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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观察

长寿的财务代价

□金旼旼

人越来越长寿，这是社会发展和医疗进

步带来的可喜成就；但和长寿相伴而来的财

务问题，却成为日益困扰政府和家庭的头疼

难题：长寿是有代价的，目前的财务安排很

可能无法应对快速提升的预期寿命。

随着细胞技术、 基因技术等前沿医疗

技术取得突破，在可见的将来，人类生命的

极限很可能获得极大延长。

2017

年英国两

位投资界大佬吉姆·梅隆和阿尔·沙拉比合

写了本书《恢复活力：投资于长寿时代》，预

计未来

20

年内发达世界平均预期寿命将上

升到

110

岁至

120

岁。

在全球预期寿命最长的日本， 目前两

性平均预期寿命是

83.7

岁， 其中女性更是

达

86.8

岁。 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

题研究所预计， 到

2050

年日本百岁人口将

超过

50

万人；而

2014

年出生的日本人，将有

一半会活到

109

岁。

人类进入“百岁时代”，从医疗技术上

来看或许真的不再是奢望； 但从财务上来

看，在“百岁时代”如何体面地生活却很可

能是种奢望。

对政府来说，居民寿命的提升速度显然

超出了养老金制度的设计极限。日本政府上

世纪

60

年代制定养老年金制度时，日本人均

寿命约

65

岁，因此日本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把

预期寿命定在了

75

岁，而如今日本人均预期

寿命已超出当时预估的近

14

年。

目前， 日本包括养老和医疗在内的社

会保障开支占到政府总开支的约三分之

一，并且其比重仍在持续提升。日本公共债

务占

GDP

的比重已超过

220%

，在所有发达

经济体中高居第一。可以说，日本政府在财

务上已经不堪重负。

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 政府的养老金

缺口必然将越来越大。为此，日本政府正考

虑将领取国民年金（公共养老金）的年龄从

目前的

65

岁推迟到

70

岁； 同时日本政府还

在按计划分阶段提高消费税来充实财政。

对个人来说， 政府推迟退休年龄意味

着所能领到的退休金更少， 而提高消费税

则导致开支增加， 两者叠加意味着个人获

得的实际养老待遇下降。事实上，这不仅是

日本的问题，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居民都

面临实际养老待遇持续下降问题。

因此， 在退休前个人和家庭都必须要

做好充分的财务安排。 笔者曾在东京与当

地朋友做过不少这方面交流， 很多人都觉

得除了养老金外，还得有一亿日元（约

600

万人民币）存款，否则退休后的生活品质就

会大幅下降。

普通日本人的养老金包括三部分：其

一是覆盖全体国民的国民年金， 只要缴满

25

年，

65

岁以后便有资格领取。 目前，这部

分国民年金的平均提取额大约为一个月

6

万日元左右（约

3600

元人民币）。

其二是覆盖大企业员工的厚生年金和

覆盖公务员的共济年金， 这部分年金相当

于是大型企业和国家机关给予员工的额外

退休保障，

2015

年厚生年金平均领取额为

14.5

万日元（约

8842

元人民币）。

其三是非强制性的企业和个人年金，

这部分退休金只有顶级企业和富裕的个人

才能享有。上述三种年金犹如金字塔结构，

人数最少的第三层退休者待遇最好， 而覆

