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卢拉到罗塞夫

巴西，褪色的金砖

本报记者 王昱

“劫贫济富”的军政府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物产
丰富的国度，巴西自殖民时代
起就获得领主葡萄牙的空前重
视。然而，在葡萄牙的极力压制
下，巴西除了向欧洲供应蔗糖、
橡胶、咖啡等经济作物之外，并
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
集”的巴西，其发展之路走得极
为迫切和匆促。1964年，巴西经
历了政变，新上台的军政府将
执政合法性寄托在了经济发展
上，急匆匆地退出了“进口替代
战略”。

所谓“进口替代”，就是对
外建立高关税壁垒，对内依靠
国家扶持搞工业。在上世纪60
年代，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
义国家以及印度等第三世界国
家都试图通过这一套走向工业
强国之路。然而，巴西的“进口
替代”之路更顺利些，有赖于丰
富的自然资源和欧美资金的注
入，1968年到1973年，巴西经济
的平均增长率高达11 . 2%，被
誉为“巴西奇迹”。

然而，在奇迹的背后，隐忧
早已埋下。关起门来搞工业，产
出的工业品也要由本国人民来
买单。由于巴西的种植园制度
历史，军政府认为底层民众买
不起高大上的工业品，而是通
过多种政策手段补贴富豪和中
产阶级，鼓励其消费。众所周
知，作为行政机构，政府本身并
不产生任何经济效益，其补贴
所用的资金，最终还是要由民
众买单。于是，巴西形成了一套
政府主导的“劫贫济富”体系。

钱不够，政府能想到的只
有加印钞票。1973年，巴西通货
膨胀率达到14 . 9%。随后逐年
走高，到上世纪80年代初，巴西
已经出现了通货膨胀率过百的

“超通胀”状态。走投无路的军
政府只好在1985年还政于民，

新上台的民选政府虽然通过旨
在削减开支的“雷亚尔计划”最
终遏制住了通胀。但军政府数
十年如一日“劫贫济富”种下的
恶果已经长成，到1999年，占人
口总数1%的巨富阶层拥有全
国53%的财富，而占人口总数
2 0 % 的 赤 贫 阶 层 则 仅 拥 有
2 . 5%的财富。

正是这样一个舞台，给了
卢拉和他的巴西劳工党表演新

“奇迹”的机会。

“福利兴邦”的卢拉

从某种意义上说，巴西前
总统卢拉的政治生涯，就是一
部“逆袭史”。他生于贫民窟，14
岁辍学。1 9 7 0年，正当国家
GDP吃了兴奋剂般连创新高
时，25岁的卢拉却因付不起医
药费，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怀
孕8个月的妻子病逝。

国家屡创“经济奇迹”，老
百姓却穷得连“买命钱”都没
有，可以想象当年卢拉对这样
的巴西社会有多么愤恨。“一人
之心，千万人之心”，卢拉的想
法得到了巴西广大贫民的支
持，2002年，几经磨砺的卢拉终
于登上总统宝座。巴西开始了
左翼劳工党执政时代。

本质上，卢拉面临的问题，
与其痛恨的军政府面临的问题
一样——— 发展了工业，工业制
成品卖给谁？与军政府青睐中
上阶层不同，卢拉将目光投向
了底层。上任伊始，卢拉推出一
系列福利制度，集中向底层民
众撒钱。

既然要撒钱，就要解决钱
从哪来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卢
拉是幸运的，他执政的时代刚
好赶上了一个黄金期，以中国
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庞大
需求，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连年上涨。而巴西刚好是个原
材料出口大国，铁矿石、石油储
量丰富，还生产咖啡、蔗糖、大
豆、肉类等农产品。资源价格高
涨，让巴西过上了躺着数钱的

幸福生活。军政府当年“劫贫济
富”，卢拉却不需要“劫富济
贫”，雄厚的资金保证他不得罪
任何人就能实现当年的梦。

卢拉当政时期，巴西政府
用在社会福利上的开支常年占
到GDP的20%以上，巴西还建
立了“世界上最慷慨的养老金
制度”——— 只需缴费15年，女性
到60岁、男性到65岁就可领取
全额养老金，而如果缴费30年，
男性53岁就可退休领养老金。

