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阪方言讲冷笑话：“筋斗云没油

了？俺老孙给你叫辆飞行出租

车！”现实是中国的电动直升机

真的可以载着游客俯瞰大阪湾。

与之相对应的，日本馆宣称

展示“飞行汽车”“火星陨石”

等尖端科技，但实际展品多为概

念模型。例如飞行汽车仅限无人

展示飞行，而“火星陨石”展览

被指与 1970 年“月球石”展陈

雷同。日本媒体不无苦涩地表示，

“我们的飞行器还在漫画第 58

页”……不少外媒批评，“日本

试图通过世博会展示技术实力，

但飞行汽车、机器人等展品缺乏

实用性，暴露其创新陷入‘实验

室陷阱’，忽视了人性化设计和

社会需求”。

热度不再背后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数据显

示，世博会人均消费需达 3 万日

元才能回本，但天价门票（成人

7500 日元）与体验严重失衡。

多数外国游客将世博会视为“高

价打卡地”，而非文化交流平

台。社交媒体上“大阪世博会失

败”话题阅读量超 2 亿次，特别

是开幕式首日的负面口碑传播，

使得大阪世博会很难吸引到更多

游客，热度也随之下降。

日本杏林大学特任教授刘迪

指出，信息时代的到来极大地改

变了人们获取科技信息与体验的

方式。在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普

及的今天，公众可以轻而易举地

在第一时间获取全球最新科技动

态，虚拟现实、元宇宙平台甚至

能模拟出接近实境的科技体验，

人们无需亲临现场，即可“沉浸

式”了解世界前沿成果。在这样

的语境下，传统意义上的世博会，

其“展示未来图景”的核心功能

正在逐渐被边缘化。

与此同时，科技成果的发布

与传播正变得日益专业化与碎片

化。从苹果的年度发布会到消费

电子展（CES）、人工智能大会、

可持续发展博览会等，各类专业

展会频繁举办，不仅传播效率更

高、目标受众更精准，也逐步分

流了原本集中于世博会的注意力

与资源。这使得世博会这种“大

而全”的展示机制，面临越来越

多的功能性挑战与观念上的替代。

刘迪教授特别提到，相较

于 2021 年在阿联酋迪拜举办的

世博会，此次大阪世博会在策划

理念与社会动员方面的落差也十

分明显。迪拜世博作为阿拉伯世

界首次举办的世博会，主办方借

助“后疫情时代”的复苏愿景，

以“联动思想、创造未来”为主

题，积极运用数字化手段吸引全

球目光，展馆设计新颖，主题突

出，还举办了大量音乐、文化、

科技融合的活动，最终吸引了超

过 2400 万人次参观，达成了相

对理想的国际传播效果。而大阪

世博会至今在国际宣传方面声量

不大，不少海外国家的参展进度

滞后，就连日本国内多数市民也

表示“感受不到气氛”，“不了

解主题”。

这背后，除了全球经济形势

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出行谨慎”

心理，也与日本本国的结构性问

题密切相关。近年来，日本经济

陷入长期低增长，通货紧缩与财

政赤字交织，社会信心不足。少

子老龄化严重，不仅影响消费与

劳动力供给，也造成国家在科技

与产业创新上的持续疲软。在人

工智能、电动车、太空开发等领

域，日本在全球的“存在感”正

逐渐减弱，使得国民对“展示未

来”的信心大打折扣。

刘 教 授 进 一 步 指 出， 与

1970 年大阪世博会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彼时的日本正处于“高

度经济成长期”，新干线、彩电、

机器人等前沿技术汇聚一堂，展

示了日本的“技术奇迹”，成为

国家集体记忆中的高光时刻。而

如今的 2025 年大阪世博会却面

临着预算超支、工期延误、场馆

争议等重重问题。“这不仅是一

场世博会的挑战，更是日本在面

对时代变局时的一场集体考验。”

刘迪教授总结道，“如何重塑国

家愿景，激发社会创新，赢得民

众的共鸣，或许比举办一场世博

会本身更加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