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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 5 月 27 日

改革监狱

本期《经济学人》认为美国的监狱体
制已经过时，是时候对其进行改革了。在
挪威， 囚犯可以在释放前的18个月开始
新工作。 而在美国，有2.7万条针对囚犯
的工作规定， 比如重罪犯不能从事理发
师、屋顶工人等工作。 然而，数据显示挪
威的再犯罪率远远低于美国。 政客们不
应让监狱成为犯罪学校， 而是应该成为
能让囚犯重新融入社会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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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 5 月 27 日

他为什么这么做

近年来西方世界正经历越来越频繁
的恐怖袭击。 每次恐怖袭击后， 人们依
然在问同样的问题 ， “谁做了这些事
情”。 答案几乎是相同的———有些是土
生土长的英国人 ， 吃炸鱼薯条 、 打板
球； 有些则是刚刚抵达欧洲的难民。 但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宗教极
端分子”。 虽然人们总是在研究他们的
身份， 但似乎从来没有从一次又一次的
恐袭中学到什么。

《纽约客》 6 月 5 日

森林的魅力

“阅读将你带往另一个世界，” 本
期封面创作者克里斯托夫·尼尔曼长期
以来对创新视觉传播深感兴趣， 本期封
面便可通过浏览器 360 度阅览。 “我喜
欢运用科技创作， 展示给读者一幅画的
周围有什么。 每当我使用手机时， 我总
是想到它的最好的用途便是它的灯光。”
尼尔曼表示。

2.8%
日本总务省 5 月 30 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 ４ 月份日本经季节调整