盖全体国民的第一层待遇最低。

此外， 日本大企业和公务员在退休时

还能拿到一笔一次性退职金， 一般在

1500

万到

2500

万日元之间 （约

90-150

万人民

币）。 而服务业员工、私营业主等都是没有

这笔收入的。

假设丈夫是大企业员工， 享有国民年

金和厚生年金，

65

岁退休至

85

岁去世，这两

部分年金大约可领取

5000

万日元， 再加上

2000

万退职金， 总计将有

7000

万日元（

420

万人民币）收入。

夫妇二人组成的普通日本家庭每月维

持生活的最低开销约

25

万日元， 那么一年

至少需要

300

万日元，

20

年至少需要

6000

万

日元（

360

万人民币）生活费。 也就是说，一

个典型的日本中产阶级员工退休后， 其退

休金也只能勉强维持日用开销。

日本放送协会（

NHK

）曾拍过一部讲述

退休长寿老人生活的纪录片《人生果实》，其

中丈夫是大学退休教师，每个月的退休金高

达三十多万日元，并且夫妇两人很早就有自

己的独栋住房。 但即便如此，到了

90

岁时夫

妇两人几乎将值钱的东西变卖一空了。

要知道，在日本绝大多数人是不可能获

得上述高昂退休年金的，尤其是那些一辈子

在小企业或者在餐厅、 便利店打工的普通

人，能到手的只有每月

6

万日元的国民年金。

上述开支仅计算了日常生活，旅游、购

物、疾病等都会大幅增加开支，同时，上述

计算还没有考虑住房开支， 即默认退休者

拥有住房并已还清按揭贷款。

更重要的是， 在日本养老还有一个特

殊优势， 即日本上世纪

90

年代初泡沫经济

破灭以来几乎没有通货膨胀。 也就是说，

1990

年时为退休所存的

1

日元，在近三十年

后的今天，购买力几乎相差无几。

上述一切，都是建立在今天的预期寿命

上的，如果未来人类迈入“百岁时代”，寿命

再增加

20

年，对财务的考验将难以想象。 从

医疗技术角度来看， 长寿是人类进步的表

征；但从财务角度来看，长寿却可能是贫困

的代名词。 要解决这一问题，人类社会还需

要发展出创造性的财务管理技术才行。

︽

经

济

学

人

︾

■ 海外选粹

原油觉醒

在美

国这个世

界最大的

经济体及

第二大污

染源国，

气候变化

已成为令

人难以忽

略的问题。

极端天气

变得愈加

频繁。

去年

11

月 ，森

林火灾吞

噬了加州多个地区；不久前，芝加哥的极端低温甚至

低于火星。科学家们更加迫切地敲响警钟，人们越来

越意识到气候变化并非伪命题， 而是真实存在的客

观事实。 许多行业已开始做出调整，仅去年，全美就

关闭了大约

20

个煤矿。 基金经理们更是激励各企业

环保化， 沃伦·巴菲特一度向清洁能源业投入

300

亿

美元，马斯克则计划在美国生产更多的电动汽车。

但在一片崇尚环保的呼声中，始终存在一个不

和谐的事实，即全美乃至全球的石油需求正不断上

升，能源行业计划投入数万亿美元满足这一市场需

求。 这其中，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首当其冲，并因此

招致环保人士的批评。 该公司计划到

2025

年比

2017

年多生产

25%

的石油和天然气。 果真如此，即使其

他石油企业仅保持适度增长，其产量也会对全球气

候造成灾难性影响。 而埃克森美孚认为，市场本身

并不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政府强有力的行动才是

必需。

二十世纪占据行业主导地位的五大能源公司雪

佛龙、埃克森美孚、荷兰皇家壳牌、英国石油及道达

尔的影响力甚至已超过一些小国。 尽管目前其实力

已有所削弱， 五大公司仍占据全球石油天然气产量