这种福利大派送的结果，
是卢拉时代巴西产生了空前的
消费繁荣，他执政的8年间，巴
西经济年均增长率为4 . 06%，
为巴西近30年来发展最快的时
期。更难得的是，这8年里，巴西
2000万人摆脱了绝对贫困，
3000万人进入中产阶层。2010
年卢拉卸任时，民意支持率高
达87%，被巴西人亲切地称为

“巴西之子”。

罗塞夫只是“接盘侠”

然而，在卢拉创造的“福利
嘉年华”中狂欢的巴西人忘了，
虽然卢拉政府与当年的军政府
相比，似乎一个天使、一个魔
鬼，但政府终究不产生任何经
济效益，卢拉所做的，不过是将
卖资源所产生的巨大利益分配
给平民而已。一旦资源价格下
跌，巴西怎么办？而这个隐忧，
偏偏在卢拉的继任者罗塞夫那
里成真了。

卢拉制定的高福利政策，
的确给底层民众带来了实惠，
但造就了巴西国内新一轮通
胀。各类消费品价格，尤其是房
地产价格高企。一路上扬的物
价极大地改变了民众的心态。
年轻人迫于昂贵的生活成本，
不愿意从事制造业，转而投身
金融、房地产、银行、保险等能

“挣快钱”的行业。中老年人在
看到自己的积蓄被上涨的物价
稀释后，也不再寄希望于靠本
职工作谋生，转而投资股市、房
产，或要求政府提供更好的退
休福利。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
环，其中，受损最严重的无疑是
制造业，由于人员和资金都流
向了来钱更快的房地产和股
市，巴西制造业在2002年后迅
速萎缩，工业化水平较之于军
政府时期更低，有学者甚至干
脆称其为“去工业化”时期。

当整个巴西经济呈现“空
心化”后，与罗塞夫上台几乎同
步的国际资源价格暴跌就成了
戳破繁荣假象的最后一击。数
据显示，国际原油价格从2008
年7月147 . 27美元/桶的高点，
暴跌至目前的46 . 58美元/桶；
而国际铁矿石价格则从2011年
的180美元/吨，跌至目前的不
足40美元/吨。资源价格暴跌让
巴西的高福利难以为继，而高
福利“断奶”的后果则是大批贷
款消费的民众破产，巴西“消费
经济”解体引发更大规模经济
危机，进而导致更多人失业。

面对困局，罗塞夫采取了
加息遏制高通胀的政策，希望
避免重蹈当年军政府的覆辙。
但这导致了个人和企业贷款更
加困难，经济更加雪上加霜。
2 0 1 5 年，巴西G D P 萎缩达
3 . 8%。在失业、银行贷款、通胀
三重压力下的巴西人，将满腔
怒火撒向了政府。在2014年世
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期间，进
行抗议示威“给国家抹黑”。

在经济发展的光环褪去的
同时，巴西政府官员的贪腐问
题持续发酵，不光是罗塞夫，前
总统卢拉也被揪了出来。2015
年7月，巴西检方决定正式调查
卢拉在总统任内涉嫌巴西石油
公司腐败案。

正如有些经济学家指出的
那样，无论是军政府时代的“劫
贫济富”，还是卢拉的“福利兴
邦”，巴西经济的真正问题是政
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太
重，政府的过度干预扭曲了经
济的本性，在“贫富分化悬殊”
和“福利国家”之间迷失了方
向，这才是巴西经济的病根。巴
西这块金砖褪色的过程，值得
所有发展中国家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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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参议院最终投票通过了总统弹劾案，该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
统罗塞夫被罢免，劳工党长达13年的执政史也随之终结。巴西曾依靠
亮眼的发展速度在国际舞台上风生水起，被列为“金砖五国”之一。

继2013年联合会杯、2014年世界杯后，巴西2016年又举办了奥运
会。获得主办权时，时任巴西总统卢拉曾激动地宣称：“我比其他任何
一天都更自豪我是一名巴西人：巴西已经走出二流国家队伍，步入一
流国家行列。”然而，短短几年里，这个曾闪耀全球的“金砖国度”迅速
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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