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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观察

美国政府停摆 经济代价高昂

□本报记者 杨士龙 纽约报道

到17日， 美国联邦政府部分机构已 “停

摆” 27天，继续刷新联邦政府关门历史最长纪

录。白宫与国会民主党之间的预算僵局仍未有

任何打破的迹象，政府无法正常运转给美国经

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累积。

受“停摆” 冲击最直接的是约80万联邦

政府雇员的工作和收入，然后是约400万与政

府合作的私营承包商， 部分政府职能无法运

行、 其他政府支出无法执行等所造成的显性

损失。

总 部 设 在 纽 约 曼 哈 顿 的 分 析 公 司

Crain's160� and� Enigma说，联邦政府关门以

来，仅在纽约的联邦雇员因拿不到工资已遭受

1.14亿美元损失，这些雇员整体平均每秒损失

52美元。 该公司表示，这个数字是根据全国性

数据分析得来，可能不够准确，但足以反映联

邦雇员所受影响之重。美国劳工部17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在截至1月5日的一周里，共有超过1

万名联邦雇员申领失业救济，而去年12月底这

个数字还不到5000人。

政府关门对美国正常商业活动的影响已

开始显现。 比如，企业上市和并购交易审核被

推迟，很多公司无法获得产品销售许可，旅行

延误，小企业无法从美国小企业管理局获得援

助等。达美航空首席执行官爱德·巴斯蒂安说，

因为乘机旅行的政府承包商减少，政府关门一

个月将对该公司造成2500万美元的营收损失。

美国国内最大游说团体美国商会已致信美国

国会议员， 强烈敦促美国国会和政府解决僵

局，让政府重新恢复运转。

美国地方政府很多需要联邦政府拨款的

日常服务也被波及。 纽约市长比尔·德布拉西

奥17日表示， 如果联邦政府停摆超过3月1日，

纽约市一个月的资金缺口将达5亿美元， 城市

自有资金根本无法填补，诸多城市服务、福利

项目将无以为继。

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将受到拖累。

《华尔街日报》本月初对70多名经济学家进行

的调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速预计

将放缓至2.2%，如果政府“停摆” 继续，一季度

经济增速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近日对媒

体表示, 担心如果政府关门持续到一季度末,

那么该季度整体经济增长会降至零，此前的预

测为2.5%。白宫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则估计，

政府每停摆一周， 一季度经济增长将被拉低

0.13个百分点。

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11日发布预

测，美国政府“停摆” 已造成36亿美元经济损

失，如果“停摆” 再持续两周，经济损失将超过

60亿美元，而特朗普总统要求的修建美墨边境

墙费用才不过57亿美元。有美国媒体不无黑色

幽默地说，政府开门比关门要省钱很多。

不少经济学家担心的是，持续的政府关门

正给投资者和消费者营造一种 “不确定性” ，

这对美国经济的潜在危害更大。

“拿不到薪水的联邦雇员只是 （政府关

门）拖累经济的冰山一角，” 2月版《财富》杂

志在《关门的代价》一文中表示，“其他‘晴雨

表’ 包括机场延误和IPO戛然而止，它们在提

醒我们，我们的商业运作状态不佳。 最近消费

者信心下降表明，在一个经常阻止公务员服务

公众的制度中， 信心受到侵蚀带来的连锁反

应，才是一个可能变得无法估量的代价。 ”

进驻中国20年 星巴克直面“绝地求生”