后的失业率为 ２．８％， 与 ３ 月份持

平。 数据显示， 日本 ４ 月份完全失

业人数为 １９７ 万人， 比上年同期减

少 ２８ 万人， 为连续 ８３ 个月减少。
专家认为， ４ 月份失业率保持

较低水平和劳动力供不应求表明日

本就业环境进一步改善。 今后很可

能出现工资上升压力增高， 内需扩

大， 推升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局面。

18.1%
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 5 月 ３０

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 ４ 月

土耳其接待的外国游客超过 ２００ 万

人，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８．１％。
土耳其旅游酒店管理协会会长

阿里·詹·阿克苏表示， 这个增长并

不令人满意， 土耳其旅游业仍然处

于 “黑暗时期”。 地中海旅游胜地

的酒店入住率只有 ４０％－４５％， 远

远低于预期。

一周封面

一周数字

不容忽视的硅谷“印度力量”
谷歌CEO桑德·皮查伊，微软CEO

萨蒂亚·纳德拉， Adobe CEO山塔努·
纳拉延等， 这些硅谷巨头的掌门人都

有一个共同点：印度裔。从程序员到中

层管理人员再到首席执行官， 印度裔

不仅在美国的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

地，还打破了“玻璃天花板”做到企业

最高层。
其实在硅谷之外， 印度裔高官还

活跃在美国其他行业。 一项对标准普

尔500企业的调查显示，这些企业的少

数族裔CEO中，印度裔最多。甚至就连

标普也曾有过一位印度裔总裁德文·
夏尔玛。 为何印度裔在美国能脱颖而

出呢？一般认为有两点原因：一是英语

母语优势和活泼开朗的性格， 使其更

容易融入美国主流企业文化； 二是印

度人在硅谷比较抱团。 上一代在硅谷

闯荡的印度人站稳阵脚后， 便努力协

助后来者，比如设立天使基金等，让随

之而来的印度人更快获得成功。

皮查伊：从穷小子到年
薪两亿美元

对谷歌来说，2004年的愚人节是

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天：Gmail发布

和皮查伊入职。 从印度穷小子一步步

成长为年薪2亿美元的“打工皇帝”，谷
歌CEO皮查伊的逆袭之路是一部经典

的励志片。
现在45岁的皮查伊出生于印度第

四大城市钦奈，母亲是速记员，父亲是

工程师。 家庭不算富裕，孩子又多，皮

查伊和弟弟只能睡客厅。不过，皮查伊从

小就是一位学霸， 高中毕业后考入了号

称 “科学皇冠上的瑰宝” 的印度理工学

院， 大学毕业后又拿着奖学金进入耶鲁

大学。耶鲁毕业后，皮查伊首先加入了硅

谷一家名为“应用材料”的半导体公司，
担任工程师和产品经理。

2004年4月1日， 皮查伊跳槽进入谷

歌， 从此这个名字和谷歌一系列的新产

品联系在了一起。 刚进入谷歌的一段时

间， 皮查伊在谷歌搜索工具栏（Toolbar）
的小组工作。当时，微软浏览器IE如日中

天，于是皮查伊向谷歌提议：为何不自己

开发浏览器呢？ 于是，Chrome诞生了。 到

去年4月，Chrome终于打败IE， 成为世界

上占有率最高的浏览器。此后，皮查伊又

负责了谷歌许多关键产品， 比如谷歌地

图、谷歌搜索、安卓系统等。有媒体称，皮
查伊的升职记就是谷歌的成长史。

2015年，谷歌进行架构重组，创造了

一个母公司Alphabet， 管理原谷歌公司

中与互联网业务不相干的业务， 如生命

科学、自动驾驶技术等，由谷歌创始人拉

里·佩奇任CEO；而新谷歌主要负责互联

网业务，皮查伊任CEO。 据报道，为了留

住皮查伊，谷歌2016年给他的总薪酬（工
资+股票 ）约为2亿美元 ，成了一位名副

其实的“打工皇帝”。

纳德拉：“救火队长”带领
微软转型

今年5月11日微软 “Build 2017”大

会上，微软CEO萨提亚·纳德拉展示了一

款名为“Emma”的“手表”。这款“手表”并
不是用来看时间的， 而是让帕金森患者

减少手臂颤抖。 据微软介绍，Emma的工

作原理是会按照独特的模式振动， 从而

破坏脑部与手部的神经反馈环路。Emma
并不能治疗帕金森症， 但可以提升患者

的生活质量。这样一款产品的出现，或许

就是纳德拉担任CEO以来给微软带来的

新变化。
纳德拉1967年出生于印度安得拉邦

小镇阿嫩达布尔的一个普通家庭， 父亲

是公务员。纳德拉读中学时，全家迁往海

德拉巴。此后，纳德拉考入了印度麦里普

大学攻读电气工程。 麦里普是一所与印

度理工学院齐名的顶级理工大学。 大学

毕业后，纳德拉前往美国，进入威斯康星

大学密尔沃基分校计算机专业学习。 纳

德拉在硅谷首先进入了SUN公司 ，1992
年加入微软。

加入微软后， 纳德拉先后参与和领

导了一系列重要程序的研发工作， 比如

MSN、Bing搜索、数据库、云计算等，给微

软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2014年2月，纳德

拉被任命为微软历史上第三位CEO。 彼

时，微软可谓内忧外患：错失移动互联网

时代，与苹果和谷歌公司差距拉大，虽然

收购了诺基亚， 但转型未获成功； 在内

部，比尔·盖茨淡出，前任CEO鲍尔默销

售出生， 越来越不适应领导科技企业的

发展。 在此情况下，纳德拉临危受命，扮
演了“救火队长”的角色。

三年多来，纳德拉带领微软转型，使
之从一家软件公司转变为靠云服务和移

动业务赚钱的公司 ，比如Azure、企业产

品和服务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改变过

去计件收费模式，开启免费模式，如移动

端 office365免 费 、Windows10 更 新 免 费

等。此外，微软还开放了很多产品和技

术，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无怪乎有

媒体称“微软变酷了”。 今年1月26日，
受业绩提升影响， 微软股价涨至65.6
美元，总市值达到5103亿美元，时隔17
年后再次站上5000亿美元大关。 而在

纳德拉刚上任时， 微软市值为3150亿

美元。在纳德拉的带领下，微软成功上

演了“王者归来”。

纳拉延 ：Adobe十年老
将宝刀不老

Flash、Photoshop……对于经常上

网的人来说，这些软件肯定不会陌生。
它 们 都 出 自 同 一 家 公 司———Adobe，
该公司的掌门人是现年54岁的印度裔

山塔努·纳拉延。 到今年，纳拉延已经

执掌Adobe整整10年了。
纳拉延1963年出生于印度海德拉

巴的一个富裕家庭， 父亲经营一家塑

料制品工厂， 母亲是教授美国文学的

大学老师。高中毕业后，纳拉延进入印

度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奥斯曼尼亚大

学，获电子工程学学位。 此后，他赴美

留学， 分别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MBA和博 林 格 林 州 立 大 学 的 计 算 机

