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桥本达也社长采访概要@BeyondExpo 

〜探究携⼿中国 Startup 共创，实现购物中⼼的创新落地的背景和理由〜 

 

 
 
 
 
⾼⼝先⽣：我是⾼⼝康太，今天将会和 AEON MALL 中国的桥本社长⼀起，针对中国正在
推进的开放式创新活动进⾏交流和讨论，探究实现购物中⼼创新落地的背景和理由。  
 
桥本社长：⼤家好，我是永旺梦乐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桥本达也。今年正好
是中⽇邦交正常化五⼗周年。我也⾮常荣幸能在这样特别的时刻，在中国来推进开放式创新事
业，推动中日企业共创。 

 
⾼⼝先⽣：我出⾝于⽇本鸟取县，在鸟取有两家⾮常⼤的 AEON MALL，让我印象⾮常深
刻。另外，我也经常去中国出差，主要在天津活动。在天津也有⾮常⼤的 AEON MALL，⾥
⾯的产品也是⾮常的丰富 ，消费者们的体验也好，让我觉得在中国众多购物中⼼当中， 
AEON MALL 也不落后，这⼀点让我觉得还挺⾃豪的，请问 AEON MALL ⽬前在中国正推
进哪⽅⾯的事业呢？ 
 
桥本社长：AEON MALL 在 AEON 集团内，主要是在负责购物中⼼的开发。除此之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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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管理店铺的租约，GMS ，超市，以及负责 AEON 游乐中⼼ AEON FANTASY。在中国
的北京，⼭东，湖北，江苏，⼴东等 5 ⼤区域都开设了购物中⼼。  
 
⾼⼝先⽣：关于开放式创新，我听说贵公司的开放式创新事业的第⼀次推进其实并不是在中
国，请问⽬前开放式创新事业整体的推进情况进展如何？ 
 
桥本社长：⼤约⼀年以前，我们先在⽇本进⾏了开放式创新尝试，⽬前还在和⽇本创新企业

进⾏交流，今后也会继续推进下去。 
⾄于在海外的进程，在中国当然是第⼀次尝试。在别的国家，⽐如柬埔寨，作为开拓物流中⼼
的⼀环，我们正在建⽴⾃⼰的物流仓库。⽬前正尝试在港⼝地区，建⽴⾃⼰的物流仓库。  
 
⾼⼝先⽣：对于贵公司，应该有许多⼈和我⼀样，⼼中抱有的印象⼀直都是来到永旺，就会
让⼈觉得安⼼。和开放式创新这样⾼⼤上的词汇好像有点相距甚远。请问下，在⽇本，中国以
及东南亚等地推进开放式创新，贵公司的⽬标是什么，为什么要在这样的时间点进⾏开放式创

新呢？ 
 
桥本社长：购物中⼼发源于美国，是有百年左右历史的⾏业。它主要是以出售商品为核⼼，
出租商铺，实现⼀站式购物。近年来，由于电⼦商务的快速发展，再加上新的竞争者不断增多，
这个⾏业内的竞争正在逐渐加剧。好⼏年前我们就觉得应该开始筹划创新事业，如今⼜出现了
疫情，经营环境也发⽣了巨⼤的变化。所以我们认为不如趁此机会开始考虑新的事业。当然我
们也不是要去涉⾜毫不相关的领域，⽽是重新思考购物中⼼的⽤途和新的价值。但是，仅仅从
集团内部吸收意见，就难以跳脱出原本的思维和事业框架。现在很多基于新技术发展起来的企
业，许多年轻⼈也积极挑战新的事业。⾯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并吸收成功经验，
希望能和他们⼀起探讨购物中⼼的未来，这样才有了现在的正在开展的开放式创新事业。  
 
⾼⼝先⽣：虽然在去年就在⽇本开始了开放式创新，在海外，中国是第⼀次进⾏开放式创新
的尝试，可以请您告诉我们具体什么时候会在中国推进具体的事业内容呢 ？ 
 
桥本社长：募集活动从今天开始。希望能够从公司外部吸引到很多创新的想法和建议，携⼿
中国创新企业，和他们⼀起交流和交换想法，希望能够⼀起构建⼀个全新的购物中⼼的商业模
型。 