的

10%

，其上游投资占比更达

16%

。 同时它们还为规

模较小的私营能源公司定下发展基调， 而后者投资

占比已达到四分之一。另一方面，数以百万计的养老

金领取者及其他储户也在依赖这些公司利润。 据统

计，在欧美市场，支付最多股息的

20

大公司中，五大

石油巨头占了四个。

2000

年，英国石油一度承诺未来发展战略会“超

越石油”，表面看，也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进入

21

世

纪以来， 各石油巨头众口一词支持巴黎协定以遏制

气候变化，并纷纷向可再生能源行业投资，比如太阳

能。壳牌石油近期还声称将减少其产品的排放量。但

最终判断一家公司的是行动而非言辞。

据埃克森美孚预测， 全球石油天然气需求将在

2030

年增长

13%

。不只是埃克森美孚，其他四大巨头也

纷纷预期将提高产量。 当前整个行业都热衷于投资上

游开采项目，从德州的页岩到高科技的深水井，不一而

足。各石油公司还纷纷直接或间接游说、反对政府部门

提出的限制排放的措施。糟糕的是，根据政府间气候变

化委员会的评估，为阻止地球温度上升过快，到

2030

年，石油天然气产量应减少

20%

，到

2050

年减少

55%

。

当然，各能源公司的所作所为并非故意为之，它

们不过是在回应市场而已。 毕竟当前石油公司的收

益高于可再生能源公司。 同时全球石油需求每年增

长

1-2%

，相当于过去五十年的平均水平。（石璐）

■ 海外传真

英国为何如此看重中国

□本报记者 孙晓玲 伦敦报道

刚刚过去的春节， 英国政治家们的表现很

不寻常。 他们争先恐后地表达祝福，给遥远的中

国人民拜年。 唐宁街10号， 早早地贴上了红对

联；各地的庆祝活动盛况空前，不计其数。

此刻，距离英国“脱欧”的日子，只有不到50

天了。 为什么忐忑不安的政客，却在此时如此看

重中国？ 答案是：英国人太务实，而中国太重要。

看看2018年英国的经济数据吧。 全年GDP

增长仅为1.4%，是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2019

年的经济预测为1.2%，比2018年还要低。同时，服

务业、工业、建筑业产出等均出现下滑。 央行利率

维持0.75%不变，原本的加息节奏已经停止。全国

经济都紧盯一件事———“脱欧” 。

“硬脱欧” ？“无协议脱欧” ？“软脱欧” ？即

使只剩一个多月，结局还是那样未知。 唯一清楚

的是，党派争斗从未停歇。 正如《金融时报》评

论的那样，“无协议脱欧” 对国家和人民很糟

糕，但对政客个人来说，很多结局比这更糟糕。

事实是，不管“脱欧” 结局如何，不论哪个

党派上台， 也不管谁当英国首相， 这一曾经的

“日不落帝国” ， 已不再甘心待在欧盟之中；他

们重返世界中心的雄心， 又一次被燃起。 而中

国，这一位居世界第二的超级大国，是他们能否

东山再起的关键。

国际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近日发表演

讲，再提那句名言“失去帝国的英国尚未找到角

色” 。 他提出要寻求“超越欧洲的世界” 和“脱

欧之后的世界” 。

“全球经济重心，正在从1990年的北美，转

移到2050年的中国和远东。 ” 福克斯说，“虽然

我们仍然期望与北美和欧洲保持主要的贸易伙

伴关系，但东方的增长代表着巨大的机遇。 ”

福克斯表示，据预测，到2050年，包括中国、

印度和土耳其在内的七大新兴经济体， 占全球

GDP份额将从35%左右增加到近50%， 这意味

着超过现在的七国集团。

福克斯说：“到2030年， 中国有220个人口

超过100万的城市。 整个欧洲只有35个。 ”

