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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茨万吉拉伊之所以能把树
大根深、老谋深算的穆加贝逼入险境，
关键在于穆加贝在经济上自乱阵脚，打
了一手坏牌：独立之初曾是南部非洲

“粮仓”、矿业生机勃勃、工业也方兴未
艾的津巴布韦，因为穆加贝自 2000~
2002年强行推动所谓“快速土改计划”，
强制性将原本由善于耕作的白人农场
主所有的农场分为小块，分配给退伍黑
人士兵，导致经济基础——农业大崩盘，
加之英国因“土改”而停止援助，欧美加强
对穆加贝政权制裁，以及矿产品国际市
场价格适处低谷，导致津巴布韦经济陷
入绝境，通胀率至2008年选举僵局时已
高达2200000%，失业率更高达80%，茨万
吉拉伊正是在选民走投无路、群情激奋
的背景下，高举“变革”大旗，聚拢到险
些推翻穆加贝的庞大人气的。

然而，5 年后的 2013 年 7 月 31 日，
新一届津巴布韦大选再度开锣，茨万吉
拉伊又打出拿手的经济牌，提出“以黄
金储备为基础恢复本国货币”、“上任百
日后推行免费医疗”等纲领，力图一举击
败穆加贝，结束5年来“同床异梦”的尴
尬。然而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8月3日
津巴布韦选举委员会宣布，穆加贝以61%
的过半选票，一次性当选新一任总统，这
位年满89岁、执政33年的争议性非洲政
治名人，还要再干5年。

同样是面对穆加贝——对手不仅
老了5岁，自己还在5年间获得“半个执
政党”地位，同样打出经济牌，茨万吉拉
伊这次何以遭惨败？

2008年底，津巴布韦的通胀率达到

令人瞠目结舌的 89000000000000%，整
个国民经济几乎陷入崩溃，当时赞比亚

《每日邮报》曾预言，只消轻轻一推，穆加
贝政府就会土崩瓦解。然而此时的茨万
吉拉伊却囿于自己“半个执政党”和内阁
总理的身份，无法完成这“最后一击”，反
倒在无可奈何下同意了穆加贝的豪赌：
废除津巴布韦元。2009年1、2月间，津巴
布韦宣布废除本国货币，改用美元和南非
兰特，国民原先的本币存款转为记账——
这张几乎等于将全体国民财产清零的
冒险牌，因国民早已输无可输，反对党
入阁后投鼠忌器，居然一击得手。原本
最危险的“经济定时炸弹”——高通胀，
经此极端手段得以根除，至 2012 年已
回落至3%~5%的正常区间。

此外，尽管不情愿，但眼见穆加贝
政权暂时无法动摇，工业化国家也缓慢
恢复了对其经济援助，联合国机构和各
非政府组织也积极参与，其中尤以粮农
组织(FAO)最为积极，在津巴布韦推广
了行之有效的“保护性农业计划”，看似
并不新鲜、先进，却恰契合“土改”后黑
人小农经济的需求，不但缓解了经济压
力，也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执政党和黑
人农民间的关系。

在此期间，国际市场矿产品、农产
品的需求量大增，价格飙升，这让津巴
布韦受益匪浅。

在农业复苏、矿业兴起的带动下，
津巴布韦经济在欧美一些经济学家的
一片看空声中，居然获得一定程度的复
苏。失业率方面，世行2011年便称，津
巴布韦失业率已回落到50%以下；GDP

增速方面，非洲银行的数据显示，2011、
2012 两年，津巴布韦 GDP 增速分别高
达9.3%和9.4%。尽管许多国际经济学
家认为，津巴布韦的经济成绩存在许多
水分和偶然因素，但毕竟较诸前几年已
有很大改善，“乱世之民易治”，因为要
求低、易满足，穆加贝和执政党此时获
得高票，也实属正常。

反观茨万吉拉伊的“经济牌”，就显
得相当不靠谱：恢复津巴布韦元本是
个可提振民族情绪的不错建议，但津
巴 布 韦 元 曾 在 币 改 前 几 度 惊 人 贬
值，至停用时已不如废纸，民众余悸
未消，选举前以此为号召，尽管加上

“黄金储备”等“背书”，公众也很难
产生共鸣；至于免费医疗则更属迂阔
无当——世行和IMF已几度对津巴布
韦的高额政府赤字提出警告，今年初
津巴布韦财政部更闹出“给公务员发
薪后国库仅结余 217 美元”的尴尬，此
时强调推出免费医疗，钱从哪里来？
至于茨万吉拉伊的“重磅经济牌”——
重新检讨“土改”，5年前固然杀伤力无
穷，如今却也大为减色：以“土改”后
黑人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新农业结构
在国际援助下刚刚成形，希望再“折
腾”一把的津巴布韦人，恐怕终究不
会太多。

反观穆加贝，在选举期间仅提出
“解决土改遗留问题”和“继续致力于提
高黑人经济份额”等大而化之的经济纲
领，摆出一副在经济领域“少说少错”、
以守为攻姿态，反倒取得不错的效
果。 陶短房(知名专栏作家)

奶粉反价格垄断、GSK 反商业贿
赂、强生医疗垄断判赔、恒天然污染调
查……医药圈、奶粉界一个赛一个热
闹，让高温炙烤下的外企们如坐针毡。
一位专家笑言：“这是在狂刷‘存在感’
吗？我国监管部门在食品药品领域从
没这么强势过。”