 

 
⾼⼝先⽣：现在贵公司在中⽇两国都在推进开放式创新事业。在中国期待看到什么样的开放
式创新合作呢？ 
 
桥本社长：⼤家⾸先能想到的，想必就是技术⽅⾯。当然这⽅⾯值得期待。中国是制造⼤国，
孕育着各式各样的技术企业，伴随着中国快速发展，技术也有更多的发展和进步。我们这次也
希望能和这些优秀的技术企业合作。 
另⼀⽅⾯，中国⼀直以速度快闻名。⾸先是建⽴合作速度快，其次是决断的速度快，再次是在
事业上的扩张速度也很快。这种整体快速的风格，我们也需要学习。⽇企在思考，讨论⽅⾯要
花很多时间。在⽇本要花⼀年时间讨论，才会有提上⽇程的计划。在⽇本进⾏⼀次全新尝试，
说不定在中国已经能够挑战两次了。我们也想要学习这样的经验，这也是推进这次事业的⼀⼤
意义。  
 
⾼⼝先⽣：原来如此，在中国，能够拥有在⽇本两倍以上速度进⾏思考决策，也许能够给企
业在创新发展带来新的动⼒，这⼀点我也感同⾝受。实际上在⽇本国内也引⼊了不少在中国率
先出现，并且在中国已经有实际运⽤的创新之举。我现在在东京⽣活，通过 APP来管理会员

信息的例⼦不少。过去我还会觉得这只会在中国有，在⽇本应该见不到。但是，最近在⽇本也
逐渐习以为常了。⼀些在中国⽐较成熟的服务，正在逐渐⾛进⽇本⼈的⽣活。 
在零售事业⾥，类似上述的，在中国先开始实践，⽽后再传回⽇本的事例是不是已经有了呢？
在这过程中贵公司是否也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呢？ 
 



桥本社长：确实有的。在疫情期间，中国先开始了居家隔离，也是因为如此出现了直播卖货

这种短时间内推动了电⼦商务发展变⾰的⽅式。⽐如在中国是⾃⼰打光进⾏拍摄，店员们也会
通过直播来带货。 这种变⾰在中国已经⼗分常见，学习中国的直播经验，掌握其中的技巧，
把它带回⽇本，在⽇本推⼴落地也是⼀种新的尝试。  
 
⾼⼝先⽣：原来如此，⼩⼩的发现，在⽇本也能派上⼤⽤场！ 
刚才聊到贵公司的中国事业，能看出贵公司对于中国的创新企业有不少期待。也提到了制造⼤
国的技术和⽅法，想必已经接触过不少品牌了。最近在中国，不论是⾷品，服装还是化妆品，
很多品牌开始不断涌现。到⽬前为⽌，⼤家的印象当中，主要还是认为⽇本是发达国家，向中
国输出⼀些⼴为⼈知的品牌。那么贵公司是否会考虑未来将中国的品牌通过贵公司推⼴到⽇
本，针对中国制造的商品本⾝，在开放式创新事业中，是不是也有和中国品牌合作的可能性呢？ 
 
桥本社长：我们的业务内容主要是在不动产，直接合作可能⽐较难。但是，在⽇本推⼴中国
的知名品牌⽐如⼩⽶，还是有⽐较⼤可能性。另外永旺集团的 GMS，在零售业务⽅⾯和这些
品牌进⾏合作是有可能的。  
 
⾼⼝先⽣：中国的零售业或者购物中⼼⾮常有活⼒，每年都会有新的⼤型购物中心建成。这

些购物中⼼能够吸引，聚集⼤批的消费者，销售额也⾮常可观。请问在中国，购物中⼼为何会
有如此⼤的活⼒，以及贵公司的定位。 
 
桥本社长：我们是在 2008 年在北京开了第⼀家购物中⼼，⽬前在中国已经有 22 家。2008
年的中国购物中⼼，该怎么说呢，还不太成体系，⽐起购物中⼼，百货店更像是当时零售业的
中⼼。后来，中国公寓数量不断增多，为了满足住在公寓⼈们的需求，就需要更多的购物中⼼。
因此各⼤房地产企业开始建设购物中⼼，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经验。08 年的时候，我
们觉得只要模仿⽇本的做法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如何在众多的购物中⼼当中体现出我们的特
点已经成为了⼀个巨⼤的课题。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中国品牌在抬头和扩张，在这样的时代潮流当中，我们作为⽇系的商业设

