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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世界做生意II》

内容概要

经济学家再次上路，这一回是为了什么？
在前作《与全世界做生意》中，经济学家柯纳辞掉伦敦的工作、卖掉公寓，踏上环球买卖的冒险之旅
，跑遍四大洲，最终实现了自我。
这一次，他深入更危险、更贫穷的发展中地区，探寻更大、更复杂的贸易。
我们喝咖啡、吃麦当劳、品海鲜、用苹果手机、开汽车、穿棉布衣服⋯⋯可我们从来没想过亲自看一
看这些产品背后的来源——
它们打哪里来的？
经过什么人的手？
哪些人靠生产这些产品生活？
我们通过购买如何影响甚至改变了这些人的命运？
这本新书比前作更深刻地探寻了人类购买、交易的行为，是如何改变世界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
以使世界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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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揭露贸易背后的真相是件残忍而有意义的事。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善举，也许只是被人利用了而
已。
2、了解CSR的简单易懂好入门的书，作者用实地考察的方法，探索到底我们以为的CSR对在地居民来
说有没有帮助，比如：我们以为的公平贸易咖啡豆，其实本地居民没有从中拿到任何一点的好处，那
我们愿意掏高价，到底买的是什么？
3、以相当轻松的口吻描述战乱、冲突、贫穷地区的国家和地区的商业生活对当地人民的影响。原来
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可以影响远在天边的人的生活。我们全力的做出道德选择，帮助另一些人自己活的
更好。
4、这真是我看过的关于道德采购最有趣的书，现在大家谈企业社会责任讲了这么多，但是少有人能
揭示和探究背后的利益链条，不知为什么很少有人注意这本书，太可惜了。力荐
5、向所有喜欢和不喜欢看书的人力荐这本书，趣味和深度兼具，真的太有价值了！作者辞职卖房子
后带着5万英镑的全部身家，以个人跨国贸易的方式环游了世界，最后回到英国时挣回了25万英镑，还
超级超级帅！各种狂酷炫拽屌炸天！
6、关于原材料
7、当一个企业真正的为社会做出贡献时才是真正的了不起，才能得到消费者的真心。
8、一本关于unfair trade关于道德贸易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的书，“我们不仅是一家企业，我们也是社
会的一部分，我们相信自己发挥着重要作用，改善所有人生活”。从新的角度意识到每个消费者对道
德意识商品的选择都具有社会影响力，当知道我们使用的商品是那么多人冒险拼命辛苦换来的，每个
人都应该承担一份社会责任。
9、并没有狗尾续貂，对于贫困地区供应链底端人民的探讨很到位，最喜欢阿富汗罂粟花药用可以模
仿印度体制还有最后讲纺织业大公司如何帮助是真正的贷款机制，不是拖拉机而是提供耕牛更重要，
还有所谓的道德认证机构其实并没有真正帮助低层劳动者，果然实践观察最重要，好久没看书了得检
讨
10、追溯全球供应链和营销手段的路程。问题是：他们的货是怎么来的，不同的中间过程谁受益？咖
啡供应链条上，从农户到合作社，到经销商，到国际认证组织，再到星巴克的广告牌，还有星巴克资
助的各种慈善公益事业。复杂。未必大公司自营的公益事业都是商业谋算，看起来纯粹的公益本身反
而可能是一笔大生意。上周正好学到物流战略，娃哈哈的好案例颇给人思考，快递行业也在证明着看
似不可能的事情里面蕴含着的巨大的机遇。
11、样书审读。嗯，关于中国的评价能出版已经很不容易了。
12、大公司是怎样跟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人民做买卖？大公司为我们做的真的只是一小部分，它们做
到了道德层面的一些企业责任感后，其实更重要的还是需要治理该国的人是个智者，如果一个制定政
策的人都稀里糊涂，百姓怎么能生活的更好，国家政策是百姓发家致富的风向标。
13、英国人写东西那可真是。。。。磨叽
14、全球化的背后，是无数发展中国家劳苦人民的牺牲和血汗。看到了全球化肮脏的一面。
15、这本书还有个小标题“一个经济学家的环球冒险，带你探寻商品背后的故事。”