因此，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中国对英国的

经济贡献举足轻重。

从贸易看，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月11日最新

数据，2018年， 英国对中国的货物进口额为

429.78亿英镑（1英镑约合8.8元人民币），排名

为全球第二；出口额为185.79亿英镑。 其中，英

国对中国货物出口排名第一为原油， 过去5年，

其出口额上涨约18倍。

从金融看， 伦敦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人民币

离岸交易中心。 根据伦敦金融城和中国人民银

行欧洲代表处发布的《伦敦人民币业务季报》，

仅2018年第二季度，人民币日均交易额近700亿

英镑，环比增长13.54%，同比增长32.85%。 与此

同时， 伦敦还是仅次于中国香港的世界第二大

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 当地人民币清算行日均

清算量超过400亿元。

从旅游看， 英国旅游局公布的航班预订数

据显示，2019年1月30日至2月12日期间， 从中

国飞往英国的航班预订量比2018年春节期间增

长24%。 2019年上半年，从中国飞往英国的航班

预订量也比2018年同期增长31%。2019年，预计

中国访英游客数将达48.3万人次， 比2017年增

长43%。 中国游客在英平均花费为2059英镑，是

其他国际游客平均消费额的3倍多。 其中，每22

名中国游客， 即可为英国旅游业创造一个工作

岗位。

从教育看， 根据英国国际学生事务委员会

数据，2016至2017年， 中国在英留学人数超过

9.5万，稳居第一，远超第二位美国的1.76万。 来

自国际学生的收入， 是英国教育出口收入的重

要来源。 2016年，英国教育出口收入接近200亿

英镑，比2010年增长26%。 这其中，中国留学生

贡献巨大。

数字会说话，“利” 字摆中间。 当英国深受

“脱欧” 之累，各项经济数据下滑时，加强与中

国的贸易、金融、旅游、教育等各方面合作，无疑

将带来巨大收益。 这，不但是英国各界的共识，

也是政客们争相拜年的真正原因。

■ 海外夜话

美国同样面临医改问题

□本报记者 刘立伟 休斯敦报道

在美国， 医改是头号热门话题之一。 说到

底，医改的方向是政府节约开支，提升患者满意

度，同时还要让医疗机构欣然接受。 可想而知，

利益集团间的博弈是难以避免的， 其结果最终

将影响政府相关决策。

美国医院分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 其中私

立医院占绝大多数。 私立医院又分营利和非营

利两种，其中非营利占绝大多数。 非营利性私立

医院也通过现代化管理方式追求效率， 力争开

源节流。“开源”旨在吸引社会捐赠，“节流” 即

减少浪费。

在美国现有医疗政策和经济环境下， 医院

和医生之间的关系正呈现出由合作转为雇用的

趋势。 美国医生分全科医生、专科医生和只在医

院行医的医生等。 医院和医生之间发展成雇佣

关系被称为“垂直整合” 。 当然，美国医疗界的

“垂直整合” 不仅限于医院和医生之间雇佣和

被雇佣关系。

与此同时，美国医院的兼并时有发生。 医院

追求做大做强，旨在提高市场集中度，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是增强与保险公司谈判（议价）能力。

