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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手捧保温杯成为进入“中年

危机”的标志。

“中年危机”在心理学上被解释为

“男人四十综合征”，意指一种特定的年

龄现象，即在 39~50 岁或 40~65 岁之

间，青春已不复，迟暮在眼前，人生有可

能经历事业、健康、家庭婚姻等各种关

卡和危机。“中年”两个字后面，不一定

有“危机”，更多对当前发展现状的焦

虑。其实，不只是人会面对中年危机，一

些我们所熟知的、已经在华发展多年的

企业有时也无法幸免。

娃哈哈：品牌、产品老化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创建于

1987 年，宗庆后从代销汽水和冰棒开始

白手起家，30年来搭建了一个庞大的食

品饮料集团。

然而，娃哈哈哈哈也在快速变化的

市场中遭遇瓶颈，在经历了 2012 年业

绩首次下滑尴尬后，2015 年受网络谣言

打击、营养快线等大单品老化，缺少明

星新品接棒等问题困扰，遭遇营收下

滑。

娃哈哈业绩的下滑主要是品牌和

产品的老化，这对饮料市场来说是致命

伤。此外，缺少明星单品是娃哈哈的一

大病痛。

目前娃哈哈进入了深入调整期，娃

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承认实体经济

正在遭遇寒冬，也承娃哈哈认遇到一些

困难，但是前景十分乐观。

统一企业：老坛酸菜面不
好卖了？

台资食品企业统一 1992 年进入中

国大陆，曾经以“老坛酸菜面”称霸中国

大陆方便面行业。然而 2017 最新半年

报数据显示，统一今年上半年营收为

108.861 亿元，同比下降 7.1%；净利润

则下滑 26.5%至 5.696 亿元。

除方便面业务外，饮品部分统一业

绩较为惨淡，上半年营收为 65.98 亿元，

同比下滑 11.4%。

进入中国第 25 年，统一正在全面

收缩其在大陆的资产。2016年 5月，统

一宣布以 12.91 亿元人民币出售其所拥

有的今麦郎饮品 47.83%股份，交易完成

后，统一不再持有今麦郎饮品集团的任

何权益。同年 11 月，统一集团与广东健

力宝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以人民币

9.5 亿元将其持有“佛山市三水健力宝

贸易”100％股权出售于健力宝集团。而

就在 7月 31 日底，统一与星巴克联合

宣布，统一方面将以约 13 亿美元现金

出售与星巴克在中国华东市场合资企

业（上海统一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的

50%股份。

雀巢：食品安全风波
作为全球食品巨头和最早进入中

国的跨国企业之一，2017 年是雀巢进

入中国的第 30 个年头。过去 30 年，雀

巢稳健发展与大肆扩张，但在经过高速

增长之后，快消品巨头在中国的日子普

遍不太好过。雀巢遭遇的却是食品安全

风波。

7月中旬，雀巢(中国)6 名前员工因

涉嫌违规开拓医务渠道，通过非法手段

抢占部分医院第一口奶，被兰州中院终

审判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7月 18 日，由上海雀巢产品服务有

限公司经销的两款特殊医学用途婴儿

配方食品的乳蛋白深度水解配方中，因

为硒检出值低于产品包装标签明示值

而登上了国家食药监总局的黑名单。

7月 25日，上海市食药监局公布，

上海雀巢产品服务有限公司被浦东新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立案调查，相关批次

产品被召回下架。

7 月 31 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

《2017 年 6月未予准入的食品化妆品信

息》显示，雀巢及其下属品牌克宁共有 6

批次、10.82 吨来自台湾地区的进口奶

粉被拒绝入境，原因是“超范围使用营

养强化剂维生素B2、B6、B12”。

虽然雀巢在声明中称，雀巢公司对

此非常重视，已立即通知经销商和零售

店停止销售并召回该批次产品。同时，

雀巢公司会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的相关

工作。但是，在婴幼儿奶粉配方注册尚

未全部完成，各个企业都非常谨慎之

际，雀巢可谓不断掉链子。

联想：再次陷入亏损
作为老品牌，联想这段时间来的发