发改委、公安部、商务部各路“大

神”轮番登场，阳春白雪高端傲娇的外
企们一一现了原形：贿赂形式花样百
出、垄断手段让人惊呆。别天真了！“黑
心肠”的企业不是咱国内专利，中外企
业都一样，但凡发现钱好挣、能违规，谁
老实谁傻！而且总监、经理、销售代表
们招的都是本土人才，业界流动性又颇
大，到最后师傅徒弟们使出的招数都一

样，难怪业内人士感叹：“操纵价格和行
贿手段真是‘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业界认为，以后企业应该知道要
“察言观色”，不敢“坐地涨价”了。其他
行业都没成本压力？谁敢年年这么大
幅度涨价？药价更别说了，营销费用畸
高还永远将成本推到研发头上。在这
点上，奶企和药企竟不谋而合了：通过
价格操纵或商业贿赂，让消费者感觉

“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出高价还没得
选，上哪说理去？

消费者对姗姗来迟的“包青天”们
感情复杂，但来了总比没来好，而且整
顿不该是龙卷风，吹一阵就走，监管就
得360度无死角且常态化。

无论是反垄断还是反贿赂，无论是
不是针对外企开刀，归根结底，这应该
是在下一盘“反暴利”的大棋，这多好！
监管部门身体力行地在走群众路线，夹
道欢迎！希望以后反垄断、反贿赂的力度
还可再加大，内容也可再扩充。在国外，
多少企业被罚得倾家荡产，再也不敢起妖
风。如果在中国罚款成本“合算”，保不准
下次涨价完交了罚款还有赚。

国内企业也别高兴得太早，尤其是
出问题出得不比外企少的，好好琢磨怎
么在越来越严的监管下谋生存、求发展
吧，挣来路不明的“快钱”，迟早要付出
代价。 据《广州日报》

■微评

@薛兆丰：
不要鲁莽干扰奶粉行业的市场机

制。把价格上升作为纵向垄断的证
据，是武断；禁止厂商与销售商的纵向
协议，也是武断。武断相加，逼奶粉厂
商就范，看似法律和正义的胜利，其实
是破坏了价格信号和缔约自由，而代
价则还是由消费者来承担。

■推荐

贸易数据强劲
或降中国推刺激政策意愿

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7 月份中
国对外贸易反弹。出口同比增长
5.1%，6 月份下降为 3.1%。6 月份的
数据曾加剧分析师有关随着全球其
他地区的需求下滑中国出口陷入疲
软的担忧。进口增幅更大，达到11%，
表明国内需求可能在回升。7 月份进
出口数据均好于预期。

当月贸易数据的改善可能会令
中国政府更加不愿意扩大支出及采
取其他行动来支持经济。有经济学
家表示，7月份的贸易数据很理想，足
以令中国政府不必采取刺激措施来
提振经济增长。

第 二 季 度 中 国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同比增速从第一季度的 7.7%放
缓至7.5%，并且许多经济学家预计经
济还将进一步减速。但这份强于预
期的贸易数据或许表明，中国经济增
速在企稳。

此外周四公布的数据还显示中
国国内需求在改善。7 月份铁矿石进
口创下月度纪录高位，同比增长26%，
环比增长17%。铜进口也攀升至去年
5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不过经济学家们告诫不要对单
月数据作过多解读。单月出现的“反
弹小浪花”并不能扭转整体经济持续
低位运行的态势，实现全年进出口8%
的增长目标仍有难度。【据《华尔街
日报》文章整理分析】

@王巍w（并购专家,中国金融博
物馆理事长）

互联网金融重新定义金融，进而
改变社会。这是 80 后主导的金融变
革，与今年的利率自由化风云际会将
颠覆我们的金融体系。50 后不要自
以为是的挡道，60后和70后要让出空
间。金融这种被严格监管的业态被互
联网解放后，我们整个传统业态都面
临生存危机，重新洗牌。互联网金融
是中国与世界同步创新的历史机遇。

刘尚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副所长）

资本不只是一种财产权利，也是
一种经济社会权力，具有让他人屈服
的能力。在市场社会，要谋生，要么拥
有资本；要么屈服于资本，受雇于他
人。资本说了算，是市场经济的基本
规则。而劳动仅仅是一种权利，不具
有让他人屈服的能力。资本权力可以
扩张，影响社会甚至政治、法律。富翁
的影响力总是大于穷人。

通胀率高达89000000000000%

89岁穆加贝何以能翻盘？

“反暴利”大棋还可再下大

5年前，当时已执政28年、年届84岁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和他的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在大选初选中遭遇极
大尴尬：反对党民主变革运动领导人茨万吉拉伊获47.9%选票，压倒了穆加贝的43.2%。此后，经过漫长的扯皮、残酷
的选举暴力，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利益交换，这场选举风波以穆加贝和茨万吉拉伊分任总统、总理暂告妥协。5年
后的2013年7月31日，新一届津巴布韦大选再度开锣，穆加贝以61%的过半选票，一次性当选新一任总统，这位年满89
岁、执政33年的争议性非洲政治名人，还要再干5年。

■头条评论

■重点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