□本报记者 倪伟

至2019年1月11日，来自西雅图的咖啡巨头

星巴克进入中国市场已整整20周年。20年间一直

稳坐中国咖啡“一哥”宝座的星巴克却在2018年

三季度财报中销售额出现9年来第一次负增长，

且利润率也显著下降，中国市场成为该季度其全

球表现最差市场。 与此同时，在消费升级带动下，

瑞幸咖啡、连咖啡等新兴咖啡品牌自2018年以来

大幅扩张并抢夺客户。

高盛近日发表研究报告称，因担忧中国市场

未来表现，唱空星巴克股票。这个进驻中国20年，

曾经“躺赢” 的咖啡巨头如何在内忧外患下“绝

地求生” ，成为市场焦点。

成为霸主

1999年1月11日， 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

星巴克在中国的首家店铺开业。彼时由于中国人

对咖啡的认知还停留在雀巢速溶上，以及当时约

20元一杯的高昂价格， 导致星巴克门店生意清

淡。 从1999年在北京开出第一家店起，星巴克在

中国整整亏损了9年。

但亏损并没有阻挡星巴克的扩张步伐。 继北

京之后，2000年5月，星巴克先后进入香港中环交

易广场和上海淮海路力宝广场，这意味着星巴克

打定主意在中国走高端路线，从商务人士、白领

开始，培育第一批核心用户。

事实上这也符合星巴克一贯的扩张逻辑。早

前星巴克创始人霍华德·舒尔茨提出 “第三空

间” 概念，把咖啡店视为家与办公室以外的社交

场所，这使得星巴克在扩张初期深受那些受过高

等教育、拥有一定购买力、对社交及生活品质有

所要求的精英人士的追捧。此后星巴克在更多层

次的消费者中站稳脚跟。

财报显示，开业前十年，星巴克在中国门店

数增长不到350家， 而到2013年数量增至700

家 ，2014年 1017家 ，2015年 1367家 ，2016年

1811家，2017年2382家。 如今星巴克在中国150

多个城市有超过3600家门店。 星巴克计划在

2022年在中国开满6000家门店， 这就意味着每

15个小时要开一家新店。 中国已成为仅次于北

美地区的第二大市场。 星巴克用20年彻底打开

了中国咖啡市场。

“一哥” 折戟

中国人对咖啡的认识，很大程度来自星巴克

的培育。

根据星巴克历年财报显示，其在中国/亚太

区的经营利润率从 2010年到 2014年皆保持

30%以上的增长率。 欧睿国际数据显示，2017

年星巴克在中国咖啡服务的市场份额达

58.6%，门店数占连锁咖啡店总数的61%，均保

持绝对领先地位。

但进入2018年市场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星巴克在原本强劲增长的中国市场遭遇瓶颈。 最

新一季财报（2018年第三季度）显示，其全球同

店增长率从3%下调至1%，创近9年来最低值。 而

在中国/亚太地区， 星巴克的营运利润率已经从

26.6%降至19%， 中国区门店同店销售额也同比

下降了2%。 且三季度中国市场同店增长率为负

数， 这是星巴克在中国市场9年来第一次出现负

增长，中国市场成为其全球表现最差市场。

业内人士称，高层离职、市场饱和、成本攀升

和同业竞争，是造成“一哥”折戟的重要因素。

2018年6月26日，星巴克执行董事会主席霍

华德·舒尔茨辞去执行董事会主席和董事会成员

职务。 失去“灵魂人物” ，市场对星巴克前途的担

忧情绪升温。

同时，星巴克的“大本营” 美国市场出现明

显饱和迹象，这直接导致公司决定在2019财年关

闭150家美国门店。

而在中国， 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房租和人

力成本快速上升，导致运营成本攀升，但星巴克

并未调整售价， 这直接导致利润空间缩小，从

2015年起利润率已降至20%左右。虽然同店销售

额仍保持每年6%以上的增长， 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利润率下降带来的损失，但进入2018年，由于

市场出现饱和迹象， 同店销售额也开始连续下

滑，2018年第一季度仅增长5%， 第二季度不到

4%，第三季度竟是负增长。 销售和利润率双双下

滑，导致中国市场第三季度表现惨淡。

此外，随着消费升级，对中国人来说，星巴克

已经慢慢脱离轻奢标签，而新的竞争对手又兵临

城下，无论是咄咄逼人的瑞幸咖啡，还是层出不

穷的各种精品咖啡，都让星巴克这位“老大哥”