展颇为不顺。在 8 月 18 日发布的第一

财季报告显示，联想营收 100.12 亿美

元，与去年同期持平；集团亏损 7200 万

美元；毛利率为 13.6%，同比减少 1.7 个

百分点。而这已经是联想从 2015 财年

以来“第二次陷入亏损”。

手机发展没有起色，就连霸榜多年

的笔记本业务也与第一的差距越拉越

远。

市场调研机构TrendForce 送出的

统计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笔记本出

货量上，惠普继续保持第一，出货量达

到 925 万台，市场份额达到 23.4%，较

第一季度增长 8.5%。排在第二名的联

想，第二季度出货量 805 万台，市场份

额 20.1%，较第一季度仅增长 0.3%。

PC 及平板电脑业务一直是联想集

团的最重要收入来源，占整体收入的约

70%。据联想财报显示，受到零件短缺和

成本上涨，至 6 月底的二季度，其个人

及平板电脑合计销量同比下跌 7%至

1450 万部，市场则同比下跌 3%，收入

同比持平，为 70.05 亿美元。溢利同比

下跌 21%至 2.91 億美元。

另外，被称为“老大难”的联想移动

业务也同样棘手。如今它似乎正将希望

放在摩托罗拉品牌在全球的发展，联想

的摩托罗拉依然面临重重困难，板块收

入占整体的 17%。据财报，本季度移动

业务的收入同比上升 2%至 17.46 亿美

元，除税前经营溢利率同比上升 2.2 个

百分点，但若撇除衍生的与并购有关的

非现金费用，税前经营仍亏损 1.29 亿美

元。

目前联想正押宝人工智能，同时也

正历经“换帅”的纠结，未来能否重返荣

耀，商是未知数。

SOHO中国：转型正在
奏效？

1995 年成立 SOHO 中国曾经在早

两年也经历了一场“中年危机”。2015年

中国房地产整体遇冷，在传统行业逐渐

没落的过程中，潘石屹意识到了危机并

开始了及时转型，选择从重资产模式想

轻资产模式转变。

SOHO 中国选择用 SOHO 3Q 项目

把社会上、城市里面闲置的、利用率不

高的房子，用互联网的技术和平台充分

的利用起来。作为 SOHO中国的重要转

型，SOHO 3Q 项目被潘石屹定义为“移

动互联网时代的共享办公空间”，是

SOHO 中国业务由“开发－散售”向“开

发－持有”转型的开始。

于此同时，潘石屹也在通过销售旗

下地产项目来进一步“轻”起来。

近日，SOHO 中国发布中期业绩

报，截至 2017 年 6月 30 日，SOHO 中

国实现营业额约 10.7 亿元，同比上升

47%；实现租金收入约为 8.18 亿元，同

比上升约 17%。

虽然租金大幅度增长，但是和 SO-

HO中国定下的转型目标“年实现 40 亿

元的租金收入”相比，仅完成预设目标

的 1/5。

今年 SOHO 能否挣脱“中年危机”，

还得“走着瞧”。

企业的中年危机该如何
自救？

职场中人常说一句话：逃离“舒适

区”，杜绝“安乐死”。放在企业经营，这

句话同样适用。丰厚稳定的收入来源、

高质量的人才队伍、健康稳定的业务形

态等等在给企业带来安全感的同时，也

在不断剥夺企业创造更大可能的机会。

只有提前放下对以往成绩的执着，着眼

未来，敢于清零，重新找准赢利点开始

才能浴火重生。当然，破茧成蝶需要痛

苦的蜕变，但逃离了“舒适区”，迈出持

续成功的一步才能突破自己。

据新华网

找不到对象还影响经济？大数据说单身族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单身人

口约 2 亿，约 2000 万的青年（20~39

岁）过着独居的生活。为此有舆论认为，

新一轮的“单身潮”正在到来。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单身人口越来

越多呢？首要问题就是受仍然存在的

“重男轻女”观念所影响导致的男女

比例严重失调。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数据显示，“80 后”非婚人口男女比

例为 136 比 100，“70 后”非婚人口男

女比例高达 206 比 100，在人口性别比

的严重失衡下，不少男性被迫成为“光

棍”。

同时，女性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也在

影响婚恋年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越来

越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 年只

