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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账单三千亿 英国财政告急阿玛尼销售额大增 奢侈品熬出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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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时尚集团阿玛尼逐渐走出疫情

之下的销售低谷，迎来销售额反弹，并放话

称2022年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不过，反复

的疫情之下，倚重线下门店的奢侈品们

“钱”途或许并不能太乐观。

当地时间7月25日，阿玛尼发布的声

明显示，集团2021年上半年的销售额跃

升了34%。该公司没有给出1-6月的具体

总销售额，但表示其上半年财务状况显

著改善，净现金和现金等价物达到10.88

亿欧元。

看起来，阿玛尼似乎已经逐渐从去年

的销售低谷中走出。去年，受疫情影响，国

际旅游停摆、商店关闭，导致全球奢侈品销

售额大幅下降。阿玛尼集团2020年的综合

净销售额下降了25%，至16亿欧元，其中大

部分下降发生在2020年上半年。该公司去

年全年的综合净利润为9000万欧元，但营

业亏损为2900万欧元。

不仅是阿玛尼，其他奢侈品品牌也受

到影响。2020年，爱马仕综合销售收入为

64亿欧元，按不变汇率计算，下滑了6%；其

中占比10%的法国本土市场销售收入同比

下滑了29%。此外，路易威登集团2020年

销售额下降约16%，净利润更是暴跌了

34%，仅为47亿欧元。

如今，二季度业绩回暖，阿玛尼对今

明两年乐观了不少。该公司强调，今年迄

今为止的积极销售趋势表明，相较去年，

2021年的盈利能力会好得多。与此同时，

该公司董事长兼CEO乔治·阿玛尼在声明

中表示，阿玛尼的目标是于2022年恢复到

疫情前的水平，届时直接综合收入超过20

亿欧元。

对此，某国企商业地产公司负责人告

诉北京商报记者，这个目标是合理的，甚至

是保守的。他认为在2022年，阿玛尼的销

售额完全有可能超过疫情前的水平。该负

责人表示，在其公司旗下的购物中心，阿玛

尼2020年的销售额已经达到了2019年疫

情前水平。

在要客研究院院长、奢侈品专家周婷

看来，如果要实现目标，阿玛尼面临着来自

市场、资金和管理的三重压力。

周婷表示，其他头部奢侈品品牌已经

在去年的第二季度逐步恢复了在中国的

业务，线上线下的销售额都取得了不错的

成绩。在此情况下，作为奢侈品行业的二

线品牌，阿玛尼面临着来自市场的巨大压

力。周婷告诉北京商报记者：“阿玛尼前面

有头部品牌，占据了市场较大份额，后面

还有新晋的设计师品牌来抢夺市场，竞争

压力非常大。”

除了来自市场的压力，周婷表示，阿

玛尼还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需要更多资

金来研发新产品、恢复生产和全球供应

链。对于阿玛尼定下的2022年的目标，周

婷告诉北京商报记者：“除非阿玛尼能融

到一大笔资金，否则将有很大风险无法实

现这个目标。”