第一章讲的是尼加拉瓜国的米斯基托海岸居民，冒着生命危险捕捞自己都消费不起的龙虾（Lobster）
。

为什么说冒着生命危险？因为这里的捕虾者没有起码的科学常识，或者即使知道常识，也迫于无奈，
不会遵循。导致工作10年（看工作强度了，有的可能时间更短）之后的捕虾者变成畸形人，只能坐在
轮椅上以行乞为生。这还算好的，很严重的，会死亡。

在发达国家，潜水员有个不可或缺的安全环节“减压停留”。如果人需要潜到水面100英尺=30.48米以
下，那么，从气罐里呼入的空气就包含了氮气和氧气，两者都通过肺部进入血液。人游动过程中消耗
氧气，而氮气，则在身体里周游一圈后回到肺部。。。
16、真诚的触动对商业道德的思考，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会想到原料的尽头么，事实证明隔岸关火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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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岸的远近很有关系啊⋯⋯
17、随着工作的变动，我的阅读领域也随之发生了变动~这是一本讲述购买的背后故事的书，意想不
到的是对于公平贸易认证机构方面的内容，有收获的是企业商业与社会责任领域结合方面的例子与阐
述，高兴的是看到里面与自己所想过的有呼应的一些内容~
18、逆向文化是一场冒险。道德组织并非道貌岸然 但是目标指向是什么 措施是什么 要搞清楚。企业
与供应链的问题对很多人或企业家来说并非是亟待解决或者关心的问题 但是总有人要关心 否则可持
续发展真的只是五个字。ps翻译的很难看 地区名和人名其实用英文就好 不用硬翻成中文 以至于上网
查找都很不方便

Page 6



《与全世界做生意II》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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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世界做生意II》

章节试读

1、《与全世界做生意II》的笔记-第20页

        这本书还有个小标题“一个经济学家的环球冒险，带你探寻商品背后的故事。”

第一章讲的是尼加拉瓜国的米斯基托海岸居民，冒着生命危险捕捞自己都消费不起的龙虾（Lobster）
。

为什么说冒着生命危险？因为这里的捕虾者没有起码的科学常识，或者即使知道常识，也迫于无奈，
不会遵循。导致工作10年（看工作强度了，有的可能时间更短）之后的捕虾者变成畸形人，只能坐在
轮椅上以行乞为生。这还算好的，很严重的，会死亡。

在发达国家，潜水员有个不可或缺的安全环节“减压停留”。如果人需要潜到水面100英尺=30.48米以
下，那么，从气罐里呼入的空气就包含了氮气和氧气，两者都通过肺部进入血液。人游动过程中消耗
氧气，而氮气，则在身体里周游一圈后回到肺部，这时候，人把氮气和二氧化碳一起排出去。因为人
在水面100英尺以下，吞吐这些气体时承受着极大压力。问题在于，氮需要一两分钟才能周游全身，回
到肺部。

而尼加拉瓜这里的捕虾者从水下上到水面，不会做这短短的几分钟停留，他们换了氧气罐，会立马下
去，继续捕捞。

这里的人，还靠捡漏飞机上为躲避海防和巡逻舰的检查而扔掉的毒品防水包为生。

第二章，讲到了麦当劳等国际大企业为提升道德形象，与“雨林联盟”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合作。它重
点关注的是热带雨林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标志如下图：雨林联盟标志第三章，提到的是“加州设计
，中国组装”的苹果公司产品。关于富士康的事情，各位也都耳濡目染了，就不啰嗦了。由于富士康
是国内第一大电子产品出口商，所以得到了很大扶持。还提到了中国人做事靠“关系”。

第四章，讲的是中国人在越南老挝种植橡胶树。老挝的一个小镇“磨丁”，几乎成了中国镇，因为企
业给这里村民每人800美金，叫他们离开。

中国政府给在越南种植橡胶树的企业很大扶持力度，也赠送了很多项目给越南，如体育馆等。同时帮
助加勒比地区兴建板球馆，拉丁美洲兴建足球场。
我国云南虽然是世界橡胶加工业中心，但仍然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需求，所以要往越南另辟蹊径。20
世纪90年代，老挝是全球主要的鸦片供应国和出口国。而现在基本都不在种鸦片，改为橡胶树了。

