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過
去幾年，當全球接二連三

經歷了金融海嘯、歐債風

暴等，這些史上重大的金融災

難，使得歐美先進國家的經濟成

長停滯不前時，身為拉丁美洲最

大經濟體的巴西卻趁勢竄起，在

2010年繳出了24年以來最佳的

7.5%經濟成長率。

2011年，巴西的GDP為2兆

5,000億美元，已正式超越英國的

2兆4,000億美元，成為全球第6大

經濟體。英國《經濟學人》雜誌

更預估，巴西有機會在2013年就

可超越法國，晉升為全球前5大的

經濟體。然而就在光榮的背後，

我們也看到了2011年巴西經濟成

長率大幅下滑至2.7%，這個快速

成長的拉丁美洲經濟大國，如今

似乎也面臨成長趨緩的疑慮。

油、水、礦一應俱全  

得天獨厚的豐富資源

巴西人口總數約為1.7億人，

是拉丁美洲面積最大、人口最多、

經濟實力也最強的國家，由於巴西

地處熱帶及亞熱帶的氣候，同時又

有亞馬遜河、聖弗郎西斯科河、以

及巴拉那河3大河系匯集，擁有相

當豐富的水力及森林資源，包括巴

西木、橡膠等聞名全球。

此 外 ， 巴 西 鐵 礦 砂 的 儲 量

排名全球第5大，是全球第2大

鐵礦砂出口國，鋁土的出產也僅

次於澳洲，鈾、錳、鎳等礦產資

源也相當豐富，不僅如此，巴西

的淡水資源約占全球淡水資源的

國際眺望Global View

受到通膨高漲影響，2011年巴西繳出了一份GDP為2.7%的不及格成績單，但隨著巴西政府降息救經濟

與持續投入基礎建設，2012年巴西經濟可望由谷底復甦，未來成長潛力仍值得期待。

◎撰文／孫慶龍 圖片提供／達志影像

解決通膨 成當務之急

巴西躍升全球第6大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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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因此巴西也充分利用水資