略显疲态。 除拥有忠实用户群的Costa咖啡和太

平洋咖啡，仅2017年底成立的瑞幸咖啡目前已扩

张约2000家门店， 而星巴克近20年扩张了3600

家。 瑞幸咖啡还推出旗舰店、快取店、厨房店、悠

享店等多功能咖啡店， 以提高消费者的线下体

验，削弱星巴克对线下消费者的影响。 这些对星

巴克来说，都是致命打击。

绝地求生

本周，高盛将星巴克评级从“买入” 下调至

“中性” ，理由是担忧其在中国市场的表现，高盛

同时还将星巴克目标价从75美元下调至68美元。

此前苹果因为在华业绩增长放缓，高盛刚刚下调

其目标价。 高盛称，预计下一个在中国市场倒下

的巨头可能是星巴克。

事实上， 星巴克早已经感受到竞争压力，从

2016年起就开始积极求变，试图“绝地求生” 。

2016年12月星巴克接入微信支付，9个月后

又接入支付宝支付，并在2017年与微信携手打造

全新的社交礼品体验“用星说” 。 2017年星巴克

还推出第一款产自中国的咖啡豆———星巴克云

南咖啡豆，以更加贴合中国本地市场，这一系列

举措保证星巴克2017年有6%以上的增长。

进入2018年，星巴克与雀巢合作，将零售业

务打包交给雀巢，以收缩产品线，扭转利润率颓

势。 同年，在美国缩减门店的同时，却在中国讯猛

开店，以期快速抢占潜在市场。 2018年11月6日

起，星巴克悄悄地给绝大多数咖啡饮品提价1元，

由于调价幅度较小，消费者敏感度不强，此次调

价有助于利润增长，且未对销量产生明显影响。

在渠道方面，2018年星巴克不仅设立上海烘

焙店和北京甄选店，选用更高级咖啡豆，让客户

可以自己手冲泡制咖啡，并增加了茶、酒等产品；

星巴克又与阿里合作，接入“饿了么” 开辟外卖

市场，极大地扩展了星巴克的消费群。 据专业机

构估算， 如果外卖业务能为星巴克门店带来5%

的收入增长， 那么单店营业利润提升比例将达

16.3%，短期内会更加巩固星巴克的霸主地位。

但让人扼腕的是，星巴克2018年三季度仍未

扭转颓势，市场担忧其四季度财报数据会进一步

下滑。 不过销售额负增长并未影响星巴克的扩张

计划，星巴克表示，计划在2022财年底，实现门店

数6000家的目标。

业内人士表示， 星巴克未来不会选择价格

战来赢得市场， 但它需要找到更多吸引消费者

的东西。 下一个20年，星巴克或将瞄准中国三四

线城市。

■ 海外夜话

英国要“脱欧” 车企最焦虑

□本报记者 孙晓玲 伦敦报道

英国“脱欧” ，哪个行业最焦虑？排在第一

位的，恐怕是汽车行业。

2016年6月，英国宣布“脱欧” ，使得捷豹

路虎首席执行官施韦德辗转难眠。和他一样忧

心忡忡的，还有宝马、本田、标致雪铁龙、福特

等一系列在英车企的首席执行官。

“脱欧”意味着什么？会有关税吗？通关手

续复杂吗？ 双方标准互认吗？ 这一系列未知的

答案，盘旋在每一位决策者的头顶。

两年过去了，施韦德的担忧变成噩梦般现

实———“脱欧” 僵局继续，而公司2018年裁员

1500人；上周又宣布裁员4500人，占英国工人

总数的10%；未来18个月，还要削减开支25亿

英镑（约合217亿人民币）。

捷豹路虎如此，其他在英车企的日子也不

好过。

标致雪铁龙公司正在考虑“脱欧” 后关闭

英国埃尔斯米尔港和卢顿的两家工厂；日本丰

田汽车公司去年9月表示， 如果 “无协议脱

欧” ，丰田在英工厂将暂时停产；宝马公司高

级主管斯蒂芬表示，进口零件业务的推迟最终

可能导致某些工厂倒闭；美国福特公司因欧洲

业绩下滑以及担忧供应链受影响，上周宣布在

欧裁员数千人，并可能关闭工厂。

如果说老板担心的是关厂，那么对员工来

说，焦虑的则是失业。

捷豹路虎有约40000名员工；丰田在英国