硕士学位。
纳拉延在苹果公司开启了自己的

硅谷职业生涯。从苹果辞职后，他进入

美国硅图公司（SGI）。 1998年，纳拉延

加入Adobe， 职位是全球产品研发部

门的高级副总裁。2007年，在进入公司

九年后， 纳拉延荣升为Adobe的CEO。
在其领导下，Adobe实现了转型，获得

巨大成功。

从一张美国急诊室的账单说起
近日， 一位留美学生在晕倒前特意

嘱咐旁人“千万不要叫救护车”的故事传
遍中国社交网络。 跟进的大量评论随即
证明，这不是一个段子———在美国，包括
救护车在内的多项医疗费用绝非一般人
可以承受的。

就在此帖爆红的当日， 我家信箱被
塞进了一封急诊室账单。事实上，我早已
心怀忐忑地等了它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
前，家中小儿突发高烧。在家庭医生的强
烈建议下， 我们前往密歇根大学儿科医
院急诊室就诊。说心里话，如果不是家庭
医生的坚持， 我们可能还没勇气跨进急
诊室的大门。 在美国看急诊收到天价账
单的故事听得太多了， 即便是每月支付
几百美元的医疗保险用户也经常会被账
单上的数字吓坏。

打开账单，总价显示1044美元，自付
250美元，剩余部分由保险公司承担。 悬
了一个多月的心终于落地了， 每月支付
的昂贵医保总算还算给力。 虽然自付部
分折合成人民币仍然要1700多元， 但至
少没有超出可以承受的范围。 一些美国
当地的朋友听说后连称“便宜”。 在他们
看来 ， 但凡跨进急诊室就要做好自付

1000美元以上的觉悟。
那么一个多月前， 我们究竟在急诊

室里接受了怎样的诊治服务呢？ 回想起
来只有三步：检查、问诊、诊断。整个过程
既没有化验也没有处方。 诊断书上写明
是病毒引发的高烧和红疹， 度过病程即
可自愈。 同等的医疗服务在上海三甲医
院急诊处可能只需要24元的挂号费。 而
我们收到的账单则由两部分组成： 急诊
室费用（566美元）、医生诊费（478美元）。
一般而言， 美国急诊室账单由四部分组
成。 除了前述两项之外， 还有医药费用
（如包扎、输液等）以及诊疗设施费用（如
CT、B超、化验等）。 有时候医院会根据项
目的数量寄出不止一张账单。 为避免误
解，账单上还会标注一行小字———“这不
是唯一的账单”……

那么这些价格究竟是如何制定的
呢？ 和中国公立医院的定价系统不同，
美国各家医院都有一套自己的价目表。
大部分州， 这些价目表不对外公开。 从
患者们收到的账单来看， 医院的价目表
有时跟潜在成本或市场价格完全没有关

系。 比如， 超市里十几美元就可以买到
的绷带， 在急诊室里售价数百美元； 有
时甚至连技师搀扶患者下床的劳务费也
能高达上百美元； 一次血常规化验， 医
院 A 定价可能是 300 美元 ， 医院 B 可
能 是 1300 美 元…… 是 不 是 给 人 一 种
“水很深” 的感觉？

前些年， 国内曾经流传过美国急诊
室免费的谣言。 引发误解的起因可能是
美国急诊室先看病后付钱的操作方式。
1986年，美国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急诊
室必须接受所有病人， 无论患者是否具
备支付能力。 一般要等到看完病一两个
月之后， 医院的财务部门才会将账单陆
续发出。 只在美国短期逗留的病人也许
根本就等不到这份账单， 当然也就没有
支付诊费这一说了。有了这个空子，一些
当地人也会使用谎报个人信息或者搬家
换电话等极端方式来逃避巨额账单。 一
些流浪汉和瘾君子也会选择急诊室作为
他们的免费庇护所。

