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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对未接种新冠疫苗者“封禁”经济萎缩超预期 日本加大刺激力度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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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东京奥运会的效应果然不太

理想，日本的三季度经济再次出现了萎缩，

环比下降0.8%的数值甚至有些超出经济学

家们的预期。在新冠变异病毒的扰动下，日

本的内部消费下滑，而在供应链中断的背

景下，出口也不理想。

11月15日，日本内阁府发布的初步统

计结果显示，今年第三季度日本实际国内

生产总值（GDP）环比下降0.8%，按年率

计算下降3%。此前，经济学家的预测为下

降0.7%。

这是日本经济时隔两季度首次出现萎

缩。同时也意味着，日本经济在过去八个季

度中的五个季度都出现萎缩。不包括疫情

时的低点，日本实际GDP已达2014年底以

来最低水平。

从具体数据来看，三季度经济萎缩的

重要原因仍是疫情。早在11月初，日本经

济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就显示，日本9月

GDP环比下降2.1%，甚至创17个月以来最

大降幅。

从内外需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

看，内需对三季度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0.9

个百分点，外需贡献为0.1个百分点。

内需方面，由于新冠变异毒株迅速扩

散，三季度日本多地实施紧急状态，占日本

经济比重1/2以上的个人消费环比下降了

1.1%，东京、大阪等主要经济城市进入紧急

事态，旅行、就餐等需要低迷，家电购买量

也下滑；而奥运会未能促进消费，因为大多

数赛事都禁止观众入场。与此同时，由于商

用车和工程机械采购量减少，企业设备投

资环比下降3.8%。

而在外部需求上，日本的商品进出口

在第三季度也受到了影响。受汽车零部件

及芯片供给不足影响，日本货物及服务贸

易出口当季环比下降2.1%，进口环比下降

2.7%。由于进口降幅大于出口降幅，净出口

与上季相比有所增加。

具体到各月，7月日本进出口表现还比

较好，总额超过了1290亿美元，贸易顺差接

近40亿美元。但到了8月，日本的商品出口

额为601.39亿美元，进口为659.41亿美元，

变成了58.02亿美元的逆差。9月逆差持续，

出口额为621.02亿美元，进口为677.67亿美

元，实现56.65亿美元的逆差。这意味着，日

本三季度的贸易逆差额接近75亿美元。

日本经济学家YukiMasujima表示：

“日本第三季度GDP下降幅度超过预期，

这增加了首相岸田文雄将在本周晚些时

候详述的一揽子计划中大力实施财政刺

激措施的可能性。我们曾预计新的实际支

出为12万亿日元（占GDP的2.2%）。不过，

鉴于三季度的表现，岸田可能将其提高至

15万亿日元。”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日本已经通

过经济刺激政策向国内市场至少撒了34万

亿日元，以提振经济。而日媒此前报道称，

日本政府新的经济刺激规模将超过40万亿

日元。岸田文雄此前还表示，将向18岁及以

下年龄的人群发放10万日元。预计刺激措

施还将包括增加护理人员的工资、为提高

工资的公司提供更多的税收减免以及恢复

对国内旅行的补贴。

岸田文雄不仅想通过该计划为日本经

济提供短期支持，还希望能确保中长期经

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更加公平。

具体到产业领域，日本经济产业相■

生田光一周一表示，日本的经济刺激计划

将包括提振芯片行业紧急方案，同时日本

政府还将制定有关蓄电池的战略，“这是实

现绿色和数字目标的关键”。

根据路透社此前获得的一份日本政府

经济刺激计划草案显示，日本经济刺激计

划将包括采取措施缓和原油价格上涨对企

业的影响。日本政府将于11月19日最终确

定经济刺激计划。

展望四季度，经济学家预计，日本的经

济形势将会缓解。IHSMarkit经济学家

HarumiTaguchi预计，由于感染病例下降

和限制措施减少，第四季度与服务相关的

消费将反弹。不过，鉴于日本消费者的持续

谨慎态度，他没有预期会出现大幅度反弹。

与之类似，三菱UFJ研究咨询公司首席

经济学家ShinichiroKobayashi表示：“日

本经济应该会从现在开始回升，但有许多

潜在因素可能导致意外下滑。无法简单地

持乐观态度。”

据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预计，随着

经济恢复到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明年上

半年日本消费者通胀率将加速至1%左右，

并表示希望实现消费驱动的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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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政府14日宣布，自15日起对未接