有 0.88%的女性进行大学本科学习，2015

年这一比例达到5.76%，涨幅 6倍。

一方面，高学历的女性倾向于选择

同等学历或比自己学历高的配偶，另一

方面，随着物质经济水平的提高，女性

对男方经济收入方面的要求也“水涨船

高”，这也让很多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

成为“剩女”。

此外，随着现代婚姻观念的转变、

诱惑的增多，近年的离婚率也在持续上

升，“70 后”和“80 后”成为离婚的高发

人群，婚姻持续的时间也已变短，这都

让单身人口的数量有所上升。

城镇化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不断

加快，让国人的结婚年龄也越来越推

迟。无论“单身狗”还是“单身贵族”，单

身已不再只是一种生活状态，而正在年

轻人当中成为一种生活态度。

但是，单身时的“自由自在、无拘无

束”或许并不像嘴上说得那样潇洒惬

意。实际上，调查结果显示，仅有约

3%的受访者表示享受单身生活，而

约 45%的人倍感孤独，且这一现象

在男性中更为突出。而关于单身的主要

原因，大部分男性认为是由于“自身条

件还不够优秀”，女性则更倾向于认为

“还没有遇到足够优秀的人”。另据相关

统计数据显示，一线城市仍是单身人群

的聚集地，“脱单”的需求远大于二、三

线城市。

“剩男剩女”们在择偶方面也有着

不同的侧重点，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对

于择偶时不可降低的硬性要求，男性普

遍看重外形方面，女性则认为是经济方

面；此外，男性最看重女性孝顺、细心体

贴和脾气温和，女性则最看重对方诚实

正直、主动上进、细心体贴。

由于没有较多的家庭责任，单身人

群自然而然地更倾向于关注自我、提高

自身的生活质量，通常更倾向于只把钱

花在自己身上。而随着人们对单身状态

的观念转变，单身生活的内容也变得日

益丰富，一个人吃、一个人玩……向各

个领域渗透的所谓“单身经济”，也让各

类企业嗅到了商机。

从单纯的“光棍节”到电商推出的

“双十一”，就是对单身经济近年来发展

的最直观见证之一。日韩等国的一些商

家专门为中国单身人群推出更小的电

饭煲、烤箱和水壶等产品；食品外卖行

业也受益于单身经济，数据显示，去年

我国外卖行业销售额增长 44%，有外卖

商家表示，65%的订单来自未婚的顾客，

其中快餐最受单身顾客青睐，“单身人

群是我们最重要的顾客”。

研究显示，国内超半数的单身男女

最爱旅行，与已婚人士相比，单身人士

更喜欢观光并体验旅游目的地的文化，

或许也只有单身的状态下才能真正来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当今的单身人士拥有更强的购买

力和消费意愿，以旅游为例，单身青年

的旅游人均消费比有家庭的青年要高

出约 14%；但即便如此，也有专家指出，

“单身经济”未必一定能转化成积极的

经济贡献———由于单身人群面临的责

任小于已婚同龄人，所以很容易形成一

种闲散的人生态度，进而带来缺乏工作

动力等负面影响。

以日本为例，日本的高未婚率对经

济已经产生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希望通过不婚来躲避家庭责任，其中

有些人认为只需要养活自己，所以没有

为家庭创造更多财富的较大压力。

同时调查显示，单身人士常常面临

着需要为自己规划未来的压力，这令他

们倾向于不愿购买高价值的物品，而是

选择投资于保险和金融产品；与之相对

的，年轻的父母们则可能会花大价钱去

购买婴儿护理等方面的产品，且更愿意

在自己的另一半身上花费重金，从而推

动了国内消费。

当然，也有专家强调，已婚人士和

单身人士只是处于不同的生活阶段才

具有不同的侧重点，但作为消费者，他

们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据新华网

“单身潮”为何又来了

据媒体报道，目前国内单身成年人的数量已相当于俄罗斯和英国人口的总和。日益庞大的单身群体除了构成社会层面引人关注的问题，也在经济层面形成了巨大的消费潜力，吸引了广大商家的目光。那么，单

身大军是怎样形成的？随之而来的所谓单身经济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剩男剩女”想些啥

“单身经济”惹争议

哪些企业逃不脱手捧保温杯的“中年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