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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印媒近日报道称，富士康正

在评估印度南部多个邦，希望选择一

处合适的地方建立产业园区。与此同

时，相关“备选邦”也在发力，希望在

这场竞争中获胜。各邦纷纷表示，计划

为园区配套建设宿舍、医院、消防站、电

影院和超市等设施，力争将园区打造为企

业、工人及家属安居乐业的区域。

然而，以印度目前的条件看，要实现

企业、园区、地方政府、本地工人的多赢，

难度不小。

富士康第一次尝试在印度设立产业园是

在 2006 年。当时，富士康先后在泰米尔纳德

邦设立了两个手机生产园，主要代工生产诺基

亚手机。之后，产业园因品牌销量下滑而关闭。

2014 年，印度总理莫迪提出“印度制造”

行动，希望以政策优惠吸引外资投资建厂，在印

度完成零部件生产和组装，促进本国制造业发

展。次年，富士康便将目光再一次投向印度。

2015 年 8 月，富士康宣布计划在印度建厂，主要

代工生产苹果 iPhone，其子公司还会为多个其他

手机品牌提供服务，但最终依旧以失败告终。

如果说，第一次产业园投资无疾而终，可

以 把 “ 锅 ” 甩 给 当 年 市 场 占 有 率 走 低 的 诺 基

亚 ， 那 么 ， 第 二 次 失 败 就 没 那 么 多 借 口 可 找

了。连印度本国很多专家都没想到，苹果、富

士康在印度都没能避免“滑铁卢”的命运。虽

然印度富士康的订单量确实有所增长，但涨幅

远低于市场预期。雪上加霜的是，2016 年 11

月，印度政府宣布废止高面额纸币，严重的现

金短缺导致富士康在印度的营收大跌五成。目

前，富士康虽宣称“并未放弃印度市场”，然

而业界普遍认为，这只是“等等再说”的含蓄

表述。

此前，《华尔街日报》 曾刊文称，苹果公

司计划到 2025 年将 25%的全球 iPhone 生产业

务转移到印度。不少分析机构据此看好印度

市场。然而，截至 2023 年底，印度仅占苹果

总制造业务的 14%，与 25%的目标相距甚远。

许多机构已经开始调整对该目标的判断，称

“现实因素让富士康很难放手‘押宝’印度”。

事实上，印度在企业文化、工人素质、

营商环境、基础设施水平等方面与国际接轨

程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内部改革阻力也

不小，离世界制造业大国仍有相当一段距离。

表面上看，印度人工成本相对更加低

廉，在印度开工厂应该更容易赚钱才对。然

而，由于企业文化不同，外资企业与印度本

地劳动力之间通常需要长时间磨合，不仅耗

时耗力，而且效果堪忧。例如，富士康曾

专 门 派 人 前 往 印 度 ， 负 责 本 地 工 人 的 培

训。这让很多印度工人不满，认为这种管理方式不适用于印度。另有一些印

度管理人员抱怨，由于存在语言障碍，大量文件、规则、软件界面给印度本

地员工带来了不小困难。

这些差异的存在，导致富士康印度工厂虽然劳动力成本较低，但工作效

率和工作质量不高。为满足订单要求，富士康不得不决定，只

让印度工厂负责相对简单、工期宽裕的工作，而需要

“赶工”的订单则交给其他地区的工厂。

供应链不够完整也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当前，

印度并没有完善的手机产业链供应链，大多数零部

件需要进口，这意味着更高的物流成本、清关成

本，以及大量的时间成本。有专家就此评论称，

在印度，隐性成本过高抵消了低廉劳动力价格带

来的吸引力。

此外，印度基建水平较低也在很大程度上

降低了外资企业投资印度的兴趣。比如，

印度当前的电力供应能力很难满足工业需

求。今年夏天，面对罕见的历史高温，印

度政府临时出台企业“限电令”，要求包

括富士康在内的一众企业必须减少 30%的

生产用电量。这对企业产能造成了巨大打

击。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仅“限电令”一条，

就会让外资企业更加谨慎地作出选择。

事实上，外资企业投资印度还有大量“小

问题”“小摩擦”难以沟通解决。富士康在

印度“落脚”失败，不是没有原因的。

产业园为何难在印度落脚

施普皓

美国劳工部近日宣布，将

截至 3 月底的一年新增就业人

数下修 81.8 万人，几乎将此前

公布的新增就业人数砍掉三分

之一，引起外界有关政府数据是

否造假的质疑。

就业和价格波动这两项关键数

据由美国劳工部下设的劳工统计局

负责统计和发布。除最近这次就业

人数大幅下修引起的震动外，该

