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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股神巴菲特旗下的中美能源控股公司美国时间 2011年 12月 7日
宣布，向一家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太阳能发电厂投资 20亿美元，收
购位于加利福尼亚的 550兆瓦 Topaz项目。巴菲特此举对正处于“寒冬”中的
太阳能光伏产业带来福音，应能振奋其他潜在投资者和太阳能电厂的建设
者，理论上也能够为太阳能电池生产商提供大量新需求。

点评：巴菲特进军太阳能行业，从长期来看将利好太阳能电池生产商，但
在近期发生的中美贸易争端中，美国课征惩罚性关税将导致这个行业在短期
内受到冲击。因此如果将巴菲特此次的投资视为“新能源”产业的冬天即将结
束，那不免为之过早。在他的眼里，托珀兹更像一份“公共事业”，投资公共事
业虽不能致富，但却可以守财。这就是巴菲特时下投资光伏行业的最佳注解。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巴菲特进军太阳能光伏

环球财经十大企业新闻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澳航因罢工全面停飞

事件：2011年 10月 29 日，澳洲航空管理层突然宣布停飞所有国内、国际
航班，正在澳大利亚珀斯参加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的 17个代表团也尴尬地发
现：女王和他们一样，返程之路都变成了梦幻泡影。澳航突然停飞影响遍及全球，
只因澳洲政府的随即介入，一场为时将近 48小时的澳航停飞事件暂告段落。

点评：去年以来，澳航因劳资纠纷已经多次发生大规模罢工。双方数次谈
判都未能谈拢，引发多次颇具规模的短期罢工。最近的一次罢工更使得该航
空公司蒙受了高达 7000多万澳元的损失，这迫使澳航使出了最后的“杀手
锏”，想以此打压劳工方的“嚣张气焰”。目的或许达到了，但澳航的品牌美誉
度却也受损严重。有专家指出，劳资矛盾是个深层次的问题，企业在处理这个
问题的时候应从全局出发，谨慎从事。

事件：2011年 12月 23日，美国监管机构批准了纽约泛欧交易所和德国
股票交易所的合并。不过合并交易的最后成行，还有待于欧盟监管当局的审
批。据悉，源于两家证交所一旦合并将成为全球最大交易所，欧盟(EU)官员将
继续对该交易进行深入反垄断调查，并可能在 2012年 2月 9日前作出最终
决定。由于该交易的截止日期已两次被推迟，能否最终获准还存在变数。

点评：与欧盟反垄断机构旷日持久的谈判，令纽交所部分股东对与德交
所进行合并的热情越来越低。除欧盟反垄断审查的不确定性外，因欧洲当前
的状况带来的风险也被纽约泛欧的股东视作越来越强劲的顶头风。金融市场
对于手头拮据的欧洲国家无力偿还贷款这一现状仍很担心。纽交所的股东
说，这可能会给那些将与这个至今还未命名的交易所集团有业务往来的银行
和其它公司带来压力。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纽交所与德交所同意合并

公司的经济实力超过了国家?
究竟有多少公司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了国家?《中国经

济新闻》(CEN.com)12 月 29 日在香港发布了 2011 年度 (首
届)“全球 500 最大经济体”排行榜，这是史上第一次将所有
国家(地区)的 GDP 和跨国公司的销售收入进行对比分析，
共有 408 家跨国公司和 92个国家(地区)入选，美国、中国和
日本位居总排名的前三位，而沃尔玛、皇家壳牌石油、埃克
森美孚等 3 家销售收入最大的跨国公司，在和全球各国
GDP比较后，分别位居 25、27和 32 名。该榜单凸显了跨国
公司影响力的持续增长和国家主权的持续削弱。
《中国经济新闻》依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美国中央情报局(CIA) 的年度报告和各国家
(地区) 的政府报告，对世界上 190 个国家和 25 个地区的
GDP进行统计和加权，得出 215个国家(地区)GDP的修正数
据，然后再以此数据与《财富》世界 500 强企业的销售收入
作比较，得出“全球 500 经济体”排名。通过此榜单，我们要
分析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影响，跨国公司对国家民主
和政府管制的影响以及语言对国家经济和跨国公司扩展的
作用。

133个国家（地区）被挤出榜单
在“全球 500经济体”中，212 个候选国家(地区)仅有 82

个国家 (地区 )入选，塞浦路斯 (Cyprus) 以约 238 亿美元的
GDP排名 499位)。落榜的 133个国家(地区)中，既有欧洲的
冰岛，又有非洲的坦桑尼亚，既有亚洲的尼泊尔，又有美洲
的牙买加，甚至还有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不丹。从 1995 年
到 2011 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是中国，增幅高达 1003%;
哈萨克斯坦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 942%和 748%的增幅位
居第二和第三。
《中国经济新闻》(CEN.com)总编辑丁海森说：在 GDP排

名前 10名的国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
衰退。日本 GDP较前年相比增长了 1.8%，为 54742亿美元。
而中国政府发布的 2010 年度 GDP为 58798亿美元，日本已
经失去了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席位，由中国成功上位。这是 43
年以来日本第一次重回世界第三经济体的地位。日本的
GDP自从 1968年开始即超过了当时的西德，上位成为仅次
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体。