这里提到了一个15岁孩子的一天：
凌晨3点起床。3点半下地干活。
割橡胶树四五个小时。
中午1点左右回家，
下稻田帮家里人的忙或者到新树林里割杂草，一直干到下午4点。
下午4点半到7点半，回学校学英语，
晚上8~10点学计算机。
之后回家给自己热一顿饭吃，知道11点上床睡觉。
~~

2、《与全世界做生意II》的笔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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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与战争是不兼容模式。

3、《与全世界做生意II》的笔记-咱们的购物篮

        这是一本关于穷人的书，具体来说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劳苦大众的书。这些人干着你多半不乐意
做的工作，拿着你恐怕无法赖以维生的工资。这些农民、矿工、渔民和工厂工人生产出的产品，最终
说不定正好落入了你的购物篮。这些产品能进入你的购物篮，多亏了那些大企业：大型连锁餐厅、大
型电子公司、大型制药厂、大型汽车企业⋯⋯凡此种种，数之不尽。这本书写的是穷苦人家如何受到
大公司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受到你和我的影响——毕竟，我们要谈的，是咱们的购物篮嘛。
 
像我一样，你大概琢磨过，为什么我们最钟爱的品牌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商品，可生
产这些商品的人却依然过得那么艰辛。为什么大企业——我们从它们那里购买食物、小家电、衣服和
所有其他东西——不能多做些贡献，好让那些为自己耕作、捕鱼、组装或开采的人能在安全的条件下
劳动，赚取足够的工资，无须在生存的边缘上挣扎呢？
 
如果你想了解这些事情，那么你说不定属于那些开始对所购商品更加挑剔的百万消费者之一。过去10
年，商业大街上的“道德意识”突飞猛进。道德意识和环保产品的销量年复一年地成倍增长，这表明
，越来越多的人在问：自己购买的东西是哪里来的？是从什么人的手里采购的？或者是怎样生产出来
的？
 
我们现在置身这样的地位：能够通过自己选购的咖啡、巧克力、香蕉、电话以及其他许多商品品牌，
来表达我们个人的道德价值观；可以靠着包装上标志或信息的有效提示，做出正当的选择。如今，越
来越多的商品贴上了道德认证组织的标签，如公平贸易基金会（Fairtrade Foundation）、雨林联盟
（Rainforest Alliance）、森林管理委员会（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和UTZ认证（UTZ CERTIFIED）
。故此，这种标志和信息，就成了非常强大的营销工具。事实上，它本身就是一笔大买卖。按消费合
作社（Co-op）公布的《道德消费者》（Co-op抯 Ethical Consumer）报告所称，2009年，我们的购物篮
总计放进了价值360亿英镑的道德意识产品，2011年，英国带有“公平贸易”标志的产品，总价值将高
达10亿英镑。尽管近年来出现经济衰退，道德意识产品在英国的销量过去两年里却不降反升，增加
了20%。不过，会有这样的风险吗——道德意识企业标签蕴涵的营销优势成了驱使企业这么做的动力
，但它们其实并不想做出积极的改变？
 
几年前，我坐在火车上，喝着咖啡，望着周遭村落飞逝退去。偶然间，我瞟到咖啡杯上印着一幅非洲
农夫的照片，还附有一段文字：“喝了这杯咖啡，你便帮助改善了乌干达布萨曼加村民的生活。”紧
接着这条信息的是道德认证组织“公平贸易基金会”的标志，还有它们的口号：“保证让第三世界生
产者获得更公平的交易。”
 
想要帮助非洲农村贫苦农民的好心消费者，寻找的大概就是我说的这种标签吧。我应该为它感到宽慰
，觉得自己做了符合道德良知的购物选择。但我慢慢地生出一缕疑惑，挥之不去。它让我坐立不安，
备觉尴尬。我真的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吗？他们真的得到了更公平的交易吗？靠购买特定类型的咖啡，
真的有可能让人生活得更好吗？我又想了想那标志，觉得改成“努力让第三世界生产者获得更公平的
交易”，恐怕会更准确。它还提醒我，若是你觉得自己做了点什么贡献，自我感觉会更加良好。但下
一秒，我又扪心自问：让人自我感觉良好，会不会正是这套营销计划的原本目的呢？
 