据路透社7月中旬报道，消息人士透露

阿玛尼集团收到了意大利Exor集团的投

资意向，整体估值高达60亿欧元。Exor集

团首席执行官、阿涅利家族第五代家族掌

门人约翰·埃尔坎正在寻找机会与乔治·阿

玛尼合作。如果双方能达成合作，阿玛尼集

团或许可以解决资金问题。不过，目前两集

团都未对此传闻做出明确回应。

除了市场和资金的压力，周婷进一步

表示，阿玛尼还面临着管理的问题。目前，

阿玛尼集团一切都依靠乔治·阿玛尼，而他

年事已高，很可能难以跟上飞速发展的互

联网时代。此前，直到2016年9月，阿玛尼

集团才宣布在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设

立账户。而其他奢侈品品牌早已开始通过

社交平台展现品牌形象，传达生活方式。

内部的不确定性之外，疫情仍然是一

颗不定时炸弹。近期不断蔓延的德尔塔变

异病毒造成疫情反扑，许多地区加强了防

疫措施，对全球旅游业造成了影响，进一

步影响了奢侈品的销售。这是否会为阿玛

尼带来像去年一样的不利局面，还尚未可

知。对于疫情反扑是否会影响阿玛尼销

量，以及该集团接下来的应对措施，北京

商报记者联系了阿玛尼集团，截至发稿尚

未得到回复。

相较之下，中国疫情防控步入常态

化，再加上消费实力强劲，愈发成为奢侈

品的主阵地。今年5月中旬，据贝恩咨询公

司的数据显示，在2020年全球奢侈品消费

遇冷的情况下，中国奢侈品市场销售额逆

势上扬48%。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实习生 陈旭峥

北京商报2021.7.27

从黄金到泡沫：日本经济得而复失

日本奥运57年

疫情开支越来越大，英国的财政风险也

在日复一日累积。当地时间上周日，英国议

会公布的报告显示，未来几十年英国政府将

面临3720亿英镑（约合人民币3.3万亿元）的

疫情支出带来的财政风险，报告还称，超过

20亿英镑被花费在无用的防护设备上。

具体来看，这两份报告是关于英国首相

约翰逊政府应对疫情的。其中一份报告显示，

英国政府的债务已经超过2.2万亿英镑（约合

人民币19.6万亿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99.7%左右，这也是自上世纪60年代初期以来

的最高点。

而到2021年5月，英国政府应对新冠疫情

措施的估计成本已达到3720亿英镑（约合人民

币3.3万亿元）。报告指出，在英国政府担保的

总额为920亿英镑（约合人民币8200亿元）的

贷款中，纳税人可能要承担260亿英镑（约合人

民币2300亿元）的不良贷款。

英国议会公共账目委员会（PAC）委员会

主席梅格·希利尔表示：“迄今为止，在应对疫

情的举措上花费了大量资金，政府现在需要明

确今后将如何管理这些资金，以及在什么时期

内进行相应的措施。”

“在艺术和文化复兴贷款等方面，纳税人

面临的风险将持续20年，更不用说政府各部门

必须迅速学会管理的其他新风险了。”

该委员会强调，为应对疫情而向企业发放

的贷款中，因欺诈和贷款违约造成的损失估计

达260亿英镑。

在第二份报告中，该委员会表示，英国的

浪费支出也“高得令人无法接受”，购买了21亿

件不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PPE），有相当于超

过20亿英镑的公共资金打了水漂。政府表示，

在所有个人防护装备中，只有0.84%被发现是

不可使用的，政府计划将无法用于医疗服务的

个人防护装备进行再利用。

对此，英国卫生部一位发言人表示：“有健

全的程序来确保政府支出总是让纳税人的钱

物有所值。”

