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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生结弦宣布退役英国政坛动荡 ARM上市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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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GE一分为三

由于英国政府的政治动荡，软银搁

置了英国芯片企业ARM在伦敦的IPO

（首次公开募股）计划。不过，在叫停英

国上市谈判的同时，软银仍在继续寻求

在纽约进行IPO。软银创始人孙正义曾

多次表示，他的首要目标是让ARM在

美国上市，因为在美国市场可以获得更

好的估值和更深的投资者现金池，美国

一直是孙正义心中更理想的上市地点。

关键官员离职

英国《金融时报》当地时间7月18日

报道称，在约翰逊辞去英国首相，投资

部长格里·格林斯通和数字部长克里

斯·菲尔普辞职的大背景下，软银已经

暂停了明年ARM在英国上市的讨论。

根据原定上市计划，软银让旗下芯

片设计公司ARM部分股票在伦敦证交

所上市，同时也会赴美上市。

《金融时报》称，为了能让ARM在

伦敦上市，或者至少部分在伦敦上市，

约翰逊曾亲自游说ARM的股东方软银

亿万富翁创始人孙正义。格林斯通和菲

尔普也都在与软银的谈判中发挥了主

导作用。

2016年，软银花费320亿美元收购

ARM。彼时，软银的目标是，凭借对

ARM的收购，使其成为下一个极具潜

力的物联网领导者。

可随后三年ARM的营收却使软银

的梦想破灭：2017年营收18.31亿美元，

2018年营收18.36亿美元，2019年营收

18.98亿美元———三年下来，ARM的营

收几乎“原地踏步”。

此前，一些英国政界人士呼吁政府

收购ARM的股份，显示出该公司作为

英国关键战略资产的地位。

之后，软银考虑将ARM以400亿美

元估值出售给英伟达，但交易因重大监

管挑战而告吹。在终止英伟达收购交易

的同时，孙正义宣布重启ARM上市计

划，计划在2023年3月31日以前完成，

交易所大概率选在纳斯达克，后又增加

伦敦上市选项。

推动在美上市

今年6月孙正义告诉股东，他更偏

向在美国上市，因为ARM很多客户在

美国。而这次英国政治动荡可能为软银

寻求更直接的美国上市铺平道路。孙正

义对此期望颇高，他希望ARM获得超

过600亿美元的高估值，并借此为软银

“回血”。

用孙正义本人的话来说，ARM的

IPO计划是“半导体行业史上最重要的

IPO”，并原本预计将成为伦交所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科技股上市交易之一。

不过，由于必须同时进行两次IPO

的成本和复杂性，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

员会和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都需要招

股说明书和其他监管要求，公司过去一

直避开这种方法。

在本次英国政府内部动荡后，英方

主要谈判官员离职，ARM伦敦上市谈

判被迫叫停。同时，本次约翰逊政府垮

台，也意味着英国政府方面对软银的施

压短期内也出现了缓解———此前孙正

义就表示过，ARM在伦敦上市的部分

原因是出于英国政府的压力。

知情人士称，ARM在伦敦方面的

IPO工作目前实际上已在公司内部停

止，ARM在伦敦上市的可能性似乎已

经减少，而更有可能在美上市，而这正

是孙正义更青睐的方式。

两位熟悉软银想法的人士表示，

IPO伦敦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已在公司内

部停止。其中一位人士补充说，伦敦上

市的可能性看起来比过去要小。鉴于在

美国有更高估值和更深投资者现金池

的潜力，伦敦一直被批评为对快速增长

的公司没有吸引力。

报道称，据一位熟悉政府努力的人

士称，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部以及商

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的官员仍在制定

一揽子计划，以吸引ARM上市。伦敦证

券交易所的高管们仍在努力让软银相

信英国的优点。

对此，软银和ARM拒绝置评。

ARM此前曾表示，无论它在哪里上市，

它都计划将其总部保留在英国。

ARM于1990年在英国剑桥成立，

一直专注于开发低功耗的芯片。高通、

联发科、华为、苹果等企业均采用ARM

芯片架构开发芯片，其产品最初用在智

能手机领域，现在延伸至电脑、车联网

设备等众多领域。

该公司财报显示，ARM去年收入

为27亿美元，同比增长35%，其中芯片

许可业务收入大幅增长61%至11.3亿

美元，追踪使用ARM技术销售的芯片

数量所得的交付使用费增长20%至

15.4亿美元。ARM称去年使用ARM技

术芯片出货量达到292亿颗，其中第四

季度接近80亿颗，来自汽车业务的收

入增长也翻番。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北京商报2022.7.20

日本花样滑冰运动员羽生结弦19日在东京

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退役。他表示，今后将不再

参加竞技比赛，而转战职业花样滑冰领域。他还

表示，将继续挑战四周半跳。

发布会在东京赤坂的王子酒店举行。5时

许，羽生结弦登台，他深鞠一躬后说：“感谢大家

迄今一直支持我。因为有大家的支持，才能成就

花滑选手羽生结弦。今后我将不再与其他选手

竞技，但将继续作为职业花滑选手努力。”在几

分钟的发言中，他眼眶泛泪，感谢培养过他的所

有教练，诉说自己对花滑的热爱———“今后仍将

以此为事业”“将继续挑战四周半跳”……

当记者问及他是否还参加竞技比赛、如何

看待冬奥会时，羽生表示，今后将不再参加竞技

比赛，而转战职业花样滑冰领域。“平昌冬奥会

时我已经想过要退役，但当时那种成就感、想在

赛场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想法占了上风。”

