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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因病于 3 月 23 日凌晨去世，享

年 91 岁。作为领导新加坡 52 年的“国父”，他被一些人

称为“政坛巫师”，以赞誉其独到的政治眼光。撒切尔夫

人就曾说：“我观察这个人几十年，他的预言从来就没有

错过。”而对于中国的发展，李光耀曾经数次做出“预

言”。其中的一些已被验证，另外一些则静待时光。

李光耀一生曾与无数政治领袖会面，其中最让人

津津乐道的是他与中国五代领导人的交往。自 1976

年首次访问中国至今的 39 年间，李光耀共访华 33 次，

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李光耀是

罕有的与五代中国领导人都有过会面的国际政治家。

李光耀与他们的会谈和交流，不仅推动新中关系的发

展，也对亚太乃至世界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光耀关于中国发展的 9 个预言，可以看下哪些

已被验证，哪些还正在验证中。

预言1：“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对抗终将占上风”。李光

耀称中美两国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已经开始。中

国将把美国赶出 12海里的领海乃至 200海里的专属经济

区。届时，中国将成为区域大国，必要时也会展现力量。

预言 2：“中美并不是美苏的零和游戏关系”。 很

多人认为，美国重返亚洲，是要防堵中国。可是李光耀

认为，中国不是苏联，因为中国过去苦了这么多个世

纪，志在国家的利益，而不是改变世界。

预言 3：日本正在慢慢“走向平庸”。李光耀早在

1996 年就预测中国经济将超越日本，而中国并没有让

他等到 2030 年。日本 2010 年名义 GDP 比中国少 4044

亿美元，中国正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预言 4：“战后出生日本人若掌权，日本或自行发展

军力”。“在日本战后出生的一代人于 15 至 20 年后掌

权时,日本中断与美国盟约而自行发展军力的可能性

不能被排除。”时至今日，似乎李光耀的预言正在应验

中。安倍推动集体自卫权是日本脱离和平宪法的第一

步，日本右翼政客们也希望摆脱美国的束缚。

预言 5：“阿穆尔河湾地区将重新住满中国人”。

俄罗斯并没有有效的让乌拉尔以东地区的经济和人口

增长，在远东闲置了大量的土地。李光耀认为俄如果

不在远东地区采取措施，该地区将成为中国的“原材料

附庸”。目前至少有 20 万中国人生活在俄罗斯的远东

地区，未来将有更多。

预 言 6：“ 印 度 会 成 为 军 事 大 国 ，但 经 济 不 会 繁

荣”。 2005 年，李光耀曾认为印度在未来将超越中国，

但是 4 年后他明确对记者说：“我收回之前对印度的乐

观判断。”他批评印度“尚空谈，少实干”。基础建设落

后，语言不统一及种姓制度也都制约了印度的能量。

预言 7：“两岸统一只是时间

上的问题”。当被问到“台湾调查

显示，支持独立比要统一的人更

多”，李光耀直言这毫无意义：台

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对美国则

不是。“（假如台海出现战事）即使

中国在第一战打输了，也会返回

来打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不

断地打，直到胜利”。

预言 8：习近平“应该属于曼德

拉级别的人物”。 2007 年 11 月访

华时同习近平的首度会面,给李光

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习近平的

大气让我印象深刻。他视野广阔，

看待问题深刻透彻，但又丝毫不炫

耀才识。他给人的感觉很庄重。

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我进一步想到他曾经受的磨

难与考验，1969 年到陕西插队，一步步往上奋斗，从未有

过牢骚或怨言。我想，他应该属于纳尔逊·曼德拉级别

的人物。”