为了杜绝“跑单”，美国急诊室一直
在改进办事流程。说一下我的亲身经历。

一走进急诊室， 前台工作人员就要求作
为监护人的我出示ID并扫描留档； 就诊
过程中， 注册人员会捧着小本反复确认
我的住址和电话；离开时我发现，急诊室
出口大门的开关是由结算处工作人员控
制的。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常住居
民可以在简单核实信息后回家等待账
单。如果遇到短期逗留人士，工作人员就
会要求其当场支付。

去年， 美联社和NORC公共事务研
究中心发布民调显示，家庭年收入不到5
万美元的美国家庭中，有3/4拿不出1000
美元应急；年收入在5万至10万美元的家
庭中，有2/3拿不出1000美元应急。 可以
想见， 急诊室账单对于美国人来说是多
大的财务负担。一旦囊中羞涩，他们的应
对策略包括：分期付款、哭穷砍价、申请
财务援助等。其中，跟医院砍价这件事在
中国几乎闻所未闻， 但美国医院却会本
着“能收一点是一点”的宗旨给患者的账
单打个折。 美国网民也会在论坛上扎推
讨论与医院讨价还价的各种技法。 这也
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医疗定价体系

的荒谬之处。如果真的遇到赖账的情况，
医院会把账单转给催债公司， 这会极大
地影响患者的个人信用记录。 由医疗账
单引发破产的人间惨剧在美国也并不罕
见。 而这些坏账往往又会被叠加到老实
支付账单的人身上， 同时进一步推高医
疗保险的价格。恶性循环之下，越来越多
的美国人难以承受日常的医疗开销。

美国医疗收费乱象一直都是美国健
康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 就职于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的健康经济学家詹姆斯·
罗宾逊认为， 天价账单只是为了满足医
院不断升级设备、 扩建大楼、 提高雇员
工资的需求。 但医院不应该是一台一味
扩张的机器， 而是应该好好考虑患者的
真实需求。 打一个比方， 很多美国的医
院会在候诊区摆放巨型鱼缸和三角钢
琴 。 这些的确可以缓解病人的心理焦
虑， 但医院为此支出的成本最终会转嫁
到患者身上。 随之而来的医疗账单又会
反过来加深他们的焦虑， 到时候就不是
看几眼热带鱼或者听听钢琴演奏就能缓
解的了。