种新冠疫苗者实施“封禁”措施，以应对新一

波疫情蔓延。

奥地利总理沙伦贝格当天在与各州州

长就新冠疫情举行视频会议后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宣布，鉴于该国目前新冠疫情形势

严峻，政府决定自15日零时起在全国范围内

对尚未接种新冠疫苗者实施“封禁”措施，12

岁以下儿童除外。未接种新冠疫苗者包括没

有取得新冠疫苗接种证明或新冠康复证明

的人员。

据奥地利媒体报道，此项禁令涉及该国

890万人口中大约200万人。

规定要求此类人群居家“禁足”，除工作、

购物等基本活动外“非必要不得外出”。奥地

利警方将加强执法检查，对违反禁令者予以

重罚。

奥地利目前面临新一波新冠疫情，过去

一周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创新高，住院患者

增加，重症床位告急。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13

日要求政府迅速采取措施，以应对疫情蔓延。

据新华社

14日，人们在奥地利维也纳一处疫苗接种点外排队。新华社/图

百年巨头 一朝分拆

小公司总想做大，大企业却想“变小”。上

周，美国老牌巨头通用电气宣布拆分为三家

公司，将分别专注于能源、医疗保健和航空。

有着129年历史的通用电气，曾经是美国最有

价值的公司和美国商业力量的象征。

11月15日，通用集团方面对北京商报记

者表示，公司计划在2023年初免税拆分GE

医疗，成立一家以精准医疗为核心业务的公

司；另外将现有GE发电、GE可再生能源和

GE数字集团三大业务合并，计划在2024年

初免税拆分，组建以引领能源转型为核心业

务的公司。完成这些交易后，GE将转型成为

一家以航空为核心业务的公司，聚焦打造未

来航空。

就在人们还在为百年通用电气的大分家

感到唏嘘时，美国另一家医疗巨头强生公司

也宣布了分拆计划。强生称，为实施更具针对

性的业务战略并加快增长，将把其消费者健

康业务拆分成一家独立的上市公司，与原有

的医药业务分开。

强生公司表示，拆分以后，新的强生公司

将依然是多元的制药和医疗设备企业，而新

的消费者健康公司更专注于消费品领域。这

两家公司所辖业务在2021年的营业收入预计

分别约为770亿美元和150亿美元。

无独有偶，在大洋彼岸，成立于1875年

的日本商业巨头东芝，也决定分拆为三家公

司：一家注重新能源和基础设施，一家专注

硬盘和半导体业务，另一家专注于闪存芯片

的生产。

如此大规模的重组对于一家公司来说是

不寻常的。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能源和电

子这两类面临拆分的业务非常不同，电子设

备业务的商业周期要比基础设施业务快得

多，而且电子设备业务需要大量投资。

经过商议，这一拆分方案可能在明年3

月的特别股东大会上获批。根据重组计划，

东芝计划在未来两个财年向股东返还1000

亿日元。东芝公司则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新公司的分拆和上市目标将于2023财年下

半年完成。

甩掉包袱 轻装上阵

对于此次分拆的原因，东芝方面对北京

商报记者表示，此次分拆是为了提升股东价

值。新计划可以“解锁每个业务的价值”，以及

“增强股东的选择”。

但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这家成立146年

的公司陷入一场又一场的危机。2015年，东

芝曾经历了会计丑闻，时任首席执行官兼总

裁的田中久雄（HisaoTanaka）将东芝利润

夸大超10亿美元并于随后离职。自此以来，

公司已经裁掉了数千个工作岗位，并出售了

大量业务。

2017年，为了避免摘牌，东芝从海外30多

家机构中引入了54亿美元资本，其中就包括

ElliottManagement、ThirdPoint等对冲基

金。此后，管理层与海外股东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直占据着媒体的头条。今年4月由英国私募