打开电视机，浏览互联网，你很难不直接接触到世界各地贫困国家穷苦民众惨淡的生活现实。媒体在
我们和发展中国家的现状之间建立起了有力的联系。但不管媒体怎样铺天盖地地报道重大的政治或经
济事件，我们却极少听说普通人在农田、矿场或渔船上劳作的日常故事。除了实地考察，我们该怎样
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那些在非洲为我们耕种的农夫的生活呢？
 
这趟火车之行的6个月之后，我来到喀麦隆，为一本畅销旅游杂志写文章。一连好几天，我都缩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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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镇附近海滩边上一家舒适的旅店里。午餐时间，酒店餐厅一般会为客人提供面饼，你可以选择鸡肉
馅儿或鱼肉馅儿。由于靠近海边，我大多选择鱼肉，因为我觉得至少盘子里的食物足够新鲜。
 
每天早晨，我都透过房间的窗户，看到一个名叫帕特里斯的本地人撑着独木舟在岸边捕鱼。帕特里斯
大多是在离黑沙滩一两英里的浅水水域作业。清晨的天光切割出他黑色的剪影，我满心指望他能捕到
一两条美味的鲔鱼或鲷鱼，好让厨师做成午餐。有时候，在更远的深水水域，地平线上会现出一艘大
型拖网渔船的身影，把帕特里斯的小船映衬得微不足道。
 
当林贝城里夜幕降临，镇中心的市场是个坐下来享受啤酒和美食的好地方。一天晚上，我出门散步，
正好碰到了帕特里斯跟家人吃饭。他一看到我，就坚持要我过去跟他们一起用餐；我立刻注意到，尽
管他们吃的也是鱼肉和米饭，但盘子里的鱼骨头却跟我几个小时前吃的大鲷鱼截然不同。
 
帕特里斯解释说，我在岸边看见的拖网渔船是外国老板的。为换回外国在喀麦隆开展的各种基础项目
投资，政府把深水水域的大宗捕捞作业权统统让给了外国渔业公司。如此一来，当地渔民现在就只能
在靠近岸边的浅水捕鱼，所得几乎不足家人糊口，附近的居民就更别想吃上本地的鱼了。所以，帕特
里斯要是能捕到少有的昂贵鲷鱼，便把它们卖给像我这样出得起价钱的外国游客，而本地人只好吃从
沙漠对面摩洛哥进口的鱼干。
 
这情形当然让人震惊不已。稍有公平和理智感的人都会说这是错的。然而，全球贸易到处存在这种怪
异现象。在西方商业街上购买一杯经过道德认证的品牌咖啡，价格和置身喀麦隆的游客吃一顿海鲜晚
餐差不多，但两者都远远超过了出产地生产者的负担能力——我们怎么才能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保持心
平气和呢？
 
我写这本书，部分原因就在于喀麦隆之行带给我的震撼。我意识到，站在远处，找个道德立足点太简
单了，所以我决定亲自去现场考察事实真相——为达成这个目的，我要展开一连串的旅行。我想看看
，亲眼见识了某些国家时有肮脏、经常残酷、偶尔短缺的现实生活之后，我最初的观点是否还站得住
脚。
 
结果，我用一年时间，到了许多令人不舒服甚至很危险的地方。我的足迹从拉丁美洲铺到远东地区，
想看看那些把食物放进你盘子、把电子小设备放进你口袋的企业到底有多讲究商业道德。我还从中亚
到中非，思考我们的部分消费选择给置身最绝望环境下工作的贫苦人民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最后，我
又回到非洲，观察企业怎样采用新观念，以更负社会责任的态度管理供应链。
 
我首先想知道的是，大企业对自己喊得震天响的道德宣言到底实践到何种程度。如果一家公司说自己
做了这样那样的好事，我们该相信吗？为了解答这个疑惑，我选择考察一条跨国食物链，顺着龙虾的
供应链，一路回到捕捞龙虾的水域去。有几家世界最大的连锁餐厅从拉丁美洲的供应商处批量购买龙
虾。许多餐厅拍着胸脯担保说，自己的道德纪录无可挑剔，给环保项目提供了大笔资金云云。不过，
一如我所探知，有时候现实情况并不像它们吹嘘的那么漂亮。
 