中部德比的工厂有2500名员工；宝马在牛津有

约8000名员工；福特约1.2万名员工；标致雪铁

龙约3000名……汽车行业对于英国来说，意

味着超过85.6万个就业岗位， 每年约202亿英

镑的盈收，占英国GDP3%的产值。

这样一个庞大的行业，如果不能在关税、

标准、通关等方方面面进行明确，打消疑虑，

会带来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 并深度重

伤英国经济。

英国汽车行业协会———英国汽车制造商

与经销商协会(SMMT)表示，“脱欧” 的每一

步都牵动着他们的心。

2018年11月15日，“脱欧” 协议刚刚获

得内阁通过， 其首席执行官迈克·霍斯随即

发表声明，“这只是第一步，我们需要的是确

定性” 。

2018年12月20日，面对拖延的投票时间，

迈克·霍斯再次发声，“无协议脱欧” 将给英

国汽车带来不可逆转的灾难性后果， 甚至被

摧毁。

就在今年1月15日， 协议被议会否决后半

小时，迈克·霍斯旋即表态，“目前已到悬崖边

缘，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无协议脱欧’ ” 。

英国汽车行业到底在担心什么？是什么让

他们如此焦虑？

一是关税。 目前，英国与欧盟各国之间是

零关税政策。 脱欧之后，如果遵照现有WTO

准则，英欧间进口零部件或征收3%关税，进口

整车将征10%关税。 目前， 英国生产的整车

80%用于出口， 其中接近60%出口至欧盟各

国。 从谈判看，英国很难像期盼的那样实现零

关税。

二是效率。包括捷豹路虎、日产、福特等车

企在英国具有整车制造能力，但却需要从欧盟

进口零部件。 目前，大多数工厂采用低库存的

“准时制” 生产方式，如果港口、高速公路堵塞

或通关繁琐、关卡过多、时间过长，都意味着延

迟交付，整个行业将难以高效运作。 最坏的情

况下，装配线可能停产。

目前，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ACEA）正

在积极呼吁英欧之间简化关税流程，尽快制定

相关制度，包括车辆审批、排放标准、关税等，

以防止整个欧洲汽车业遭受灭顶之灾。

根据SMMT今年1月7日公布的最新数

据，2018年英国全年新车销量比上年下滑

6.8%，为5年来最低。 其中，柴油车销售大幅下

降29.6%。

据行业人士预估，“脱欧” 或使英国汽车

业蒙受超70亿英镑的盈利损失，“无协议脱

欧” 可能会给英国车企增加至少50亿英镑的

关税。

1月15日，“脱欧”协议被否决，特雷莎·梅

的新协议会不会再被否？ 距离2019年3月29日

原定“脱欧” 的日子越来越近，车企老板们的

焦虑情绪正不断加重。

■ 海外观察

“世界银行，美国行长”

□王亚宏

2018

年

11

月

6

日，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在

北京发表一场主题为可持续发展与公共卫

生的演讲。在不到

10

分钟的演讲中，

60

岁的

他语音低沉，颇多停顿，显得有些疲惫。 两

个月后，传来金墉离任消息，他将提前三年

多结束在世行的任期。他将于

2

月

1

日离职，

转投一家总部设在纽约专注发展中国家基

础设施投资的私募基金。

世界银行

70

多年的历史中前后有

12

任

行长，金墉是最有特色的一位。他的前任不

是纽约的银行家就是华盛顿的政客， 而金

墉则是公共卫生专家和一所名校的校长，

他之前曾是达特茅斯学院校长， 并担任过

世界卫生组织

(WHO)