对于最终决定退役的时机和原因，羽生说

是在北京冬奥会结束以后。“其实平昌冬奥会以

后，每次大赛我都会想是不是到了转向职业滑

冰的时候，但最终决定是在北京冬奥会结束以

后。右脚疼得不能滑的时候我想了很多，觉得可

能已经没有必要一直站在竞技场上了。但我仍

决心要滑得更好，变得更强。”

他表示：“虽然我不喜欢‘退役’这个词，不

想说出口，但我这次做出决定并不觉得寂寞、不

甘心，我觉得充满希望。”这时羽生的神情明快

起来：“今后我不会被赛场所限，会在更多的地

方展示自己的花滑表演。”他也强调自己将继续

挑战四周半跳。

本月初，羽生结弦还暗示自己不会退役。当

时他在日本滑冰协会网站上简短留言说：“本赛

季我仍然会竭尽全力，争取实现更高的目标。”

羽生结弦在2014年和2018年冬奥会上连

续两次赢得男子单人滑冠军，他在北京冬奥会

上仅名列第四。 据新华社

19日，羽生结弦在发布会上。新华社/图

一代商业传奇，如今一分为

三。在宣布分拆计划半年后，美国

通用电气（GE）公布了三个独立

公司的新名字及业务架构，曾经

引以为傲的主业如今变成了官网

声明中的“遗产”。近年来，随着互

联网科技的兴起，工业制造、能源

等传统巨头都试图跟上转型的步

伐。在这个流行轻装上阵的时代，

GE不是分拆潮的第一个，也不是

最后一个。

业务一分为三

当地时间周一，通用电气官宣了拆分业

务后三个独立公司的新名字及业务架构。根

据GE发布的声明，医疗业务拆分后将更名为

GEHealthcare；可再生能源、电力、数字和能

源金融服务将合并入新公司GEVernova；航

空业务则命名为GEAerospace。

公司CEO卡尔普（H.LawrenceCulp）在

周一的声明中表示，7月18日标志着GE成为

三个独立且专注公司的里程碑，而GE价值数

十亿美元的品牌以及在终端市场的竞争优

势，将使三家公司都有强大的潜力。

事实上，通用电气在去年11月就宣布了

分拆计划。彼时，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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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有业内人士认为，GE的拆分或许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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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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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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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买买和卖卖卖

有着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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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2年，GE从爱迪生手中诞生，而第二次工

业革命让GE进入美国的家家户户，为其提供

了雄厚的资本累积。

1981年，传奇人物韦尔奇（JackWelch）

出任GE的首席执行官，开启了GE的商业帝国

时代。在他掌舵期间，GE股票市值从140亿美

元飙涨到6000多亿美元，成为全球市值最高

的公司。当他在2001年离任时，GE的市值仍

有4000多亿美元。

在韦尔奇领航时期，GE利润从280亿美

元升至1700多亿美元，连续29个季度保持增

长；业务遍布100多个国家，在工业社会转向

互联网社会的阵痛期，GE成为表现最突出的

工业公司。

等到韦尔奇离任时，他已经收购了933家

公司，GE也从工业的代表，变成了复杂的多

元化帝国。但业务的交叉重合让公司进入了

尾大不掉的阶段，经历过顶峰的GE无可避免

地来到了衰退期。

韦尔奇之后的几任GE领导者都逃不开

一个字———卖。伊梅尔特（JeffreyImmelt）

从韦尔奇手中接过GE，之后陆续将家电、塑

料、轨交、金融等业务剥离，想要重回工业老

本行。但他并没有放弃收购的路子，买下娱

乐、医学影像和电力等业务，但这些投资都没

有如预期那样带来好的回报。

然后，弗兰纳里（JohnFlannery）上任，

宣布将把医疗业务剥离成立独立的医疗公

司，而GE本身将专注于电力、航空和可再生

能源三大业务。但14个月的短暂任期并没有

让他完成这个誓言。

之后就是空降的现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卡尔普，他先是大刀阔斧地卖掉乏力的照

明、生物制药等业务，然后将GE的人事架构

尽可能地精简，取消总部结构，并在各业务部

门推行精益管理。

终于在2021年11月，卡尔普宣布了GE历

史上最关键的拆分计划，将整个GE集团拆为

三个独立公司。

巨头分拆潮

小公司总想做大，大企业却想“变小”。

GE只是全球商业巨头分拆潮的一个缩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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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年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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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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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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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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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赵天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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