预言 9：中国未来“很难预测”。习近平未来将采取

什么政策，李光耀罕见表示“很难预测”。就国内的挑战

而言，中国正处于关键时期，习近平将会集中精力处理

这些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 于会有怎样的外部

突发事件摆在他的面前。一旦发生严重的不测，计划必

定要受影响。“不过我相信，他能处变不惊、妥善应对。

习近平很有影响力，我相信他能领导好中国共产党，他

的军队背景又使他在军中同样很有威信。” （文 汇）

虽然逛实体店仍是个有趣的体验，但在很多时候，

比如孩子们上床后、躺在沙发椅上、午餐时的安静时

刻，电脑或移动设备都提供了更完整的购物体验。

市场研究机构 Forrester Research 最近进行的研究

显示，已有 56%的消费者在家使用移动设备搜索和研

究产品信息，38%的消费者在前往实体商店的路上用移

动设备查看是否有货，34%的消费者在商店中使用移动

设备对产品进行调查。

这对零售业者意味着什么

好消息是零售商对消费者的习惯变化并非视而不

见。受消费者及竞争对手驱策，所有人都开始把“全渠

道”挂在嘴上。全渠道的概念，就是所有渠道必须协同

运作，以提供统一一致的消费者体验。

问题在于，“全渠道”这个说法仍包含“渠道”这个

词。对于许多零售商来说，这意味着可让消费者在店

内提取网上订购的商品，或者消费者在店内接收网购

商品的换货。当然，实际情况远不止这些战略上的举

措。零售商顺势而为做出的一系列变革，最终是为了

提高消费者终身价值（Lifetime Value，每个购买者在未

来可能为企业带来的收益总和），加快店内的库存周转

率，并通过减少不适合本店销售的滞销货物，来创造更

高的利润率。

其中，移动互联网时代，提升消费者终身价值变得

尤为重要。影响顾客终身价值的因素，包括顾客购买

的频率、购买其他产品的喜好、推荐给其他人的可能等

等。顾客可以使用手机，随时进行购买，也可以将自己

喜欢的商品分享至社交媒体；而店家则可以基于大数

据，向顾客推送他们可能喜欢的其他商品。

实体店的未来如何定位

随着越来越多消费者通过电子设备购物，而减少

去商店和购物中心的次数。对于实体商店来说，应该

考虑如何进行改革。当然，零售业者也可以关掉业绩

不理想的店铺并整合门店，但这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不完成以下变革，瓶颈永远无法打破：

更普遍与更灵活的物流中心。零售商的仓储设施

有限。上世纪 80 和 90 年代，很多零售商纷纷将他们的

全部库存摆在店里。但现在，我们或许会看到，商店已

经过改造，增加了直接订购派送，并在后勤部门放置存

货，限制堆放在店面的各类产品的数量。这一变革需

要系统的投资，并在运营上做出改变。

不断整合渠道，直到渠道消失。零售商必须检视

他们系统的全貌、运营策略和绩效指标，并不断消融渠

道的概念。

这并不意味着评估网站或具体店铺的绩效是毫

无意义的。“现在，我们需要关注更多，并了解所有接

触点上消费者的互动情况，以便完善顾客体验。这

便要求我们拥有可视化的物流管理系统，以及在此

基础上做出及时反馈。”电子商务软件与多渠道商务

解 决 方 案 提 供 商 Hybris Software 战 略 高 级 副 总 裁

Brian K. Walker，在接受采访时点出了物流管理系统

的重要性。

在这个供应链运营体系中，任何一个渠道的信息

都能够实现实时、可视的共享。也就是当线上有顾客

有需求的时候，如果物流中心无库存，某个可调拨区域

的末端门店存在库存，末端门店根据订单信息快速执

行订单处理并物流配送。

Brian K. Walker 认为，渠道整合是消费者互动平

台、商品分类规划和后台管理工具这三方面的一致需

求。所有这些都必须适应新的形势。

零 售 业 正 处 于 危 机 之 中，但 此 危 机 可 以 促 进 转

型。而忽视转型机会的零售商，注定会遭遇失败。

（Jeremy Bogaisky）

零售业危机：实体店必须做出的改变

本报讯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加拿大子行在多伦多

宣布启动人民币清算行服务，成为北美地区第一家投入

运营的人民币清算行。至此，工商银行已经正式构建了

全球 24 小时不间断人民币交易清算业务体系。此前，中

国人民银行已于 2014 年 11 月 9 日正式授权中国工商银

行（加拿大）担任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工商银行副行长谷澍在当天举行的启动仪式上表