股权集团CVCCapitalPartners提出的初步

收购计划也未有进一步进展。

事实上，东芝自身的业务调整一直在进

行中，今年9月底，东芝就曾关闭位于大连的

一家工厂，而大连是该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第

一个生产中心。

而通用的拆分则是源于高负债的困扰。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经营不善，其负债

大幅增加。在向政府寻求紧急援助之后，通用

电气逐渐剥离了公司大部分的金融资产，并

削减公司主业之外的其他业务，专注工业制

造本业，缩小债务规模。

拆分的一大好处正是提高公司航空业务

的估值。路透社报道指出，通用为波音和空客

提供喷气飞机发动机，但其估值却受到金融

业务负债的影响，如果剥离出来，单独估值可

能超过千亿美元。

此外，通用分拆背后还有激进投资者的

身影。比如早在2015年就入股通用的尼尔森·

佩莱兹，他很早就鼓励通用从金融业务脱身，

扎根工业领域，并支持通用转型。

与东芝与通用的提升公司价值不同，强

生的分拆或许更多是为了“避嫌”。近年来，由

于明星产品爽身粉被指控有致癌风险，强生

公司一直诉讼缠身。华尔街日报表示，强生拆

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用消费品业务面临

诉讼，将承担高额债务，与快速发展的药物和

医疗器械业务大相径庭，影响了集团的整体

估值。不过，强生表示，公司拆分与大量诉讼

及子公司破产无关。

大势所趋or大浪淘沙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科技巨头的兴起，工

业制造、能源等传统巨头正试图跟上时代转

型的步伐，重振雄风，巨头业务转型甚至是拆

分重组都并不罕见。从杜邦、西门子、霍尼韦

尔到美国联合技术公司（UTC）以及ABB等行

业巨头，都启动了或大或小的分拆动作。

而在他们之后，英国葛兰素史克和美国

辉瑞计划明年分拆他们的消费者健康业务，

法国赛诺菲也计划剥离其消费者业务。

传统巨头纷纷选择轻装上阵，但也有

新兴巨头仍在执着于扩张与并购。比如现

在改名为“Meta”的Facebook、亚马逊、谷

歌等等。

一年多前，芯片巨头英伟达公司准备以

40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软银集团旗下的半导

体设计与软件公司ARM，并计划在2022年3

月前完成交易。

不过，上个月，欧盟委员会在官网发布新

闻稿，宣布委员会已经对英伟达对ARM的并

购案展开深入调查。新闻稿中称，委员会担心

并购ARM后，具备动机和能力的英伟达将限

制其竞争对手使用ARM的技术，最终形成半

导体芯片价格上涨、消费者选择减少、削弱创

新等负面影响。

相比起英伟达，另一家芯片公司AMD的

收购进程相对顺利。在宣布收购赛灵思消息

一年后，AMD称这笔交易预计年底完成。

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委员会专家安光

勇对北京商报记者分析，一般来说企业规模

大，对其业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企业能够享

受规模效应、学习效应以及相关领域的协同

效应等诸多优势，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企业愿

意做大做强。

“但这也是有一定的前提的。”安光勇表

示，很多企业做大时，也会逐步往非主营业务

方向扩展，而这些对于其主营业务，或细分领

域的发展并不能带来更多协同效果。而且随

着企业变大，其管理制度、应变机制、反应能

力、对市场的灵敏度等会逐步失去其灵活性，

变得越来越慢。

安光勇进一步指出，为了避免这种现象

的发生，也有很多企业在内部孵化新的业务，

摆脱母公司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一家传

统制造业企业，想孵化元宇宙、互联网等新兴

领域时，其母公司的企业文化等都会带来负

面影响。因此，通过拆分等方式，一是可以避

免这些母公司的负面影响，二是也有利于融

资等各种活动。

而美国投行威廉·布莱尔公司高管尼克·

海曼认为，企业集团的时代结束了，在数字经

济时代，行动快速和灵活的企业更具优势。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赵天舒

通用向左英伟达向右
西门子

一个属于大企业主导的时代，或许要成为

过去时了。一周之内，世界三家大企业前后脚宣

布要分家。电子大亨东芝、保健医疗巨头强生、

电气传奇通用，三家发展超过100年的全球公司

巨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轻装上阵。

眼下，虽然不乏科技企业依然执着于并购

与垄断，但在快速变幻的科技浪潮里，过去大而

全的庞大企业帝国也许已不适配，毕竟做大做

强也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这三家只是拉开了

大公司拆分重组的一个序幕。

2023财年下半年

【 将公司分割成三部分】

分别为基础设施、器件及半导体存储器

而后重组为三家企业

【 完成时间】

东
芝

通
用

强
生

2023年初剥离医疗保健业务

2024年初剥离能源业务

【 分拆成三家上市公司】

分别专注于

航空、医疗健康和能源电力

【 完成时间】

】8至24个月内完成拆分

【 分拆为两家上市公司】

一家专注于药品和医疗设备

另一家专注于消费品

【 完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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