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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失去了内马尔的桑巴军团， 即使

还号称“五星巴西”，充其量也只是一

个跛腿巨人！ 这一咒语在当地时间 7

月 8日巴西世界杯的半决赛中得到应

验。 当晚，东道主巴西以惊世 1:7惨遭

德国屠杀， 不仅冠军梦此夜被彻底击

碎， 而且让所有的巴西人如同做了一

场永远也无法走出的噩梦。

对桑巴军团来说， 足球是离生活

最近的元素， 当他们精心设计的夺冠

之路戛然而止时， 生活自然会一时变

得黯淡； 但对喜爱足球的普通巴西人

来说， 除了要忍受主队失利带来的情

感打击， 更多的是担心他们的后世界

杯生活。虽然巴西贵为“金砖”国家，但

百姓生活很有可能重复着他们的足球

宿命———因失衡而失势！

经济的发展与足球的

辉煌几乎同步

“巴西经济社会的突出问题是发

展不平衡。”巴中国际发展商会终身名

誉会长黄海成 7月 9 日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这世界上，只

有一个“足球王国”， 那就是巴西，所

以，足球运动多年来一直是巴西人的

骄傲和迸发热情的源泉。 2007 年 10

月 30 日， 当国际足联正式宣布 2014

年男足世界杯在巴西举行时，当时正

处于经济飞速发展黄金期的巴西，期

待借助举办世界杯走上世界舞台。 然

而，自 2010 年以后，巴西经济增长遇

冷，2012 年几乎陷入停滞， 一系列社

会矛盾此间不断暴露出来，主要表现

在贫困人口增多、贫富悬殊加大以及

贪污腐败、失业增加等。

正是由于各种问题缠杂交织，足

球王国的民众，终于在世界杯开始前

一波接着一波唱起了“反调”，即使世

界杯开幕在即，人们依然看到圣保罗

的地铁罢工仍在持续。 而在此之前的

近一年里，以民众示威、教师罢工、司

机罢工、警察罢工等形式的各种“抵

制运动”此起彼伏。

“这次巴西足球创有史以来的最

耻辱战绩，与此前民众的抵制情绪毫

无干系，但还是让人产生联想，认为

这一结果其实为当前巴西经济的发

展做了最真实的脚注。 ”黄海成说，如

果我们梳理一下巴西在世界杯上的

成绩，隐约间能发现，足球战绩与经

济增长似乎成正向变动关系：1950

年，巴西首次举办世界杯，一路顺风

地打进决赛。1958 年，巴西首次夺冠，

17 岁的贝利闪耀足坛。 四年之后，巴

西卫冕成功。 1970 年，第三次举起冠

军的奖杯。 而第四次夺冠，是 24年后

的事情了。 在此参照系下再看巴西经

济发展，从 20世纪 50年代起，原本以

典型的“亚非拉”落后形象示人的巴

西，随着世界杯的夺冠开始了经济腾

飞，并创造了堪称“经济奇迹”的巴西

模式。

据介绍， 在 1951—1980 年的 30

年间， 巴西年均经济增长率在 6.8%，

特别是 1968—1973年，更是达到了惊

人的 11.2%，而 1973 年甚至创下 14%

的年均增长纪录。在这期间，巴西建成

水泥、建筑、钢铁、冶金、造船、汽车、石

油、化工、纺织、电力等工业部门，其综

合实力位居拉美之首， 经济结构与发

达国家水平相当。有趣的是，在这三十

年“经济奇迹”过程中，巴西又分别于

1962 和 1970 年两次夺得世界杯，经

济的发展与足球的辉煌几乎同步，二

者相映成趣。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无比美好的

方向发展，但随着 1990年巴西在世界

杯上的糟糕表现，美好的“巴西梦”遭

遇上一个名叫“中等收入陷阱” 的巨

棒，这时的巴西国内通胀率日益走高、

贫富两极分化、城市环境恶化、失业人

口激增、公共服务滞后、政府效率低下

以及政权更迭等失序现象频发。 比如

历史峰值最高达 2489%的通胀， 一方

面令巴西人生活困苦不堪，另一方面，

即使有很多钱也享受不到很好的公共

服务。 就在巴西在通胀泥潭中无法自

拔时，巴西迎来了卡多佐时代，卡多佐

推行的“雷亚尔计划”，使巴西摆脱了

发展中国家备受折磨的金融危机，并

为日后的经济再度繁荣奠定了基础。

1994年 10 月， 卡多佐在大选中以绝

对优势获胜，当选总统。

在卡多佐任期内， 巴西在吸收外

资、人民生活改善、可持续发展等获得

了较大发展。此外，在恶性通胀终止的

同时，沉默了 20多年的巴西足球再次

迎来巅峰时刻。同样是 7月，巴西队在

世界杯决赛的点球大战中战胜意大

利，第四次捧得大力神杯。

世界杯奥运会

正和人民生计发生冲突

足球的胜利点燃了巴西人的雄

心。 当年巴西媒体评论道：“足球的胜

利影响到巴西的各个领域和角落，包

括经济。要是输球了，天知道会发生什

么事情，幸亏我们赢得了比赛。 ”

