家尚要

提高税率，此时为何还为公务员建宿舍？！”不禁感叹灾后重建对负债累累的日本政府财政

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问及市役所同事在震灾后捐款情况，市里只是发了通知，并未规定捐款金额标准，大家互

相交流后基本上大致一样，但是捐款时彼此并不知道各自捐了多少，市役所也不公布个人捐

款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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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机关捐款是这样的：市里发捐款通知，并给出具体参考标准，事后各部门内部进行

个人捐款金额以及部门捐款总额公示。2008 年四川大地震时，全国捐款数额非常庞大，对灾

区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至于因灾区而导致政府的工程停工确实没有听说，青岛市机关公务员住宅近年来不断建设

完工，与日本的公务员宿舍不同，那是专供公务员购买的限价商品房，但相对于 90 年代以前

福利分房制度已经大大地市场化了。市民当然对此有意见，因为还没有完全消除公务员享受

的住房福利色彩。

 

*图为青岛市内某住宅小区 

6、日本住宅圆个人梦想 

 

看到电视上以及周围日本民众的住宅，绿

树掩映下整洁的院落，漂亮而别致的二层小

楼，错落有序而实用的室内空间，不禁感叹

有此“一居”，夫复何求。曾看过介绍日本

的工薪族的梦想也是拥有一幢属于自己的住

宅。日本乃至大多数国家的个人住宅都是建

在自家的土地上的，无需担心拆迁问题，从

父母继承下的房子可以继续接着住，使用寿

命到了，房屋破旧的不适宜居住的时候，再

拆掉旧房在原处建新居，然后可以传给下一

代，除非发生地震或战争等等天灾人祸，

房子是个人名副其实的“不动产”。如果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则国家和地方政

府可以随意征用，则严格说称不上“不动产”——说不定啥时候就成动产了，就没了。在中

国，只有农民拥有自己的宅基地，可以在上面盖房子，但是土地产权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当

政府和国家需要时依然可以征用。盖个房子要好好掂量：这房子能住多久？常常有农民辛辛

苦苦盖好的房子，还没住几年就因为修建道路和土地开发而被征用，被迫拆迁——已经成为

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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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塑料袋盛扎啤——青岛的庶民文化

每年夏季，青岛的很多街巷里都会看到居民提着塑料袋装的扎啤回家，不但外国人就连没

到过青岛的外地游客估计也会感到惊讶：“扎啤不是盛在杯子里喝的吗？怎么用塑料袋来

装？！”这的确是个有趣的现象，日本电视节目近日也进行过报道，在汉语讲座上学员们也

提出过疑问。 

用塑料袋装扎啤具体是什么时间开始的，什么人发明的这种方法，不太清楚。但是，用塑

料袋装扎啤自然有它的理由：一、方便买回家喝。一般人都是在饭店里喝扎啤，要想回家喝，

只能到超市买瓶装或罐装啤酒，但超市买不到新鲜的扎啤。要想买扎啤，只能在离家不远的

小饭店或小卖部买，每个小区、街道的小卖部和饭店，夏天都会销售青岛扎啤，就在店门口

摆放着 1-2 个大啤酒罐，卖完了啤酒厂会很快在送货上门。用特制的一次性卫生塑料袋装着

拎回家，走几步到家了再倒进杯子里喝。青岛市民绝不会坐车跑很远去买扎啤，更不会用塑

料桶或瓶子装，笨重且麻烦，二、新鲜的扎啤口感好。瓶装和罐装啤酒都是经过再加工的啤

酒，味道不如扎啤香醇，扎啤都是当天从青岛啤酒厂刚刚生产的新鲜啤酒，当天一般都要全

部喝掉，不过夜。所以，青岛啤酒厂在夏季有专门送扎啤的送货车，每天在青岛市区来回穿

梭送当天的新鲜啤酒，销售量非常大。三、价格便宜。用塑料袋装啤酒，无需瓶子罐子等容

器，节省了厂家的生产成本，因此价格比较便宜，可谓物美价廉，当然深受广大市民欢迎。

一瓶青岛啤酒 4 元钱，在饭店要 6 元，而塑料袋买的等量扎啤只有 2 元钱，价钱便宜了一半。   

炎热的夏季，喝着新鲜的凉爽的啤酒，品尝着辣蛤蜊、烤肉串、凉拌八带，再来一盘水煮

花生，与朋友畅饮聊天，这就是青岛市民的最爱。 

        

左图：店家在为顾客称扎啤分量；   右图：青岛啤酒厂为市内各销售点运送扎啤的车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