部门最近连续三次出错，让

部分投资者提前获知

关 键 数 据 ，也 让

公众质疑其

可信度。

人们对

统计数据的

质疑是有原

因的。中产

及以下家庭

并没有感觉自

己的收入与国内生产

总 值（GDP）增 幅 匹 配 ，而

日常采购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涨幅

又让他们认为消费者价格指数不真

实。在“漂亮”的就业数据发布之时，

很多人却因大公司的大规模裁员而失

去工作。

密 歇 根 大 学 最 新 消 费 者 调 查 显

示，美国总体经济形势和人们对经济

的感觉之间普遍存在脱节。尽管通

胀趋于缓和、失业率创历史新低、股市

仍处于牛市，但消费者信心仍低于疫

情前水平。

大部分经济学家也认为，最近的

错误可能削弱人们对美国官方统计数

据的信心。“一个统计机构的生死取决

于信任。”曾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担任劳

工统计局局长的埃里卡·格罗申说，这

种信任一旦失去，“就很难恢复了”。

美国法律对政府数据的生成与发

布有较严格的监管，明目张胆操弄统

计数据在理论上不太可能发生，但如

何生成这些数据却有窍门。比如，通过

调整不同行业在 GDP 中的比重和不同

消费品类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中

的权重就可以生成不同的数据。

美 国 的 CPI 由 8 个 主 要 部 分 组

成，每个部分都包括商品和服务：食

品和饮料、住房、服装、运输、医疗保

健、娱乐、教育与交流以及其他商品

和服务，但不包括人寿保险、融资成

本、证券等项目。

美国用 4 个主要组成部分来计算

GDP：个人消费支出、商业投资、政府

支出和净出口。个人消费支出通常占

GDP 的近 70%，零售业和服务业是美

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服务为基础的行业，包括专业

和商业服务、房地产、金融和医疗保

健，占美国 GDP 的三分之二强。2023

年，美国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为 4.8

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 7.5%，这一增

长率高于 GDP 预期年增长率。金融

业对美国 GDP 的贡献约为 20.7%，是

对整体 GDP 贡献最大的行业，表明包

括银行、保险和房地产在内的金融服

务部门在美国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而制造业对 GDP 的贡献仅为 10%。

名义 GDP 增幅扣除通胀因素后

才是实际 GDP 增幅。因此，如果 CPI

是错的，那么实际 GDP 增幅也是不准

确的。美国 CPI 的准确性恰恰因为权

重安排上的问题而频遭质疑。

美国“投资百科”网站文章说，美

国 CPI 统计方法经历多次修订，不断

改变商品在篮子中的权重以“消除夸

大通胀率的偏见”，总体结果往往是较

低的 CPI。批评人士认为，这是一种有

目的的操纵，使美国政府能够报告较低

的 CPI。文章举例说，劳工统计局发布

的 2006 年前 11 个月的 CPI 是 2.2%，而

另两位经济学家用不同方法计算，得出

的 CPI数据分别高达 5.3%和 8.2%。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曾担

任奥巴马高级经济顾问的杰森·福尔

曼认为，美国当前经济形势很奇怪，因

为 GDP、消费和商业投资的数据都显

示出蓬勃发展态势，按年率计算的二

季度实际 GDP 增幅达到惊人的 3%。

但制造业前景并不被看好，消费者的

资产负债表也令人担忧，这些反差给

人“一种不祥的预感”。

美国经济学家克劳迪娅·萨姆在

2019 年创造了“萨姆规则”，认为失业

率的三个月移动平均值相对于前 12 个

月的最低三个月平均值上升 0.5个百分

点或更多，就意味着衰退到来。按照这

一规则，美国经济正在进入或已经处于

衰退之中。萨姆认为，“失业率上升和

劳动力市场疲软令人担忧⋯⋯我们可

能会在 3个月或 6个月后陷入衰退”。

最近几个月，高盛等多家美国投

行提醒客户为经济发生关键的转变做

准备。他们认为，宏观经济格局的一

些变化表明经济衰退概率已显著增

加，影响可能波及全世界。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是“股神”

