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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黑色的历史被揭开了盖子。
要完成这项繁难的工作，离不开那许多不希望盖子被揭开的人们的帮助。
我先前从事咖啡贸易业经历中结识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为这本书付出了时间、观点和专家意见，但是他
们的名字不便和这本批评性的书联系在一起。
因此，虽然我对这些人心怀感激，还是不在这里对他们指名致谢了。
著书如同建筑一座大厦，为了建构起这座大厦，大批的材料从其他地方辛苦采集起来，它涉及广泛的
话题，所以参考了许多有关的著作。
一些在本书中没有指出姓名却对此书有实际贡献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作品会被我用来说明我
自己的观点，他们的名字不被提起，是因为不谎称他们对这整座大厦的总体结构设计作出了贡献，就
无法对他们就某一块具体的砖石所作的贡献表示谢意。
　　关于注释，或者是关于本书没有注释，需要做一个注释。
扪心而论，本书中的每一个事实、数字和日期都可以得到核实——如果有人愿意去核实的话。
作者决定不在书中加上注释或者引用文献目录，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风格角度的考虑：一部揭露黑暗的
历史一旦点缀上了光亮的金片就不再黑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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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我知道我的笔触充满苦涩。
正是因为苦涩，才会有人写下这些事情。
——穆尔塔图利：《马克思·哈韦尔拉与荷兰贸易公司的咖啡拍卖》，1860年目前付给咖啡生产者的
灾难性的低价正在导致一场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具有强制性的全球性工人失业。
不过，人们对于究竟有多少人在依赖种植咖啡而生存，却令人惊异地缺乏一致的看法。
据通常在报道商业信息时不事夸张的《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估计，在2002年，有1.25亿
人依赖咖啡生活。
《行动扶助》（Action Aid）声称有6000万人，《公平贸易》（Fair Trade）说有1亿人。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发展中国家，有2500万小生产者以生产咖啡为唯一收入来源，每个这样的小
生产者平均养活5个家庭成员。
这个数字相当于世界上第8人口大国——日本全国的人口总数。
世界银行进一步估计，全球竟然有5亿人直接或者间接地卷入咖啡贸易中。
道琼斯商品服务机构（Dow Jones Commodity Services）关于咖啡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的判断与世界
银行的估计相互呼应，它指出：仅仅意大利的11万咖啡馆就容纳了30万人在工作，他们单日销售的香
浓咖啡就达7000万杯。
美国咖啡市场每年的经营总额为190亿美元，涉及15万全时或者半时的工作者直接为1.61亿消费者提供
服务。
美国专业协会（Specialty Association of America）估计：如果把从咖啡机生产者到泡沫咖啡杯制造者都
计算在内的话，卷入咖啡业的人数就会升至1500万。
一家主要咖啡加工企业声称，在日本，有超过300万人的工作——这是日本劳动大军总额的4.5％——
直接或者间接地与咖啡业有关。
咖啡业热衷于强调咖啡的重要性可能只是为了引起执政者们对正在影响咖啡业的各种问题的重视，但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对于咖啡业相当程度的依赖的确是国际性的。
只要咖啡在世界市场上出售的价格仍旧低于其生产价格，小咖啡业主和农场主就必须补贴消费者。
他们不可能长久地这样做。
结果就是失业和咖啡业雇佣劳动者失去生活来源。
世界银行估计，在2000到2002年问，仅仅中美洲地区就有大约60万咖啡业工人失去了工作。
这相当于整个布里斯托尔市的人口全部失业。
没有任何确切的迹象显示咖啡的价格会回升，因而失业危机还在迅速加剧，蔓延全球。
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在那些原本经济不稳定和脆弱的国家引起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社会混乱、贫困与短缺
。
咖啡贸易提供给人们的利益份额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91年，全球咖啡市场销售总价值是300亿美元，其中咖啡生产国得到120亿，即40％。
目前的统计显示，全球咖啡销售带来的年总收入额在550亿上下，其中只有70亿（13％）归于咖啡出口
国。
咖啡是世界上价值仅次于石油的贸易品，但是咖啡生产者在咖啡贸易中得到的份额却在10年问下降了
三分之二，而跨国咖啡公司则因购买咖啡所需价格的低廉而大发横财。
付给咖啡生产者的国际平均价格已经从1997年的高点下降了80％，而美国的主要品牌咖啡的平均零售
价格降低为每磅2.75美元，仅仅比先前的高点降低了27％。
占全球速溶咖啡市场份额85％的英国速溶咖啡在同一时期仅仅下降了微不足道的5％。
控制了世界咖啡贸易的4个跨国咖啡加工企业——宝洁、雀巢、莎莉以及菲利普·莫里斯——它们共
占有国际咖啡贸易份额的40％——则在报称它们实现了历史最高销售额和利润额。
除了莎莉公布说它从其咖啡和茶业部门获利4.95亿美元以外，其他公司都谨慎小心地不肯吐露出它们
的收益中究竟有多大份额是来自其咖啡业部门。
雀巢公司则把它2003年8月以前半年销售额净增5％的原因归于其速溶咖啡和瓶装净水业，说那是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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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明星部门”。
星巴克，这个国际咖啡贸易中姗姗来迟的新角色，也在获取巨大的利益。