巴西人用足球的胜利对卡多佐

的表现给予回报。 2002 年，这是卡多

佐连任任期的最后一年，巴西第五次

在世界杯比赛中夺冠，创下了足球史

上的记录。

1994 年，巴西夺冠，迎来了卡多

佐。 2002 年，巴西夺冠，迎来了卢拉。

卢拉延续并丰富了卡多佐的改革措

施，将巴西带入又一个“黄金时代”。

在卢拉执政的 8 年期间，巴西人

的最低工资上涨了 67%。 在经济发展

方面，卢拉采取了更加彻底的市场化

改革，巴西石油公司、矿业巨头淡水

河谷、飞机制造商安博威先后成立独

立董事， 并成长为世界级大公司；民

企 JBS 成为世界最大肉制品生产商，

出口持续增长，社会矛盾得到了有效

缓解，并且巴西从债务国华丽转身为

债权国。 遗憾的是，卢拉的继任者罗

塞夫没有将这个势头延续。 2011 年，

巴西经济增长仅为 2.7%，2012 年更

加不妙，只有 0.9%。2013年 6月，巴西

爆发了数年来规模最大的游行。

2014年的世界杯行将落下帷幕，

接着还有 2016 年的奥运会。 从目前

来看，仅世界杯一项，政府就投入了

超过 130亿美元，远远超出了 80亿美

元的预算。 巴西政府在 2007年声明，

场馆建设经费全部由私人赞助，但实

际上， 这项费用有 90%出自公共财

政。

当足球运动与百姓生活发展失

衡时，巴西人选择与足球抗争。 罢工

教师指责世界杯侵占教育经费；由于

通货膨胀，各行各业的从业者罢工罢

岗要求调薪；反贪是巴西人游行的又

一主要原因，巴西足球管理者多年来

的贪污腐败之风，使其在国内丧失民

心，而世界杯设施建设经费大大超出

预算也让巴西民众颇为不满。

作为世界第一运动，足球背后巨

大的产业链和丰厚的利益，让它不再

是一个单纯的体育项目。 对巴西而

言，世界杯正在和人民的生计发生冲

突；而在社会管理方面，蒙上贪腐阴影

的足球已不再纯粹。 这项原本被巴西

人视作欢乐之源的运动， 如今跟巴西

经济一唱一和跛腿前行。

【焦点 Focus】

本报记者 江金骐

“五星巴西”的跛腿之痛：

从足球战绩看巴西经济增长

本报记者 赵玲玲 王瑞梅

今年入围世界 500强的企业里， 上榜企业数量最多的国

家依次是：美国 128 家、中国 100 家、日本 57 家、法国 31 家、

德国 28家、英国 27家、韩国 17家、瑞士 13家。 美中占据着榜

单的半壁江山。这八家上榜企业数量最多的八个国家，同时也

是在 GDP世界排名中最靠前的八个国家, 主导着世界经济的

基本格局。

同时，2014 年财富 500 强最引人瞩目的变化是公司利润

飙升，利润总计达到 19562 亿美元，比 2013 年的 15408 亿美

元增加了 27%。

美日入围数量持续下滑 欧盟诸国维持稳定

与中国企业的快速增长相比， 美国上榜公司数量在连续

10 年下滑后，再次减少 4 家，共有 128 家企业上榜（从数量上

看，中美两国上榜公司的数量差距正在进一步缩小）。 虽然上

榜数量有所下滑，但是总体来看，美国经济在 2013 年保持温

和复苏态势， 本次上榜的 500 家公司总收入为 12.15 万亿美

元，较上一年增长了 0.76%，整体盈利能力大幅提升，总利润

上升了 32%，达到 1.08 万亿美元。

再来看美国 500 强“金字塔尖”的公司。 前三名的位次保

持不变，沃尔玛以 4762.9 亿美元的收入成功卫冕榜首，石油

巨头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分列第二、第三位。 伯克希尔-哈撒

韦和苹果公司的排名都上升一位， 今年分别排在第四、 第五

位。

日本入围企业持续减少， 日本是继去年成为落榜企业

最多的国家之后，再获“殊荣”，上榜企业减少 5 家。