美国得克萨斯州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

究所卫生与生物学中心日前发表报告称， 垂直

整合对提升患者满意度效果不明显， 但是医院

集团化却令患者满意度明显下降， 这说明医院

通过兼并做大后， 并没有给患者带来更好的医

疗体验。

美国医生集团也是一个强大的游说机构，

其实力不亚于著名的美国步枪协会。 从美国禁

枪难这一点， 你就明白医生利益难以撼动的原

因。 在美国，医生与医院并不一定是隶属关系。

美国医生可以选择开诊所， 也可以加入某个医

生集团成为会员。

以世界规模最大的得州医学中心为例，这

里的医院、研究所等是非营利机构，但是医院门

诊是市场化运作。 根据医院门诊需求，医生集团

与医院签约， 派驻约500名医生， 另外还有约

4000名个体医生把诊所开到医院门诊区。

因为门诊医生与医院没有隶属关系， 这些

医生也可能在其他时间去其他诊所或医院门诊

上班，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医疗公平。

统计数据显示，从2012至2016年，美国医院

雇佣医生的增长幅度超过63%， 这表明垂直整

合趋势明显。 截至2016年7月，美国有42%的医

生直接受雇于医院，形成隶属关系。

美国医院和医生垂直整合度提升是否影响

医疗公平， 不同的研究结论差别较大。 相比之

下，医院市场集中度有较清晰指标可以衡量。

美国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采用市

场公认的赫尔芬达-赫尔斯曼指数来衡量医院市场

集中度。 研究人员利用美国医院协会每年公布的患

者转诊住院区域调查数据计算出赫尔芬达-赫尔斯

曼指数。通俗地讲，就是计算医院占市场份额的平方

和。例如市场上只有四家同类公司竞争，所占市场百

分比分别为30、30、20和20， 这四个数的平方和为

2600，这就是赫尔芬达-赫尔斯曼指数。

美国司法部去年更新信息显示，赫尔芬达-

赫尔斯曼指数范围从接近0至10000。数值越低，

表明市场集中度越低，相应地市场竞争性越大。

这个指数考虑到了公司规模。 如果市场上有众

多规模相差不多的公司参与竞争，则赫尔芬达-

赫尔斯曼指数就接近0；如果只有一家公司垄断

市场，则赫尔芬达-赫尔斯曼指数为10000。

按美国司法部定义，赫尔芬达-赫尔斯曼指

数在1500至2500之间为中度集中的市场，而数

值在2500以上则属于高度集中的市场。 在高度

集中市场，如果商业兼并导致赫尔芬达-赫尔斯

曼指数增长幅度超过200点，美国联邦政府就会

考虑动用反托拉斯法进行干预。

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的报告显示， 美国医

院的赫尔芬达-赫尔斯曼指数为1524，属于中度

集中市场。 报告建议政府出台措施鼓励医院竞

争，比如降低医疗准入门槛。 较充分的市场竞争

对患者有利， 也有利于医院提高医疗效率。 当

然，医院如何提高对保险公司的议价能力，则是

另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影院版奈飞“熄火” 烧钱圈粉遭质疑

□本报记者 昝秀丽

只需缴纳9.95美元的月费，就可以每天去电

影院观看一场2D电影。 这在每场电影票价在15

美元-20美元的洛杉矶、纽约等大城市，意味着每

月进一次影院就可以回本。这个试图将线上用户

拉回院线的价格颠覆者、 被称为 “影院版Net-

flix” 的美国电影订阅服务平台MoviePass自

2017年持续降低月费后红遍全美。

但好景不长。 MoviePass自2018年7月公司

传出资金链断裂消息后，MoviePass母公司He-

lios&Matheson股价跌至1美元下方， 并长期低

于1美元警戒线， 未达纳斯达克上市标准。 He-

lios&Matheson已于2月12日向纳斯达克递交

退市申请，但仍可在场外市场交易。 MoviePass

跌落神坛后， 其烧钱圈粉的商业模式遭到质疑，

AMC、Cinemark、Sinemia等同业竞争者转而在

提高可持续性和提升观影体验方面下工夫。

打造“影院版Netflix”

MoviePass成立于2011年，2016年之前订

阅基本套餐是50美元/月， 可在所支持影院无限

次观影。在美国，电影票价为平均10美元左右，该

服务适用于每月观看五场以上电影的消费者，核

心服务人群是重度电影用户。

进 入 2016 年 ， 继 Netflix 联 合 创 始 人

MitchLowe成为MoviePass的CEO之后， 公司

战略调整为通过降低会员费赢得用户，并获取用

户数据， 旨在成为美国人出门娱乐的一站式平

台，进而依托广告收入及商家合作佣金实现用户

数据变现。

2017年， 电影行业数据分析上市公司He-

lios&Matheson收购MoviePass51%的股份后，

MoviePass更是有恃无恐，将会员费降至9.95美

元/月。

这一年，美国电影院上座率降至25年来最低

点，票房收入同比2016年下降11%。 MoviePass

试图将线上用户拉回电影院，称美国拥有3600万

狂热影迷（习惯性光顾影院的观影者）和2.46亿

随性影迷（非习惯性光顾影院的观影者），这两

类影迷加起来每年为美国票房贡献超过110亿美

元。 MoviePass曾表示，“有了MoviePass，无需

再担心票价，去影院观影将成为日常生活，而不

是偶尔的享受。 ”