行走世界

美澳收紧工作签证冲击印度IT业
自唐纳德·特朗普于今年初就任

美国总统以来， 其移民政策成为在美

工作印度人的梦魇。 一直以来，H-1B
签证是印度IT领域人士在美工作的主

要 签 证 形 式 ， 诸 如 “ 印 孚 瑟 斯 ”
（Infosys）、 塔塔咨询服务公司等印度

IT科技外包企业一直通过该签证将印

度本土的工程师雇佣到美国， 在特朗

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消息传出后曾一

度导致相关企业股价重挫。 随着特朗

普不断推进其“雇美国人”政策，许多

在美印度IT企业不仅面临严重的 “印
度人才荒”，同时也要为了继续维持运

营而不得不主动采取适应性措施，如

以更高的薪资标准雇佣美国本土IT人

才， 或只给专业技能最强的高级工程

师申请签证， 而这也对印度总理莫迪

大力推进印美关系发展的努力蒙上一

层阴影。

特朗普的行政令惊动
印度高层

4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问

威斯康星州的一家IT企业时签署了一

项旨在就修改并收紧H-1B型签证的

行政命令， 该行政命令在白宫被称为

“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命令。此举被印

度媒体认为是特朗普通过发布行政命

令推进“美国优先”竞选口号的具体举

措之一， 无疑将对长期凭借该签证雇

佣印度本土高技能人才的在美IT印企

产生强烈冲击。
印度官员近日表示， 印政府一直

与特朗普政府及国会就签证移民问题

保持密切沟通， 并认为在美印度IT企

业为美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缓解签证政策变化给印度在美外

包企业与人员带来的冲击， 印度官方

积极与美国政府进行磋商。 外长斯瓦

拉吉与外交部秘书苏杰生在此前与到

访的美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会晤

时曾就美国收紧H-1B签证表达了关

切，印方还多次派出包括苏杰生、国家

安全顾问多瓦尔以及财长阿伦·杰特

利在内的政府高层访问美国， 并在访

美期间专程与美政府相关官员就签证

问题进行沟通， 预计在印度总理莫迪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时也将谈及此

事。同时，印政府积极推进印度在美外

包企业转型， 调整印、 美员工招聘比

例，积极适应特朗普的“雇美国人”政

策，以谋求长久经济利益。

印企不得不迎合“雇美
国人”政策

近期， 在有美国议员向国会提交

改 革H-1B签 证 草 案 的 消 息 曝 出 后 ，
Infosys等多家企业的Sensex股指大幅

下挫，损失近500亿元人民币。同时，大
批持该型签证的在美印度专业人士非

常担心出境后无法入境。 一名在硅谷

工作的印度工程师在接受印度 《商业

道德报》 采访时表示，“一些签证到期

的印度工程师在延签时由于行政原因

一直被无限期搁置， 这些人有的已经

在美购房，有的孩子需要上学，出于对

无法再次入境的担忧， 许多人不得不

搁置回国探亲的计划。 ”
总部位于印度“硅谷”班加罗尔的

Infosys公司是以销售额衡量的第二大

印度外包公司， 近日为应对特朗普的

“雇美国人”政策，其CEO宣布将在两

年时间内雇佣一万名美国员工。 该公

司计划将在美国设立四个工作中心，
今年8月在印第安纳州创办第一个，该
中心计划年内招募100名员工，明年有

望将规模扩大到上千名。 值得一提的

是， 现任美国副总统彭斯曾是印第安

纳州州长。
另有媒体报道， 此次Infosys等公

司加大雇佣美国员工也有另外一层考

虑。在印度，编程类岗位的欢迎度日趋

下降，当地的薪资水平也在逐步提高，
可以雇佣的高技能劳动力不断流失。

根据近期公布的针对500所印度高校的

36000名工程类学生的调研数据显示，只
有5%的学生能够正确地编写软件。

澳大利亚457签证持有
者中印度人最多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澳大利

亚总理特恩布尔日前在 “脸谱” 上发布

“将正式废除澳洲457工作签证”的消息。
澳政府打算用一种新的签证种 类 代 替

457签证，希望能在全世界吸引顶尖人才

来澳。 同时，取消457技术工作签证也旨

在增加澳大利亚本地人的就业机会，现

有的457签证持有者不会受到影响。
特恩布尔表示， 澳大利亚是一个多

元化移民国家， 但是澳大利亚本地工作

者应享有工作优先权， 新的签证系统将

在考虑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实施。 澳大利

亚移民部部长彼得·达顿也称，这些措施

将改变原本457签证开放性的本质，但不

会影响到已经获得457签证的人。为增加

本地就业机会， 申请两年临时技术签证

的工作种类也将有所减少。
据统计，在457签证持有者中印度人

最多，占比接近四分之一，其次为英国人

（19.5%），第三位的是中国人（5.8%）。 这

对已经面临美国收紧签证政策的印度而

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

曾就此表示，“印度政府正在与美国和澳

大利亚政府就签证问题展开磋商， 同时

也在全面评估这些政策变化的 潜 在 影

响， 也在与相关企业、 人员保持密切磋

商。 ”该发言人还宽慰道，澳大利亚政府

宣布的这项政策实质是 “以一项政策

取代之前的政策”，“澳政府高层已经

向印政府传达了新政策不会对印度移

民者产生较大影响， 因为大部分印度

在澳工作人士都属高技术移民范畴”。
457签证是澳大利亚政府为引进

海外各类专业人士而设立为期四年的

临时技术工作签证。今后，取而代之的

是为期两年的临时技术工作签证，以

及另一种长达四年的高要求专业技能

临时工作签证。

■本报驻新德里记者 章华龙

印度工程师安

吉利库拉在海德拉

巴附近的“签证神”
神 庙 展 示 其 赴 美

H-1B 签证和儿子

的亲属签证。 随着

美国收紧 H-1B 签

证政策， 有越来越

多的印度人前来参

拜 “签证神 ”神庙 ，
据说还很灵验。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