1995 年，日本上榜企业的收入占 500 强总收入的比例达

到了 37%，名列第一。 美国的比例为 29%，列第二位。 当年，中

国上榜企业占 500 强总收入的比例仅为 0.4%，在今年则占到

了 17%，比 1995 年增长了 40 多倍。 与之相反，今年美国上榜

企业占 500 强总收入的比例降到了 25.6%， 日本的比例则降

到了 11.4%。

欧盟诸国入围数量保持相对稳定， 今年进榜的欧洲企业

共 150 家，同样低于去年的 151 家。英、法、德三国的企业数量

之和也从往年的 87 家下滑到了 86 家。 三强的企业数量总体

上差距不大，基本都保持在 30 家左右。在世界 500 强中，今年

德国企业所占数量比去年减少了 1 家， 法国与英国则与去年

持平。

在财富 500 强排名，前 100 位中，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它两家石油公司挣得三个席位， 俄罗斯联邦储

蓄银行排名第 186 位，比去年 228 上升 42 位，在 500 强总排

名中，俄罗斯企业占据 8 家。而与中国人口和经济状况相似的

印度，入围企业 8 家，其中入围 100 强的 1 家，为印度石油公

司,印度入围 500 强榜单的公司共 7 家，与去年相同。

银行石油很抢眼 苹果依然不及三星

据统计，在这次公布的世界 500 强名单中，商业储蓄行业

共有 55 家公司上榜，依然是 500 强密度最高的行业；第二大

行业是炼油业，共有 40 家上榜公司。相比之下，炼油企业在榜

单前十名中表现更为抢眼， 共有包括中国的中石化和中石油

在内的 5 家公司进入前十强， 其中第二位到第六位均为石油

公司。俄罗斯入围企业大部分都是石油类公司。美国、日本、韩

国的入围企业基本都在零售、电子、互联网、现代制造业等高

科技领域。

除中石化排名比去年上升一位、首次进入三甲外，去年排

名第三的埃克森美孚这次跌至第五位。 零售巨头沃尔玛以

4763 亿美元收入升至第一位， 而壳牌今年收入为 4596 亿美

元，较上年下降 4.6%，居第二位。

入围企业中，沃达丰公司利润达到 941.32 亿美元，增幅

高达惊人的 13794.5%。 沃达丰公司是英国第一大电信运营

商，今年，更多的电信企业实现利润的增长。 利润下滑的企业

数量减少为 5 家，而去年的榜单中有 8 家电信企业利润下滑。

在《财富》杂志统计的 2014 年世界 500 强排名提升最多的前

20 名公司中，日本的软银公司名列第二，比去年排名上升了

122 名， 获得电信行业排名增幅最大的公司殊荣。 今年入围

500 强的电信业公司共 19 家。

热点公司苹果依然不及三星，苹果公司在此次排名中，位

居第 15 位，而三星电子排名第 13。 虽然苹果公司较去年财富

排名上升 4 位， 去年位列第 19 名， 三星电子去年位列第 14

名，但三星电子的营业收入 2089 亿美元，利润 272 亿美元，销

售利润率 13%;苹果公司 1709 亿美元，利润 370 亿美元,销售

利润率近 22%。苹果公司销售利润率明显高于三星电子。尽管

苹果公司利润比上年减少了 11%， 但这个数字在世界 500 强

中依然可以排第五。这和苹果公司走高端路线，三星公司广泛

撒网的方案基本吻合。

但总体看，全球公司利润在飙升，《财富》评论称，这种飙

升的情况意味着全球经济特别是在企业层面已经走出阴影。

利润急剧增加使得全球企业投资欲望加强。 据英国《金融时

报》报道，今年头 6 个月，全球并购交易总额达到 1.75 万亿美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75%，为 2007 年以来最高水平。