示，工商银行将继续发挥在人民币业务领域的领先优

势，密切保持与中加两国政府的沟通，在两国货币管理

机构和监管机构的指导下，切实履行人民币清算行的职

责与义务，为参加行提供安全、优质、快捷、便利的人民

币清算服务，为当地金融市场繁荣做出积极努力。

据了解，工商银行将充分利用加拿大的地缘和多时

区优势，为全球客户提供高效的人民币清算服务，授权

工银加拿大在总行、新加坡分行的休市时段代为提供人

民币清算服务，工银加拿大也将在多伦多、温哥华同时

配备专门的人民币清算团队，在多伦多休市后温哥华将

继续提供三小时人民币清算服务，真正构建起全球 24 小

时不间断人民币交易清算体系。

中国与加拿大两国同处太平洋沿岸，中加两国同为

贸易大国，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近年来，

两国高层互访不断，双边贸易与投资发展迅速，有力助

推了两国经济增长。加拿大是 G7 成员国中经济发展强

劲的成员之一。目前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第二大出口目的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中加投资促

进和保护协定(FIPA)已于 2014 年 10 月 1 日开始实施，将

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中加两国双向投资，深化中加经贸合

作，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朱 迪）

本报讯 日前，“赫伯特·亨茨勒教授自传出版研讨

会暨财经媒体专场沙龙”在北京字里行间连锁书店孔子

学院店举行。德国著名经济学家、麦肯锡德国公司创始

人赫伯特·亨茨勒（Herbert Henzler）及多位跨国公司大

亨，中国数十家权威财经媒体的记者以及赫伯特·亨茨

勒博士的众多拥趸济济一堂，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知

名主持人南光主持了本次活动。

古稀之年的赫伯特·亨茨勒博士，依然精神矍铄、和

蔼风趣。亨茨勒博士就其最新出版的回忆录《挑战极

限》及其经典著作《麦肯锡思维》的再版做了主题发言。

不止于此，赫伯特·亨茨勒博士对财经记者们提出的相

关经济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德两国高层领导频繁互访。在

经济微观层面，中德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一直未曾中

断。就未来中德双方中小企业合作，亨茨勒博士认为两

国政府还应进一步打破政策壁垒。近期引起热议的“中

国制造 2025”计划被视作中国打造现代工业强国的路线

图，而德国政府已于 2013 年就提出“工业 4.0”战略以提

高德国工业的竞争力，亨茨勒博士表示这对中国而言有

着一定的可资借鉴之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国和日本是人们公认的并驾

齐驱的两个工业出口大国。然而，当今德国出口业以其雄

厚的竞争力坐上了世界第二的位置。就这一现象，亨茨勒

博士做出了精辟入里的解析。不同于日本的中小型企业

大多仅限于向大型企业提供中间产物，德国鼓励中小企业

同海外合作，从而助推其国际贸易发展。作为德国商界的

精神领袖，亨茨勒博士对德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有着极其丰

富的经验，在当天的沙龙时间与在座嘉宾进行了分享。

除此之外，因为曾经担任瑞士信贷集团国际顾问委

员会副主席、瑞信主席特别顾问，2012 年又在纽约独立

投资银行美驰担任高级全球顾问，亨茨勒博士还分析了

上述机构开辟多家分公司的经典案例。

又讯“赫伯特·亨茨勒教授自传《挑战极限》中文版

首发及《麦肯锡思维》再版新闻发布会”当天下午在同一地

点举行。中国著名企业家、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

波，著名企业战略专家、易中公司董事长宋新宇莅临现场。

黄怒波先生介绍了与亨茨勒博士的不解之缘。他在

《挑战极限》中文版序言中表示：“很荣幸作为一个中国读

者、一个登山爱好者、一个中国的企业经营者，首先阅读到

《挑战极限——麦肯锡德国创始人回忆录》的原稿，我相信

这本书的出版，会在中国的社会和企业界引起热烈的反

响，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宋新宇博士则作为本书的译

者对亨茨勒博士的精彩篇章进行了亮点解读。（林 文）

赫伯特·亨茨勒：德国工商界教父中国布道

加拿大人民币清算服务正式启动

李光耀曾预言中国的李光耀曾预言中国的99个个““未来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