反对党工党表示，这些数据进一步证明了

英国政府的失败，并表示需要立即开始对疫情

进行调查。

事实上，7月初，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

（OBR）就提到了英国的财政问题。彼时，在

半年度《财政风险报告》中，OBR指出，由于

疫情影响，未来三年政府部门未融资压力总

计达到300亿英镑（420亿美元）左右。OBR还

提到了英国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雄心，

和创纪录的2万亿英镑的债务负担。

“英国财政面临‘潜在灾难性’的风险，正

面临因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资金不足的支出

压力。”OBR指出。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近期新冠确诊病例数

上升，7月，英国商业活动扩张速度降至自3月

以来的最低水平，消费者需求低迷、供应链中

断，这给英国经济复苏前景蒙上阴影。

7月2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7月Mark-

it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值从6月的62.2

下滑至57.7，为今年3月以来最低值，这显示出

英国经济复苏的速度大幅放缓。市场研究机构

IHSMarkit表示，新一轮新冠疫情造成大量企

业员工被隔离以及原材料严重短缺是导致英

国经济复苏放缓的主要因素之一。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最好的时代

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是日本重返世界

的标志，也是日本现代交通走向成熟的起点。

1964年10月1日，作为日本第一条新干线，也

是世界上首条高速铁路，东海道新干线正式

通车。9天后的10月10日，东京奥运会开幕。

每小时超过200公里的速度，往返于东京

和大阪之间，东海道新干线让外国游客印象

深刻。

“1964年奥运会前后时期，日本几乎拥有

所有适合于高速增长的因素，奥运会则起到

了重要的拉动作用，1964年新干线开通，高速

公路开始出现，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

较发达的现代化交通体系逐渐成形。”中国社

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季风直言。

伴随着新干线一同加速的，还有日本的

高科技时代。彼时，在政府的主导下，日本芯

片行业正式起航。日本芯片五虎———日立、三

菱、富士通、东芝、NEC一时风光无两。上世纪

80年代初，日本攻下了全球30%的DRAM存

储芯片市场，80年代末则攻下了55%的市场。

这些日本产品疯狂冲击美国市场，迅猛

的攻势把曾经的行业巨头逼得节节败退。几

年前还是风光无限的英特尔，于是陷入巨额

亏损。1985年10月，英特尔宣布退出DRAM

市场，关闭生产DRAM的7座工厂。而到1986

年，仅东芝一家，每月1MDRAM芯片的产量

就超过100万块。

疾驰的新干线、火速崛起的芯片产业背

后，奥运光环下，日本经济摆脱了战后的阴

影，加速腾飞。此后二十年间，日本工业和科

技不断发展，甚至一度将电视、空调、汽车等

工业品反向输出到美国。

张季风分析称，从供给侧来看，日本劳动

力、资金、技术的供给是非常充足的。第一是

人才，各种教育综合发展比较快，输送了大量

人才，劳动力也开始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第

二，站在科学技术角度来看，当时正好属于第

三次世界技术革命的时期，包括钢铁、电力、

能源革命以及刚萌芽的计算机革命，都为经

济发展提供了技术，通过大量引进发达国家

的先进技术，日本利用了后发优势为经济的

高速发展铺路；第三就是资本，当时日本的储

蓄率非常高，家庭储蓄率高达20%-30%。

而在需求侧，张季风指出，从二战后到

1964年，日本的国内需求正处于旺盛时期，特

别是从1955、1956年开始，国内的消费市场开

始培育起来，设备投资方面也十分旺盛，当时

有这样一种说法———投资召唤投资，所以出

口也处于高速增长中。

1968年，日本GDP总量超越当时的西德，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86到1991年间，日

本GDP增幅达到9560亿美元，相当于当时整

个法国的GDP。当时，所有人都相信，按照这

个增长速度，日本取代美国是不久的事情。

破碎的泡沫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梦碎了。1985年，

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开始向美国商务部投诉

日本半导体产业不正当竞争，要求总统根据

301贸易条款解决市场准入和不正当竞争的

问题。1986年初，美国裁定日本DRAM储存

芯片存在倾销的行为，对日本征收100%反倾

销税。

被按下暂停键的不只是芯片行业，还有

日本一路狂奔的经济。1985年9月，美国、英

国、德国、法国、日本，五国联合签署《广场协

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五国联合采取措施，

让美元实现大幅度贬值，从而拯救不断扩大

的美国贸易赤字。

彼时，包括芯片在内，日本出口大量减

少，同时日元加速升值，日本的海外资产也迅

速膨胀。而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力，减轻日元升

值带来的危害，日本央行多次下调利率，同

时，货币供应也开始大放水，各大银行拼命放

贷，银行总放贷金额增加近100万亿日元。

那些经济过热的后遗症逐一显露，无数

普通日本民众被卷入楼市和股市当中，用远

远超过自己当下收入的贷款，来豪赌楼市的

持续繁荣，泡沫无限积聚。1990年1月，日本经

济化成了泡沫，股市暴跌，大批企业倒闭。

1992年3月，日经平均股价跌破2万点，仅达到

1989年最高点的一半。

来自美国的打压，加上大环境的低迷，日

本曾经引以为傲的半导体行业一蹶不振，面

临全面衰退，到1996年，日本占全球市场比例

已经不足30%。

自1989年开始的平成，变成了一个令日

本人心痛的年号。此后的日本经历了第一个

“失去的十年”，然后又朝着“失去的二十年”