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

在“全球 500 经济体”中，出现了 408 家富可敌国的跨
国公司，它们分别来自 20个国家(地区)，入选公司最多的国
家是美国(114 家)，为第一阵营，其次是中国 (55 家)和日本
(54家)，为第二阵营，而法国(28)、德国(26)和英国(24)等三大
欧洲强国则为第三阵营。欧、亚、美呈现三足鼎立的趋势。
《中国经济新闻》(CEN.com) 预测在 2020年“全球 500 经济
体”中，中国企业的数量会达到 120 家，而美国则为 110 家，
因此，未来跨国公司的竞争，主要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国民幸福指数的经济指标

如果以人均 GDP 作为衡量国民幸福指数的经济指标，
卢森堡、挪威和卡塔尔分别以 10.8 万美元、8.3 万美元和
6.9 万美元位居前三，前 10 名的其它国家还有瑞士( 6.9 万
美元)、丹麦(5.6万美元)、澳大利亚(5.1万美元) 、瑞典(4.8万
美元)、荷兰(4.7 万美元) 、美国(4.6 万美元)和加拿大(4.5 万
美元) 。单从经济方面来看，说不丹国民很幸福显然不能自
圆其说 , 因为不丹的人均 GDP 只有 1881美元，在全球所有
国家中只能排 122 名。而中国的人均 GDP只有 4387美元，
在全球只能排第 70名，这个排名与 1949 年中国人均 GDP
的世界排名相似。

语言影响市场推广

在“全球 500 经济体”中，英语是官方语言的高达 163
个，为第一方阵 ;而中文 (57 个)、法语(55 个 ) 和日语 (54 个)
和德语 (46个) 为第二方阵。美国本土讲英语的人数为 2.6
亿，但在美国之外有 9.1 亿人说英语，这不但有利于美国公
司的市场推广，也降低了经济贸易中的语言障碍。相对于美
国的英语，中国的中文就要弱势得多，全球除中国外讲汉语
的人数只有 7200 万，只相当于本土讲汉语的 13 亿人的
5.3%，这也是中国公司全球化的主要障碍。

尽管中国最近每每取得惊人的成就，但以英语为母语
的主要国家，即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新西兰，仍
然控制着全球 GDP 的 25%，而相比之下，汉字文化圈国家
的 GDP大约仅占全球 GDP的 15%。英语文化圈国家的综合
人均收入是汉字文化圈国家的六倍。特别是德国、法国和北
欧 5 国国民的英文程度也都非常高，进一步放大了英文的
竞争优势。

公司的力量
2011年全球 500最大

经济体排行榜出炉

入选公司最多的 10个国家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国家

美国
中国
日本
法国
德国
英国
瑞士
韩国
意大利
荷兰

2011年
上榜公司数量
114
55
54
28
26
24
13
10
9
9

1995年
上榜公司数量
125
3
131
36
40
26
14
7
10
12

趋势

世界人均 GDP前 10名国家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国家
卢森堡
挪威
卡塔尔
瑞士
丹麦
澳大利亚
瑞典
荷兰
美国
加拿大

GDP(百万美元)
55,080
413,984
118,381
525,164
310,357
1,132,735
457,509
782,460
14,589,650
1,575,030

人口数量
511,840
4,975,800
1,696,563
7,856,600
5,564,219
22,546,300
9,471,174
16,733,800
312,577,000
34,482,779

人均 GDP（美元）
107,612.40
83,199.49
69,777.35
66,843.67
55,777.28
50,240.41
48,305.49
46,759.27
46,675.38
45,675.86

事件：2011年 8月 15日谷歌宣布，已与摩托罗拉移动签署最终协议，将
以每股 40美元的现金收购后者，总价约 125亿美元。该交易已经得到两家公
司董事会的批准。收购摩托罗拉移动有助于谷歌进一步强化 Android生态系
统，从而提升在移动计算市场的竞争力。交易完成后，摩托罗拉移动将作为谷
歌的独立业务继续运营，Android仍保持开放。

点评：就像大多数人所了解到的，谷歌倾囊收购摩托罗拉说明谷歌正在
向硬件制造的方向前进，这会优化他们的安卓操作系统。谷歌现在是一个拥
有 2万移动专家和数以千计有价值的专利的大型企业。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和无形的 M2M 物联网技术都会从这个庞然大物中喷涌而出。而摩托罗拉在
Android平台上的优势正是吸引它驻足的关键。两家企业信誓旦旦地表示，将
一起创造惊人的用户体验，造福于消费者，合作伙伴和开发商。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谷歌收购摩托罗拉移动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萨博汽车申请破产保护

事件：2011年 12月 20日，瑞典一家法院宣布，拥有萨博的瑞典汽车公
司 CEO穆勒已亲自提交破产申请。萨博所有者瑞典汽车公司发言人在一份
声明中表示，在萨博前所有者通用汽车对外界表示并不支持为拯救萨博而
提出的最新投资和融资方案之后，萨博汽车决定提交破产申请。预计瑞典地
方法院会批准萨博提交的破产申请，并很快指定萨博的接管人。