美国 500 强公司利润总计 10803 亿美元， 同比增加

31.7%。入围 500 强的美国 128 家公司，7987 亿美元，占据 500

强利润的 40%。

八国主导

世界经济基本格局

全球公司利润在飙升，意味着全球经济

特别是在企业层面已经走出阴影

由于五国经济状况截然不同、外

交目标迥异、 政府形式各有差异，正

当外界认为跨越这些差异需要 5—1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时，却传来金砖银

行将在 7 月在巴西福塔雷萨举行的

金砖峰会上正式成立的消息。

早在 2013 年第五次金砖国家峰

会上， 金砖银行职能定位包括三个方

面：一，简化金砖国家间的相互结算与

贷款业务， 从而减少对美元和欧元的

依赖， 保障成员国间的资金流通和贸

易往来；二，共同的外汇储备和应急基

金，要规定银行未来的投资方向，包括

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工业等中

长期投资的贷放款和投资措施等制定

规则；其三，发展中国家在面临经济困

难和财政困难时， 除了向世界银行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外， 也可以向

金砖银行求助。

“美国削减刺激举措促使许多资

金撤出这些新兴市场后， 为了应对由

西方国家政策产生的层出不穷的金融

和经济问题， 金砖国家希望正式启动

开发银行。 ”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

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约翰·罗斯义表示。

而俄罗斯咨询公司 HEADS 的副

总经理 Nikita Kulikov 表示，金砖国家

的外汇储备池主要是作为一种保险

措施， 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问题时，

外汇储备池可以为其提供帮助。 今年

发生的卢布贬值等一系列事件更加

表明了这种保险的必要性。

“当某个成员国因美联储退出

QE 而导致本币急剧贬值或资金快速

流出以及发生银行系统危机等问题

时， 可以向外汇储备池寻求帮助。 ”

Nikita Kulikov表示。

另外，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时，包

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国家经济增

速放缓， 投资者避险逃离现象普遍，

常常出现股市走低和货币汇率下跌

的想象。

“金砖银行的设立， 可以起到一

定的缓冲作用。 该组织的建立，也是

士气一度低迷的金砖国家联盟有力

宣布重返世界经济政治舞台的开

始。 ” 费兹帕特里克认为，

不过， 对于金砖银行未来前景，

业界专家却看法不一。 中国社科院世

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熊

爱宗认为，金砖银行作为全球多边发

展机构的重要补充，对于促进发展中

国家经济发展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对外经贸大学教授蒋先玲

则持悲观态度。

“各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

不一，因而诉求也各不相同，金砖银

行的成立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的影

响。 ”蒋先玲表示。

而费兹帕特里克则更多表现出

金砖五国未来合作的担忧：“我现在

很怀疑金砖国家能够真正团结起来，

它们都是大型发展中经济体，相似点

很多，表面看他们是抱团发展的政治

团体，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这些国

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竞争关系，其政

治上和文化上差异过大肯定会影响

其真正团结。 ” 费兹帕特里克表示。

美国削减 QE催生金砖银行亮相

（上接第十九版）

其中，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业

为主，但在其他国家，如俄罗斯的金

融体系以股市为主。

“设立金砖银行， 对以证券市场

为主的俄罗斯而言，起到的作用就会

较小。 ”国际专家表示。

而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也

比较突出。

《蓝皮书》 同时指出，“在劳动力市

场上中国和印度存在竞争，巴西坚持农

产品贸易自由，而印度主张对农产品实

行贸易保护主义。 另外，中国的制造业

贸易顺差给巴西和俄罗斯的制造业带

来较大冲击，后者不断采取贸易保护主

义措施应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

王利博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