显然，一旦你对自己听说的事情开始失去信心，每件事都显得可疑起来。于是，我把注意力转到了“
好人”身上，也就是各类道德认证机构，如雨林联盟、公平贸易基金会。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机构，我
们才意识到国际贸易存在的许多问题。它们诚然用心良苦，但真的能兑现自己的诺言吗？要是它们宣
扬的信息成了大企业做生意的一个环节，情况会是怎样呢？麦当劳说，“我们支持雨林联盟”，这究
竟是什么意思？而吉百利食品公司（Cadbury）向全世界的媒体宣布它们要“迈向公平贸易”，我们
能满心欢喜地相信这完全是个好消息吗？
 
大企业面临的挑战是，如果它真心想拯救世界上的穷苦人，需要付出的努力将远远超过雨林联盟、公
平贸易基金会等组织秉持的宗旨。在当今的全球化经济中，每一笔交易都摆脱不了大企业的触角。所
以，看过了一两条相对简单的供应链，我给自己定下了任务：寻找一些非常复杂的供应链，就是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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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制成品，表面上由有着良好道德记录的知名品牌承销，实际上却是来自复杂的贸易关系网，中间
的经手企业和国家远离西方消费者的视线，比如新款手机、笔记本电脑、汽车，以及其他数千种诱人
产品。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中，现代制造体系有可能把整条供应链都外包到西方消费者完全看不到的
各个角落。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只跟心爱的品牌存在商业关系，但当这些我们心爱的品牌跟第三世界
国家一些无名工厂构成另一段商业关系时，它们会活生生地把我们扯进不愉快的“三角恋”里。
 
这些日子，要思考这类商业关系，不可能不想到中国这座世界经济发电厂。所以，我决心到那儿待上
一段时间，看看我们对消费品的无尽需求，对生产这些消费品的无名中国工人意味着什么。接下来，
我又上溯到了生产过程的另一个阶段，拜访了老挝北部的丛林，该地区为中国提供生产原材料。现在
，西方消费者高度依赖中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各种交易。这些交易的条件如何？对生产国的民众意
味着什么？
 
在最后的探险中，我决定进一步揭开事情的内幕。谈及跟尼加拉瓜、老挝等国的贸易，双重标准和道
德妥协一类的事情已经够糟糕了；可不管这些国家有千般的不足，至少它们内部相对稳定。另有一些
国家，侵犯人权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比如刚果民主共和国、阿富汗等。探讨跟后一类国家的贸易情
况，道德和公平问题就更加尖锐了。
 
在真正去刚果之前，我以为，所有正派的国家都响应联合国的呼吁，暂停了与该国的贸易。我不太清
楚这对刚果的国民有些什么好处，但考虑到当地的冲突在过去10年已经直接导致数千万人的死亡，我
能明白国际社会秉持立场的逻辑所在。但到刚果的锡矿一看，你就明白联合国的一纸谴责声明是多么
空洞无力。“锡石”（Cassiterite）不是个寻常可见的浅显字眼，但从锡矿石里提取的锡，几乎所有你
想得到的家庭和办公电子产品都会用到。如果我们并没跟刚果做过生意，锡又是怎么来的呢？
 
根据上文描述的种种情况，我的这趟旅程似乎把我变成了一个更睿智，也更愤世嫉俗的人了：我信奉
商业道德，可面对现实之后得出了尴尬的结论，义正词严的道德宣言很难站得住脚——道德和激烈的
企业竞争之间只可能有一个赢家，而那显然不会是道德。但说来很是奇怪，我的阿富汗之行反倒让我
这一路上的信念变得更加坚定：亲身参与国际贸易、从中赚钱，同时在道德上昂首挺胸——这是完全
做得到的。事实上，在我到访的几乎每一个国家，我都碰到过了不起的人对我讲述了不起的成功故事
。只不过，他们的故事，跟你经常听到的那种不太一样。
 
我希望这本书有助于读者重新找回平衡。我无意透彻地考察大企业的运作情况，而是想尽量收集案例
，让人们了解世界上最穷苦工人的生活情况。它有可能颠覆了你眼下的认知，但也指出了一条前进的
道路。只不过，这条路，不是目前大多数企业声称要投奔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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