巴菲特加速减持股票。过去两年，他

已抛售多只持有多年的核心股票，让

公司现金储备暴涨 161%，达到 2769 亿

美元，而且第三季度仍在抛售。从历

史上看，当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

撒韦公司大幅增加现金头寸时，也预

示着未来将面临动荡。上一次该公司

现金储备占总资产比例如此之高是在

金融危机前。 （据新华社电）

美国经济数据的“错觉”
徐兴堂

在位于埃及开罗西南约 10 公里的

吉萨高地上，有 3 座宏伟的金字塔，其

中最大的那座名叫胡夫金字塔。作为

现已发现的 110 座古埃及金字塔中块

头最大的那个，胡夫金字塔现高 136.5

米（原本高 146.59 米，但因年久风化，顶

端剥落），总重量近 700 万吨，被列为古

代七大建筑奇迹之一。

根据埃及史书记载，这 3 座金字塔

是古埃及第四王朝时期第二代法老胡

夫和他的两个儿子修建的。但假如你

将其与建于古埃及第五王朝的乌尼斯

金字塔、古埃及第六王朝的特提金字塔

的照片并排放置，很可能会产生一种违

和感：前者呈规整的正四棱锥形，艺术

感“拉满”；后者则更像个大土包，给人

感觉不是一般的潦草——难道时代发

展了，技术反而退步了？

事实上，直到今天，这还是个未解

之谜。

先来看其建造过程。

根据埃及历史教科书，公元前 2580

年至公元前 2560 年，胡夫征召了 10 万

名奴隶，用 20 年时间为自己建造了这

个巨大的陵墓。

在过去很多年里，这个说法并未引

起太多质疑，因为 10 万奴隶、20 年时间

这样“体量”的表述在古代史的叙事中

并不少见。直到定量研究被引入史学

界，学者们才恍然发现，八成有什么地

方搞错了。

根据人口学家的测算，当时古埃及

的人口总数至多只有 40 万人，征召 10

万人修建金字塔基本相当于将全国成

年男性劳动力“一网打尽”，从事非

生产性劳动。这样的比例对于农

耕社会来说实在是太高了，扛

一年都够呛，何况 20 年。

再来看其建筑难度。

胡 夫 金 字 塔 所 用

石块巨大，最小的都有 1.5 吨以上，大的

接 近 20 吨 。 但 即 便 按 最 小 的 石 块 计

算，每块石头的切割偏差最多也只有

0.25 毫米。这样的技术真是古人能够

达到的吗？相关装备又得精密到什么

程度？

金字塔修筑过程中用的水泥质量

也令人费解。这些水泥在 4500 年后的

今天依然大体完好，基本没有开裂。这

样的使用寿命，即便是以现代顶尖工艺

制造的水泥也无法实现。一个典型的

反面案例就是，大约半个世纪之前，埃

及政府曾选用号称当时质量最好的水

泥维修古埃及卢克索神庙，结果前几年

已经出现了大量裂纹。

所以，大多数建筑学家们都认可，

胡夫金字塔的修筑工艺高于现代建筑

水平。

如果说前面的谜团还主要流传在

学术圈内，另一个谜团的社会影响就比

较大了。

随着胡夫金字塔对游客开放内部

参观，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质疑，胡夫

金字塔真的是法老陵墓吗？原因无他：

实在是太寒酸了。

胡夫金字塔的发掘始于公元 8 世

纪。当时，埃及苏丹马蒙听说金字塔中

藏有“上古神兵”，心痒难耐，随即组织团

队挖掘。这个团队从金字塔外墙打了一

条长 27 米的通道，直通国王墓室，结果

爬进去一看，大失所望。墓道很窄，墓室

又小，里面只有一个简陋的、只能堪堪塞

下一个人的石棺。墓室里既没有壁画，

也没有其他陪葬品，连一座雕像也没有，

当然就更没有什么神兵利器了。以至于

团队成员一度怀疑自己定位错了地方，

一个洞打进了陪葬墓。

难道古埃及第四王朝特别流行这

样朴素的墓葬方式吗？应该不是。在

开罗以西 100 多公里曾经出土了一个

墓葬，墓主人是和胡夫同时代的祭司。

这个墓里不仅有雕像、壁画、赞美诗，还

有丰厚的陪葬品，其与 1000 多年后帝

王谷里的法老墓同样富丽堂皇。如此

看来，说胡夫金字塔压根就不是法老之

墓，似乎也有些道理。

直到今天，人们也没能找到这些问

题的答案。但毋庸置疑的是，定量研究

的引入的确为人文学科的发展带来了

新的动力。尽管这些研究方法尚未带

我们找到历史的真相，但至少已经通过

证伪的方式排除了不少错误选项，人类

的经济史、文明史、科技史研究都将从

中受益。甚至于，那些已经被定量研究

证伪的观点，也有其存在的意义。毕

竟，科学研究原本就是个不断试错的过

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说的就是这个

道理。

顺便说一句，尽管胡夫金字塔仍有

诸多谜团待解，但其能够在地震带上屹

立数千年不倒的谜团，倒是已经被物理

学家从原理上破解了。大体来说，就是

地震波从地底传入金字塔内部，经皇后

墓室传入走廊，被转换为声波再传入国

王墓室。国王墓室的主要材质是花岗

岩。这是一种优质的压电材料，能够把

声波能量再次转换为电能，通过原本存

在于塔顶、现已被损毁的镀金塔尖，以

类似闪电的形式释放到大气中。

不过，这个推论在短期内应该是无

法被验证的。一方面，人类还没能解决

地震预测这个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出

于文物保护的原因，也不可能在金字塔

内部长年设置大量监测仪器。所以，虽

然推论看起来没毛病，但因为没有被验

证也只能止步于此，谈不上定论。

但往好处想，谜题待解也不算件坏

事。毕竟，好奇心正是人类文明与科技

发展的原动力之一，好奇的人多了，水

落石出的日子就不远了。

胡夫金字塔多少谜题待解

□ 肖 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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