施，如何实现差异化⾮常重要。关于购物中⼼吸引顾客的能⼒，越来越多的购物中⼼借助 IP ，
丰富了风格和个性。⼜⽐如⽹红打卡店，在社交⽹络上很⽕热的店铺有很多，制造话题性能⼒
很强，这也让我们学习到了很多。另外在这种严峻的环境当中，我们更要拿出⾃⼰的特⾊，实

现更进⼀步的发展和进化，这次我们举办加速器，也是希望能够推进现有事业的变⾰和发展。 



 
 
⾼⼝先⽣：其实在我看来，贵公司的品质管理，⾷品的质量，在中国还是第⼀梯队的⽔准。
但是对⼿实力也很强，所以还要找到更多的优势，不仅仅是提升原有的强项，更要引⼊原先没
有的新的想法。 
这⼀点⼗分有趣，不追求⼀点点提升，⽽是追求全新的发展。尤其是在疫情严峻和变幻莫测的
竞争环境下，这种挑战精神更加深了我的好奇。虽然我已经问了这么多，还是想请教您，这次
在中国的开放式创新计划，我感觉到了【本地化】会是⾮常重要的⼀环。贵公司会如何在中国
推进本地化，以及会如何通过开放式创新提升本地化的价值？  
 
桥本社长：⾸先，我们来探讨 Local这个词。它既有乡下的意思，也有地⽅的意思。在⼀个
地区⽣活的⼈会被叫做这个地区的居⺠，在我看来这⼀个整体就是 Local。为什么要说到本地
化呢，因为我们是实体的店铺，对于当地居⺠们的兴趣，思考⽅式，⽂化，还有在地域内长久
流传下来的⼀些故事当中，学会融⼊其中。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如何成为当地居⺠⽣活中的⼀
部分⾮常重要，本地化就成了⼀个绝对的⽬标。  
这种融⼊地域的本地化，在我们看来，包括如何和当地的商家构建长久的合作关系。现在也已
经做出了不少⾏动，尤其在⼭东有很多实践经验。我们在⻘岛也有购物中⼼。⻘岛其实是蓝莓
的著名产地，很多当地⼈都不知道。我们购物中⼼的⼯作⼈员，通过调查研究，得知蓝莓其实

是当地特产，于是就在购物中⼼举办了蓝莓节。做餐饮的商家们推出了蓝莓相关的菜品，也直
接和农户合作出售蓝莓。当地政府也积极合作，⼀起举办活动，⽐如让当地居⺠⼀起来搅拌冷
冻蓝莓。同样也是在⼭东，烟台当地的市⺠⽂化节⾮常有名，⽐如舞蹈活动，历史悠久的书法
活动等，这样的活动有很多，当地⼀直坚持着这样的传统。在推⼴这项活动的过程中，会和购

物中⼼合作，在商场表演舞蹈或者举办展览。通过活动融入当地，也是我们能够扎根于当地的



⼀种⽅式。通过永旺梦乐城去发掘各地域的潜在价值。 
 
⾼⼝先⽣：我听说您认为 ESG 也是⼀个很重要的课题，关于这⼀⽅⾯，零售业能够做到的
努⼒，似乎是⾮常有限，但是对于⼤企业来说，⼜是⼀个⽆法避免切⾮常⼤的课题，您对于
ESG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桥本社长：关于 ESG，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类在⽣活的时候，环境和社会的平衡，
从国家或者政治的⾓度来看，⼈类绝对⽆法避免这类话题，在这⽅⾯下功夫⾮常重要。我们对