它在2003年获利19％，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6000多处咖啡店，而且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增长。
它的生意被看做一个稀有物种，一个“口味创造者”，是一个成功地开创了新市场的公司。
星巴克已经把咖啡重新定义为“消费得起的奢侈品”，并且为沉迷于其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相当甜美
的环境。
该公司主席兼首席全球战略设计师霍华德·舒而茨是一个被股票分析家和媒体追捧的大公司巨头，这
个身形瘦削的人是那本颇受注目的新时代圣徒自传《倾心于它》（Pour Your Heart into it）所谓的“作
者”。
他在这本书中写道：“我的最终目的⋯⋯是保证人们拥有坚持的勇气，即使在别人的嘲笑中，仍旧我
行我素。
不要被说‘不’的人吓倒。
”不过，舒尔茨的这种煽情的说教对于住在危地马拉简陋街区中面对惨淡的生意而要放弃咖啡种植园
的小业主们大概不会带来什么慰藉。
舒尔茨在他设于发达国家的品牌咖啡店中以很高的价格出售咖啡，那种价格清晰地显示着不平衡和不
平等。
星巴克通常采购比其他许多公司所买入的更好的咖啡，并且一直付给较高的价格，它的公共关系部门
就靠这个建立起优秀的咖啡店。
但是，这个公司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攻击目标绝不是偶然的。
它已经通过将现代积极进取型市场手段和与其各自为战的竞争对手摩擦的战略相结合，成了毫无节制
的资本主义的令人作呕的形象代表。
在反全球化运动者眼里，更为严重的是，星巴克的主要产品是依靠第三世界的农场主来补贴的。
咖啡贸易中日益增强的不平等冷峻地展现出全球化经济体系中拥有者与一无所有者之间不断扩大的鸿
沟。
而且，正如富裕西方国家的政客们在闪烁其辞地回应民众对第三世界贫穷问题的关切时所说的那样，
在当前咖啡危机中受益的大公司除了自我炫耀以外，显然缺乏作出任何实际举动的诚意。
生产福尔杰斯（Folgers）的宝洁（Procter&Gamle）公司声称它为墨西哥、巴西和委内瑞拉的社区项目
捐出了1000万美元。
根据雀巢的一位发言人的说法，克拉夫特、莎莉和雀巢都曾声称他们对小咖啡生产者出手相助，以“
保证他们的收成实现全部价值”。
但是，这种评论是被特意设计出来的，目的是向心怀疑虑的消费者们担保：跨国公司们并没有用枪逼
着人家来攫取咖啡。
世界上咖啡种植者的贫穷与统计显示的咖啡贸易商的富有形成鲜明的对比。
绝大多数这类统计数字是从伦敦牛津大街北边不远处的伯纳斯街区一栋60年代建造的不起眼的办公楼
中发布出来的。
在那里，可以找到曾经在全球声势显赫的国际咖啡组织，简称ICO，黯然元光的旧址。
由咖啡生产国（无例外地都是热带和发展中国家）和咖啡消费国（通常是西方和发达国家）创建的国
际咖啡组织，在鼎盛的时候虽然毫无疑问地也有其瑕疵，毕竟是世界咖啡贸易业为缓和咖啡价格剧烈
波动带来的影响而作出的一种实际努力。
这些波动是由咖啡供应过量和周期性的巴西咖啡歉收造成的。
虽然建立国际咖啡组织的动机主要是商业性的而不是慈善性质的——因为长期的市场不稳定对于商业
是有害的——其最终作用还是制约了咖啡贸易中贫穷与特权之间沟壑的加深。
根据在联合国示意下签署的《国际咖啡协议》（ICA），国际咖啡组织对该协议进行宣传，制定具体
规则，并通过一个复杂的配额体系监督和管理了它的实施。
这个配额体系根据先前议定的条款对咖啡供给提供许可和限制，以保持价格处于一定的范围之内。
但是，国际咖啡组织发挥全面功能依赖于拥有世界上25％咖啡消费者的美国的积极参与。
当中美洲出现共产主义威胁滋长的迹象时，支持世界咖啡组织来化解其后院的社会动荡符合美国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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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益。
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这种牵制因素消失了，意识形态驱动的自由资本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
一个国际性的商品价格控制协议在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舞台上没有任何地位。
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撤销了对《国际咖啡协议》的支持，并在6年以后退出了国际咖啡组织。
伯纳斯大街上的国际咖啡组织总部的重要性于是顿然消失。
那些研究实验室、讲演厅和其他设施关闭，用于宣传的预算也取消了。
这个组织仍旧主持其成员国参加的会议，仍旧以令人赞赏的热情汇聚统计资料，但它现在不过是昔日
世界咖啡组织的影子了。
由于美国撤出ICA而形成的完全自由化的市场所导致的问题被世界银行及其类似机构亚洲发展银行恶
化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两个机构都为了鼓励低成本生产和结束市场不景气而大规模地对越南提供贷款
。
曾经在越南战争期间用“橙剂”（Agent Orange）使这个国家一片凋零的美国，通过由它控股的世界
银行推动用低劣罗巴斯塔（Robusta）咖啡树来使越南恢复绿化的工程。
这项工程对其他依赖咖啡业的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
到2000年，先前仅仅生产极少量咖啡的越南已经变成了仅逊于巴西的第二咖啡生产大国，每年出口900
万袋60千克装的低品质咖啡。
和巴西一样，越南咖啡使用机械生产，其劳动成本只相当于许多其他生产较高质量罗巴斯塔咖啡国家
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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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咖啡:黑色的历史》为您揭开这个黑色历史的盖子，为您讲述属于咖啡和圣赫勒拿岛的故事！
大约在1502年，在南阿拉伯的也门，出现了一种用原产自埃塞俄比亚的植物的果实制作的新饮料，这
就是咖啡。
咖啡随后迅速在伊斯兰世界广泛流行起来。
今天，世界上一种最稀少也最昂贵的咖啡来自圣赫勒拿岛，咖啡与这个遥远而神秘的圣赫勒拿岛有着
怎样的关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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