源發展水力發電，水力發電總量

占全國發電量高達86.5%。

而農業則是帶動巴西經濟發

展的主要根基。巴西的農業非常

現代化，且平均每年都能以5%

的成長率穩定發展，特別是糧食

的增長速度更是超過全球的平均

水準，其中最為人熟知的就是咖

啡、可可、大豆、甘蔗、玉米

等，產量都居全球之冠。

也由於巴西生產的甘蔗數量

過多，遂將蔗糖朝向能源發展，

因而帶動整個拉丁美洲的生質能

源發展。除了較為熟知的農作物

外，巴西更是全球主要的畜牧生

產國之一，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

統計，早在2000年巴西牛的數量

已居世界第2，僅次於印度，且豬

與家禽類更是位居世界第3位，僅

次於中國大陸及美國。

致力發展經濟  
巴西潛力十足

近年來，巴西海域也不斷的

發現大型深海油田，尤其在2007

年，巴西石油公司更在巴西東南

方海域發現，有史以來最大的深

海油田。根據估計，這個油田蘊

藏量約為50億～80億桶的輕原油

和天然氣，累積到目前為止，巴

西總計發現5座大型的油田，蘊藏

量預估可高達550億桶，也讓巴西

有機會成為全球第5大的產油國。

除 了 本 身 擁 有 許 多 天 然 資

源的優勢外，巴西政府對外資由

過去的歧視待遇轉為較為開放的

態度，帶動巴西近年來經濟表現

亮眼。巴西政府對發展經濟的認

真，從向來對中國大陸招商效率

讚譽有加的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

銘也大為讚揚，甚至形容巴西政

府「做到了連中國大陸政府也做

不到的事」就可以看得出來。

不僅如此，巴西政府大力支

持經濟發展的態度，也獲得當地

民眾的高度肯定。巴西前總統盧

拉（Lula），在帶領巴西邁向經

濟成長高峰的同時，更成功讓巴

西生活在貧窮裡的民眾，從2003

年的28%減少到2010年的16%，

因此贏得巴西民眾高達90%的

支持率；而新任的巴西首位女

總統「鐵娘子」羅塞夫（Dilma 

Rousseff），也因提出振興經濟措

施，以及整頓貪腐展現成效下，

在民調中獲得77%的支持率。

「 巴 西 政 府 在 追 求 經 濟 成

長與產業轉型方面，真的相當積

極。」經濟部國貿局雙邊貿易二

組第三科科長荀玉蓉說，2012年

3月國貿局經貿參訪團前往巴西訪

問，短短一個星期，讓她深切體

認巴西政府投注大量心力在經濟

發展上。

荀玉蓉表示，以里約和聖保

羅城市為例，為了迎接2014年世

足賽與2016年奧運會，同時藉機

帶動城市更新與繁榮，未來5年內

將有多項大型投資計畫案進行，

而光是這2項賽事，巴西政府所投

資的金額就高達300億美元，因

此她對巴西未來前景十分看好。

新興市場教父墨比爾斯（Mark 

Mobius）也非常看好巴西未來的發

展潛力，墨比爾斯認為，由於巴西

坐擁許多天然資源，無需仰賴進

巴西農業進步，其糧食的增長速度超過全球的平均水準，每年更以5%的成長率穩定發展。

452012.05  no.251



口，相較依賴石油、鐵礦砂、食品

進口的中國大陸而言，經濟更能永

續發展。他形容：「巴西絕對是西

半球最美麗，且經濟最具有活力的

國家之一。」

然而，擁有這麼多的優勢及條

件、經濟發展受到經濟學家與投資

大師大力看好的巴西，卻在2011

年只繳出了經濟成長率2.7%的成績

單，這個數字低於2010年的7.5%，

也是2003年以來最差的表現。

通貨膨脹  

傷害巴西經濟的利刃

巴西的經濟怎麼了？「通貨

膨脹是2011年巴西經濟發展面臨

到的一個大難題。」荀玉蓉說，

隨著貧窮人口比例改善後，巴西

開始遇到國內消費增加所帶來

的物價攀升，再加上巴西幣「里

奧」又不斷升值，更為當地帶來

沈重的通膨壓力。

荀玉蓉進一步表示，2011年

巴西通膨率高達6.5%，不僅創下

近7年新高，更達到政府所設定的

通膨上限，在通膨壓力下，目前

聖保羅的物價水準之高，已經名

列全球第10名，而另一大城里約

熱內盧的物價水準，也排名全球

第12名。

舉 例 來 說 ， 一 名 跨 國 企 業

的財資部主管，受巴西薪資通膨

影響，在聖保羅薪資達28.5萬里

奧，比起在紐約的18.5萬里奧、

上海的24.9萬里奧都還要高，因

此，通膨問題將是巴西經濟持續

發展首要解決的課題。

而 造 成 巴 西 通 膨 問 題 很 大

的原因，來自於國際熱錢大量湧

入。相較於巴西2011年全年利

率都在10%以上，全球主要先進

國家幾乎都是不到2%的低利率，

在這樣的環境中，巴西如此高的

利率水準，必然會吸引國際熱錢

爭相湧入，也造成巴西里奧兌美

元匯價，自2005年以來升值了

47%，來到近12年的新高點，重

挫巴西出口的競爭力。不僅如

此，高利率水準也讓巴西貸款利

率在2位數以上維持了很長的時

間，造成企業取得資金的成本昂

貴，降低了當地企業的競爭力。

在全球性低利環境中苦撐3

年高利率政策的巴西不得不針對

經濟的放緩，提出降息的因應策

略。2012年3月，巴西央行在利

率會議中再度調降利率3碼，由

10.5%降至9.75%，這不但是連續

第5次的調降利率，也是巴西有史

以來第2次把利率調降只剩下個位

數。儘管如此，經濟學家依然普

遍預期，巴西會持續降息，用最

直接的方式來抑制過多的投機熱

錢，紓緩巴西里奧的升值壓力，

以提升巴西的出口競爭力。

除此之外，巴西更在財經政

策上大幅放寬限制，並提出企業

減稅計畫，從紡織、塑膠到汽車

等15種產業，實施降低20%的企

業工資稅，而在巴西財政部大手

筆挹注450億里奧（相當於246億

美元）的支持下，巴西國家開發

銀行（BNDES）也將發放補助貸

款，讓出口型企業能更容易獲得

貸款，協助他們減緩經營壓力。

巴西政府這些提振經濟的方

案，將為2012年巴西國庫帶來

604億里奧的負擔，但卻可望將

巴西的經濟成長率提升至4.5%，

巴西政府推出一系列稅負減免措施，吸引各國高科技大廠前往巴西投資設置生產線。

國際眺望Global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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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快速帶動企業信心指數的恢

復，2012年第2季巴西中小企業

信心指數（IC-PMN）上升至75，

較上2季成長2.4%，工業信心指數

也從73.4上升至75.3。

台巴產業互補性強  

穩紮穩打有利開拓商機

逐漸在國際舞台嶄露光芒的

巴西，也成了台商積極拓展的市

場。例如國內最大、全球第3大的

健身器材業者喬山，在2007年跨

入巴西市場後，就以高性價比的

健身器材，在短短4年之內就以後

進品牌之姿，躍升為巴西第2大的

商用健身器材的供應商，市占率

為10%～15%。

根據巴西央行統計，2011年

台商在巴西直接投資超過5,200

萬美元，累計投資金額則為2億

854萬美元，巴西央行的這項統

計數據，並不包括鴻海所宣稱將

在2020年前擴大加碼投資巴西的

120億美元。

若以產業別來看，台商在巴

西主要投資業別為電子製造業、

金屬加工、批發及進出口業等，

特別是電子業的部分，包括鴻海

董事長郭台銘、華碩董事長施崇

棠、宏碁董事長王振堂、金仁寶

董事長許勝雄等人，紛紛都在

2011年的股東會中提到巴西，透

露出台灣電子業進軍巴西市場的

企圖心。

而 巴 西 政 府 也 為 了 鼓 勵 平

板電腦在巴國生產，採取系列

稅負減免措施，此舉有利於鴻海

集團在巴西建立組裝蘋果iPad及

iPhone產品的生產線，亦將吸引

各國高科技廠商到巴西投資，華

碩、宏碁及仁寶等國內電子大

廠，均已表示將擴大在巴西的生

產活動。

「 巴 西 和 台 灣 在 產 業 發 展

上，互補性非常強。」荀玉蓉

說，巴西除了擁有豐富的天然資

源外，在航太、生質能源、石油

探勘開採等方面技術領先全球，

而台灣則以資通訊、汽車零組

件、機械等生產能力見長，因此

雙方可以進一步合作開發的潛在

商機無窮。不過荀玉蓉也強調，

根據參訪團從巴西當地台商得到

的反映，巴西市場雖然值得開

發，但由於巴西投資環境複雜，

特別是在法令規章繁瑣、稅負項

目多又重、行政效率低落、與硬

體建設不足等情況猶存下，台商

想要前往當地投資，就得要有投

資回收期較長的心理準備。

荀玉蓉建議，台商最好採取

穩紮穩打的策略，先以貿易關係

為主，待建立穩定客源及熟悉巴

西市場後，再以接近客戶理念前

往巴西投資設廠，才能真正獲得

良好的成效。■

巴西經濟在邁向成長高峰的同時，政府也致力縮短貧富差距，並成功的降低貧窮人口，獲得當地民眾的高度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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