于⼈类和平还有地域⾮常重视。也有⼈说商业发展就是和平的体现。世界各国对于环境问题，
都有在积极地做出努⼒，虽然这个问题现在始终很难脱离出社会公益的议题。但是现在我们追
求的是可持续发展，所以要把 ESG 作为中⼼，思考如何将这⼀点活⽤在经营当中。关于环境
和社会问题，各国都已经有⾮常多的经验，我们也会从更加从商业视⾓去评估将来该如何将其
商业化，将这些经验继续发展下去。 
 
⾼⼝先⽣：原来如此，要说社会公益⽅⾯的话，⽇本企业已经从⼆三⼗年前就开始呼吁。这

个内容主要是成本部门的事情，但是现在不仅要把 ESG 作为重要的⽅针，还要让它推动企业

在商业上实现发展，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点，这不仅让我恍然⼤悟，同时也让我觉得难度很
⼤。这次通过 Beyond这个平台，想必您不仅和⽇本的企业，还有中国的，亚洲的企业，都进

⾏了不少交流，要在经营当中强调 ESG，这种突破⼝到底在哪⾥呢，可以请您举个例⼦吗？ 
 
桥本社长：当然可以，我和中国本地⼯作⼈员进⾏讨论过程中发现，⽬前中国所需要的 ESG
要素当中，出现最多的关键词就是健康和⾷品安全。这不是⽇本⼈的想法，⽽是本地员⼯总结

⽽来。不仅仅在中国，全世界都在⾯对这个课题。类似⽆农药蔬菜等⾷品安全，已经是必须讨

论的课题了。另外，在中国有⼀个叫做绿⾊建筑认证，也就是⽤分数来评定建筑的环境友好程
度 ，最⾼级的认证是三星级。我们在建筑物施⼯的过程中，也努⼒取得三星级认证，推进节

能的效率，向消费者们展现我们的决⼼。  
 
⾼⼝先⽣：我个⼈⼀直有⼀个想法就是，中国的孩⼦们，好像在⼯作⽇期间不太会像⽇本孩
⼦⼀样 ，穿着制服出现在商场⾥。我想了想背后的原因，应该是⼤家要尽快回家学习，所以
不会在回家路上去商场玩 ，吃零⾷等。但是最近因为双减政策的影响，学⽣的作业也在逐渐

减少，所以我猜测今后⻘少年⼈群，在商场的消费可能性会变得更⼤。  
 
桥本社长：是的，补习的⽅向也会转向⾳乐，⽂化，⻘少年⼀代的消费会变得更加有潜⼒。
另外年纪更⼤⼀点的世代，不同世代之间的代沟还是挺⼤的。以现在的六⼗到七⼗岁⼈群的外
表和兴趣，还有健康状况为基准，⼋⼗年代出⽣的⼈进⼊六⼗岁，还需要⼆⼗年，所以到时候
⼋⼗年代出⽣的⼈进⼊六⼗岁之后和现在的六⼗岁⽼⼈的⽣活想必会不太⼀样，现在消费的



主⼒⼤概是从⼆⼗多岁到四五⼗多岁的⼈群，但是到了 2030年后这个范围应该还会扩⼤，在
⼈⼝减少的趋势下，这个范围还会向上向下都扩⼤⼗岁左右。随着更多的群体逐渐成为消费的
主⼒，我们的商业机会可能也会扩⼤。 
 
⾼⼝先⽣：确实，中国的世代变化要⽐⽇本快得多，真是让⼈⾮常震惊，正如桥本社长所说，
消费主⼒⼈群不断扩⼤，在扩⼤之后，中国和⽇本会变得更加相似，这样⼀来⽇企就容易适应，
也可以更好地和中国⼀起去思考解决的策略和⽅针。  
 
桥本社长：确实，正如您所说，中国现在代际的变化⾮常剧烈，不仅仅是现在的情况，还有
将来会发⽣什么变化，都必须提前想好，在这种情况下，⽇本才能够及时给出解决问题的策略 
 
⾼⼝先⽣：虽然今天时间很短暂，但还是听到了很多有趣的话题，让我⾮常期待以后的发展。
贵公司的开放式创新活动，将会从今天开始，⾮常期待半年后或是⼀年错过，希望今后还有机
会能够向您请教，今天真的⾮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