点评：由于不同意萨博与中国公司展开的收购活动，通用汽车公司(GM)在
一份电邮声明中表示，考虑到风险，已决定割断其与这家瑞典汽车制造商之间
的联系，并取消向该公司供应汽车零部件和 9-4X车型的承诺。这项决议的出
台直接导致了萨博的破产风波，而涉及其中的中国公司损失惨重。一旦萨博汽
车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两家中国民营汽车企业近亿欧元的投资即面临“泡汤”。

事件：2011年 8月 12日，苹果公司以约 3372亿美元的市值终于在收盘时
超越了埃克森美孚而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一个以研发和销售 IT消费类
硬件为主的公司竟然可以超越石油公司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确实令人
惊愕。近年来，苹果凭其创新产品在消费者中引起了极大反响，早在 2010年 5
月它就已经超过其多年来的对手美国微软，位于所有技术公司之首。

点评：无论是 iPhone还是 iPad，苹果产品在消费者受欢迎的程度都是无
可比拟的，当人人都为手中有一个 iPhone和 iPad而自豪的时候，苹果想要不
做第一都难。许多实例表明，最具价值的公司通常是那些对消费者具有重要
意义的公司，而苹果正是这样一家公司。当苹果将用户的体验放在首位的时
候，其市值的大涨，正是股市对一个创新公司的最好回报。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苹果公司全球市值居首

事件：在全球资本市场上，标普、穆迪和惠誉这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活跃的
身影无处不在，它们牵动着全球资本市场的神经，却也屡遭世人诟病。点爆欧
债危机的始作俑者便是“三大”评级机构；标普宣布下调美国长期主权债务评
级一个“A”，全球股市集体遭遇“黑色星期一”。“三大”的评级结果，显然已被
全球投资者视为了行动的指南。

点评：受利益驱使，国际评级机构常常游走在天平的两端，科学性逐渐变
成牟利的华丽外衣，三大机构最终成为“金融系统崩溃的主要推动者”，被指
责为“灵魂出卖给了魔鬼”，显示了资本贪婪逐渐腐蚀其独立性的必然结果。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即便“三大”自身对其准确性都毫无把握可言，全球
投资者却常常将他们的“表达意见”奉为圭臬，其影响力之大令人叹服。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国际评级机构屡遭诟病

事件：2011年 12月 14日，中国商务部发布了公告：对原产于美国的排
量在 2.5升以上的进口轿车和越野车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实施期限两
年。对于中国汽车业来说，此次对美国部分进口汽车征收“双反”税的措施多
少有些出人意料。而这一举动也被业内人士看做是对美国屡次向中国企业
征收“双反”税的反击。

点评：从事实上看，中国对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车征收“双反”税没有任
何问题。近年来，美国对中国企业出口到美国的产品频频发动“双反”策略，中
国的反应却大多以发表声明抗议为主，缺乏实质后续行动，这致使美国开始
变本加厉，甚至一些别的国家也加入了对中国实施“双反”调查的行列，中国
商务部此举有利于保护国内企业的正常利益，是对美国等国的有力回应。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中国对美实施“双反”调查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九家中概光伏企业遇寒

事件：2011年第 3季度，在美国上市的 11家中概光伏企业中有 9家企业
集体“大出血”(亏损 )，其中包括晶科能源、天合光能、赛维 LDK、阿特斯阳光、
韩华新能源等。曾经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 Q-Cells的 Q3财报
也同样悲惨，这无疑应对了前段时间的市场预测———2011年 Q3光伏行业将
面临大面积亏损。

点评：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愈演愈烈，各国政府开始大幅削减光伏补贴，
同时世界光伏产量的过剩也导致光伏产品价格的下跌，短期内欧洲光伏市场
难见起色。而美国政府所发起的“双反”调查，也使本已疲于应付的中国光伏
企业雪上加霜。尽管如此，9家中概光伏企业的集体败北还是引起了市场的相
当震动。有专家预计，光伏行业到 2013年形势才会好转。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日本两大钢企拟合并

事件：新日铁公司与住友金属工业公司 2011年 6月 2日表示，已向日本
反垄断监察机构提交了正式的合并请求，双方计划在 2012年 10月前完成合
并。目前，新日铁在日本钢铁业规模排名第一，住友金属则排名第三，不过，由
于其他国家的钢铁产能不断增加，新日铁在全球钢铁行业的产量排名已经从
2008年的第二位下降到 2010年的第七位。

点评：新日本制铁公司 圆园园愿年粗钢产量为全球第二，不过，受经济衰退影
响，圆园园怨年产量减少，全球排名跌至第六位，被中国、韩国一些企业赶超。随着钢
铁行业国际竞争愈发激烈，受困于上游原材料和下游需求两头压力的日本钢铁
企业必须寻找新的出路，而合并则是目前最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两家日本钢铁
企业合并后，将成为仅次于安赛乐米塔尔钢铁集团的世界第二大钢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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