前进。为了拯救经济，日本尝试了很多种方

法，甚至连首相都频繁更换。从1990年到

2001年，日本在10年左右换了9位首相，平均

每位首相在任时间仅为一年。

不停自救的还有日本的半导体行业。东

芝、富士通、三菱都停止了DRAM业务，纷纷

开始转向SOC芯片研发。然而，压倒骆驼的

多根稻草就在自救过程中接连出现。2008年

后，金融危机导致半导体行业低迷；2010年，

欧债危机波及全球；2011年，东京大地震，日

元升值。

2012年，就在日本半导体巨头尔必达倒

闭的同一年，三星电子销售额增长22%，一

跃成为世界第20大企业、半导体芯片行业的

佼佼者。

日本半导体行业的光环彻底失色，而自

半导体行业步入下滑通道算起，日本经济已

经停滞了三十年。

换了人间

经历了这场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告别

了鼎盛时期的繁华，开始进入长期的停滞状

态并持续至今，眼下的日本，亟须找到新的经

济增长点。

对于芯片，日本还有太多的不甘心。日本

首相菅义伟表示，他计划将支持计算机芯片

行业提升为与保障粮食或能源同等重要的国

家项目。但该行业的高管和政府官员表示，解

决方案还需要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从根本上

改变日本几十年来的发展模式，并彻底放弃

“对日本中心主义的顽固坚持”。

然而，留给日本的空间十分有限。张季风

表示，早在1968年，日本就在数量层面完成了

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追赶，到80年代则是从质

量上完成了追赶。在追赶的同时，日本引进国

外先进技术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不再有后发

优势。与此同时，科技水平比较高意味着向前

发展进步的难度也会增加，因为自主研发新

技术需要时间、成本的大量投入。

另一方面，日本的国内消费市场已经完

全饱和。“近十多年来，特别是泡沫经济崩溃

后，日本经济没能很快复苏，个人消费一直低

迷。”张季风指出。

浮沉中，日本曾寄希望于奥运这棵“救命

稻草”。他们都希望再创1964年的辉煌，通过

一场奥运会刺激经济增长，拉动消费。

在东京经商多年的小帆对北京商报记者

表示，日本人很重视奥运会，因为1964年之后

日本很多产业都发展起来了。其实疫情之前

每天都在强调“2020”，很重视外国人的体验

和服务。

而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日本民众对奥

运会的热情也大大消减，日本试图靠奥运会

拉动经济的想法也随之落空。

小帆也坦言，在疫情之后，日本政府其实

压力很大，给店家每天2000-3000日元的补

贴，财政损失也很大。但是疫情控制得不好，

政府的支持率很低，奥组委也出了很多岔子，

所以疫情后，大部分人不希望办。

但退一万步讲，即使没有疫情影响，这次

奥运会可能也收效甚微。“整体来看，此次奥

运会与1964年相比，社会经济背景完全不一

样。”张季风指出，当时是奥运景气，给日本经

济带来的刺激作用较大。而现在，日本已是发

达国家，在场馆建设等基建方面已经较为完

善，不再需要太大投入，因此对经济的直接拉

动不会太大。根据原本的估算数据，即使没有

疫情影响，这次奥运会至多会为日本带来3.8

万亿日元的经济效益，但相较于日本500万亿

日元的GDP总量，其实占比不到1%。

57年后的日本，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1964年的10月10日，东京已经步入了

深秋，国立竞技场观众席7万多座位却座无虚

席。今天，国立竞技场用颜色区分的座位乍看

好像坐满了人，实际上一个人也没有。萧瑟秋

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北京商报记者 汤艺甜 赵天舒

投资额15192亿日元

生产总值（增加额）1826亿日元

就业机会21万人

损失2.4133万亿日元

空场举行

损失6400亿日元

延期一年举办

损失1.3898万亿日元

精简版举办

损失将达4.5万亿日元

若取消

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幕9天前，日

本第一条新干线正式开通。 乘着超200

公里时速的新干线，日本冲进了高速发

展的黄金时代。此后二十年间，经济奇

迹逐一开花。抛物线的顶点之后，是猝

不及防的坠落。当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

灭，当金融海啸接连袭来，当劳动力红

利耗尽，持续的量化宽松也拯救不了陷

入停滞的日本经济。如今，新干线的时

速在朝着400公里进发， 但日本的经济

状态却定格在了“失去的三十年”前。

茛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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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额840亿日元

生产总值（增加额）2653亿日元

就业机会1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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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额733亿日元 生产总值（增加额）5741亿日元

就业机会8万人

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输输输输输输输输通通通通通通通通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业业业业业业业业投资额4231亿日元

生产总值（增加额）2483亿日元

就业机会1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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