据统计， 截至2018年7月，MoviePass拥有

超过300万用户， 而在2017年12月到2018年6月

底的鼎盛时期，MoviePass共增加200万用户。摩

根士丹利曾表示，美国电影观众中有三分之二的

人最终可能成为MoviePass的订阅用户 ，当

MoviePass达到2000万用户时， 其将占领全美

电影票务27%的份额。 Seeking� Alpha则预计，

当MoviePass达到2000万用户里程碑时， 其市

值将达100亿美元， 届时其将会成为 “影院版

Netflix” 或是类似亚马逊那样提供订阅服务的

巨头。

高额补贴拖垮公司

理 想 很 丰 满 ， 现 实 很 骨 感 。 82% 的

MoviePass用户因为订阅了该套餐而前去观看

此前根本不会去影院观看的影片 ， 带给

MoviePass的成本远比预计要高。MoviePass用

户平均每月观看1.5部电影，因此在特定地区，每

位用户给MoviePass每月带来约15美元左右的

亏损。

面对影院的高额补贴压力，MoviePass母公

司Helios&Matheson在2018年5月递交给美国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8-K （重大事件） 文件中显

示，MoviePass的现金流只剩下1550万美元，而

公司平均每月亏损达2170万美元。

到2018年7月，MoviePass用户纷纷表示无

法购票，MoviePass当时回应称是“技术问题” ，

后来被证实是因公司现金流出现断裂， 最后

MoviePass不得不通过紧急贷款向院线方支付

票款 ， 以 恢复正常运 营 。 其母公司 He-

lios&Matheson股价也从2018年7月2日的55美

元跌至2018年7月31日的0.5美元。

此后，MoviePass曾尝试包月费提价、 高峰

时段加价、限制可选影片或可选影院范围等手段

以控制成本，但都于事无补。

Helios&Matheson在收购MoviePass时，

希望其能在电影行业吸引更多的订阅者，产生更

多的数据，这些数据将被用于目标营销。 而面对

MoviePass给公司盈利带来的负面影响，He-

lios&Matheson于2018年10月表示， 将成立

MoviePass 娱 乐 子 公 司 ， 子 公 司 将 拥 有

MoviePass股份和其他电影相关资产。

烧钱圈粉模式难持续

MoviePass的熄火为行业竞争者敲响警钟，

烧钱圈粉模式不可持续。

万达旗下的AMC院线是MoviePass最大的

竞争对手之一，其拒绝与MoviePass合作，并坚

持向MoviePass全价收取电影票款。 2018年6月

AMC还推出了19.95美元的自家包月套餐。 虽然

AMC套餐的费用是MoviePass的两倍左右，但

在观影体验和可持续性方面远优于MoviePass。

AMC支持IMAX、3D等在内的所有电影类型是

打败MoviePass的关键。运营方面，AMC作为美

国最大的连锁院线，坐拥全美八千多块屏幕和六

百多家影院， 也较MoviePass节省巨额开支，唯

一的劣势是只限于在AMC影院观看。

Cinemark则打出科技牌， 平台每月提供一

张2D电影票，费用为8.99美元，但如果用户想要

体验身临其境的3D电影， 则需支付额外费用。

Cinemark目前正在与VR公司Spaces合作，双方

将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的一家电影院开设虚

拟现实娱乐中心。 Cinemark首席执行官马克·佐

拉迪表示，Cinemark希望通过不断创新，为用户

提供新体验，将娱乐和电影推向更高水平。

Sinemia则将用户细分做到极致， 推出多样

套餐选择： 每月观看3部电影价格为14.99美元/

月，每月观看2部电影价格为9.99美元/月，Sine-

mia还推出了双人版观影套餐为每月28.99美元，

娱乐套餐费用则为每月18.99美元。 Sinemia的服

务不限影院、不限时段，同样包含IMAX及3D影

片类型，试图与AMC、MoviePass抢占市场。

连MoviePass一直效仿的Netflix也已摒弃

烧钱获客的商业模式，而试图在原创内容制作方

面下工夫。 1月15日，Netflix宣布12年来的最大

提价幅度，其中美国地区服务涨价13%-18%。分

析人士称，Netflix将利用涨价带来的额外资金生

产更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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