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

项目负责人。 然而这位非典型性行长却没

有给臃肿的机构带来一股清流， 反而是在

干了六年多离职后， 成了和前任们类似的

人，在华尔街找了份薪水丰厚的新工作。

由于金墉挂冠而去， 世界银行不得不

紧急寻找继任者，要赶在

4

月初世行春季会

议召开前选定新行长。 世界银行行长传统

上是由美国政府提名的美国人担任， 由于

美国在世行拥有占掌控比例的投票权，因

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继任人选有很大影

响力。 尽管如此，世界银行

189

个成员国中

的部分国家可能会提名其他候选人。 虽然

最后大概率会产生第

13

位美国人来领导这

个机构，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在履新路

上将面临比任何前任更大的挑战。

挑战的直接原因是世界经济格局多

元化。 在新兴经济体日益壮大的情况下，

“世界银行，美国行长”这一不成文的规定

正在经受越来越大的考验。 其实，韩裔美

国人金墉

2012

年首次被提名时就不得不

面对来自尼日利亚财长恩戈齐·奥孔约·

伊维拉和哥伦比亚前财长何塞·安东尼

奥·奥坎波的竞争。

单从履历上看， 两位来自新兴市场的

候选人更适合领导这个国际多边开发机

构。 尤其是尼日利亚的伊维拉曾任世界银

行的常务副行长， 对世行运作机制了如指

掌， 她还拥有在最具挑战性的发展中国家

制定政策的实际经验， 她的反腐经验也将

有助于遏制世行资金滥用。 但这些优势都

不足以抵消金墉“美国户口本”的优势，最

后伊维拉只能感叹“谁都知道，这件事不是

真正择优决定的。 这场投票是由政治分量

和投票权重决定的， 所以美国推举的候选

人会胜出。 ”

来自新兴市场的竞争者批评世行行长

遴选过程并非完全 “公开、 透明和择优决

定”。而在时隔

6

年之后，这一情况能有所改

善吗？至少，来自内外部的变化在促使这种

改善发生。和

2012

年相比，目前新兴市场在

全球经济格局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世行内

部也有求变的声音。 两年前世行员工联合

会领导人曾给世行董事会发送一份公开

信，其中写道：“世界变了，我们也必须随之

改变。除非我们重新考虑游戏规则，否则世

界银行集团面临着变成国际舞台上的过时

产物的切实可能。 ”

在信中，世行员工联合会表示，现在是

时候由一位非美籍人士来领导这家银行

了。 “我们宣扬良好治理、透明、多样性、国

际竞争及择优选取等原则。遗憾的是，以往

任命世界银行行长时， 这些原则一条也没

被遵行。相反，我们接受了几十年的幕后交

易，连续

12

次选择的都是美国男性。这种情

况必须改变。 ”

现在到了第

13

次选择的时候， 结果会

有什么不同吗？ 其中最大变数并非来自世

行内外，而是大股东美国政府。明年是美国

的大选年，民主共和两党竞争激烈，一些挑

战者已浮出水面。 争议颇多的特朗普总统

将连任作为最大目标， 一切政治决定都将

服务于并有利于其竞选连任， 世行行长的

提名自然也不例外。鉴于特朗普一直对“美

国优先”津津乐道，如果丢掉世行行长任命

这块“自留地”，对其政治声望将是一大打

击。虽然在过去两年多里，美国在多边国际

组织中已屡次“退群”，但世界银行和其他

组织不同，是美元体系的两大支柱之一，美

国不会轻易放弃， 特朗普会牢牢控制这一

职位的任命。

但另一方面，美国的单边主义或引发

其他国家对世行行长任命的不满。虽然欧

洲已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高职位和

美国做交易，但其他国家会将反对美国人

选作为对特朗普单边主义的一次不信任

投票。 尽管这种不信任投票也许是徒劳

的， 但其中蕴含的改革情绪会被积攒下

来，在新的改革点上酝酿爆发。 毕竟不管

什么人担任下届行长，改革都是绕不开的

议题。

其实世行改革议题已存在多时。

2012

年

3

月，刚成为行长候选人的金墉曾描绘一

幅他心目中的世行蓝图，他称“一个面临非

凡机遇的时代需要一个非凡的全球机构。

我们应把世界银行建设得更富有包容性、

更有响应能力、 更开放。 而这需要各国政

府、私人部门和社会团体合作。 ”但直到离

任，他的蓝图仍停留在纸上。

更可怕的是，目前仍看不到改革希望。

世界银行已经浪费了六年多时间， 作为布

雷顿森林体系为数不多的遗产之一， 这个

机构没有太多时间去浪费， 留给世行的时

间不多了， 但愿这次行长甄选可以成为变

革的开端。

■ 海外选粹

硅谷最有影响力的人

亿万富翁孙正义拥有一个人工智能理想国的愿景，

在这个国度里，机器人掌控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如今他正

斥资成百上千亿美元以期实现这一梦想。

作为创始人，孙正义几近四十年来引领软银集团，一

直致力于网络和电信业的风险投资。 两年前，他创立了愿

景基金，用以支持全球各地的高科技创业公司。他相信，设

立这一投资基金将激发新一轮数字行业的巨变。他也史无

前例地将公司、自身名望及财富全都押宝到该基金上。

愿景基金近期公布的投资项目涉及多种行业， 包括

向一家印度酒店业创投企业投资

10

亿美元， 向两家房地

产业的“扰局者”各投入

8

亿美元，向一家巴西快递公司投

入

1

亿美元，并向中国科技创新企业字节跳动公司投资约

30

亿美元。与此同时，孙正义与他的合伙人还将发布第二

轮总计

1000

亿美元的投资计划。

愿景基金的这一系列大手笔投资颇令人瞠目结舌，

其对创业公司的最低投资额已突破

1

亿美元， 而该基金自

2016

年

10

月创立以来，短短两年投资总额已超过

700

亿美

元。 此外，

61

岁的孙正义还通过软银或其他渠道向其本人

青睐的一些知名科技企业伸出橄榄枝，比如通过组合金融

工具向优步、众创空间等共享公司投入共计

200

亿美元。

在业内人士看来， 孙正义的投资路径和投资偏好颇

显诡异。上述投资还激发硅谷资本开始蠢蠢欲动。早几年，

在硅谷，数十亿美元的风险投资也曾是稀松平常。如今，人

们关注的焦点是，孙正义的下一个投资目标是什么？

在孙正义看来， 由电脑掌控这个星球会比人类更加

智慧。未来学家雷·科兹威尔曾预测，到

2040

年，电脑便会

掌管地球。不过愿景基金有望将这一时间提前。孙正义正

以前所未有的资本数额投向致力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优化

的公司和创业者， 这些公司所涉及的行业从房地产到食

品直至运输，不一而足。

孙正义于

2010

年在一次投资者见面会上， 首次详细

阐述了他对未来世界的愿景。 他用幻灯片向人们展示了

芯片如何植入人类大脑、 克隆动物以及人类与机器人共

度情人节等场景。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由机器主导

的未来世界十分可怕，甚至反对这种理想国。但孙正义认

为，机器人能让人类更趋健康和快乐。 他一直坚称“我有

一个三百年计划”。而孙正义是少数几个能对未来科技产

生全球影响力的人物。

孙正义的愿景基金自创立以来，从中东王室到苹果、

富士康、高通等科技巨头纷纷成为该基金的投资者。在孙

正义看来，这是因为“下一阶段的信息革命正在进行，而

要构建新的产业并实现目标， 需要空前规模的长期投

资。 ”如今，他已准备好“全面突击硅谷的心脏”。（石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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