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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一度的国际足联世界杯正在

卡塔尔举行。盛大的足球赛事让卡塔

尔 吸 引 了 来 自 全 球 的 目 光 ，“ 史 上 最

贵 ” 也 成 为 本 届 世 界 杯 的 一 个 显 著

标签。

“史上最贵”是什么概念？数据显

示，卡塔尔投入了至少 2200 亿美元，

足够上届东道主俄罗斯再办 19 届世界

杯。卡塔尔不仅为参赛球员和球队开出

了创纪录的奖金，还修建了 8 个体育

场，新建了机场、酒店、购物中心、地

铁，甚至将沙漠中一个叫卢赛尔的小村

庄建造成一座现代化城市。

卡塔尔究竟是个怎样的国度？它又

为何如此“豪横”呢？

从地图上看，卡塔尔就像一叶飘摇

的小船，停靠在了波斯湾的心脏地带。

其国土面积仅有 1.15 万平方公里，相当

于 0.7 个北京市；人口为 294 万人，不

到北京市人口的七分之一，其中本国公

民只占约 15%。世界杯期间，这里预计

会接待超过 120 万名外国游客。

历史上的卡塔尔曾是一片不毛之

地。终年受北非—伊朗副热带高压控

制，卡塔尔夏季的最高气温可达 45℃

以上。热带沙漠气候常年炙烤着这片大

地。因为降水稀少，卡塔尔地表的大部

分都被沙漠戈壁覆盖，绿色鲜少见到。

如果看当年卫星从太空中拍到的图片，

这里就像是一片被风干的枯叶，枯黄单

调，缺乏生气。

一直到 20 世纪上半叶，卡塔尔的

情况还没什么改观。“沿着海岸的几英

里内，半数以上房舍破烂不堪，道路上

苍蝇乱飞、尘土飞扬，电力短缺，当地

人要跑到城外两三英里的地方，用皮囊

或金属容器从井里取水。”一位曾经生

活在这里的英国人用“凄惨”二字来形

容自己对于当地的直观感受，称这里是

“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地方”。

1971 年 ， 卡 塔 尔 正 式 宣 布 独 立 。

此后的短短几十年间，这里几乎是以百

米冲刺的速度跑向了现代文明。

“热浪迎面而来，空气中夹杂着一

种香香的味道。这是因为当地人很喜欢

喷香水、用香料。”来自上海的本届世

界杯组委会工作人员王哲回忆起自己去

年 11 月初刚到卡塔尔的那几天说，北

半球已经进入冬季了，这里的天气却依

然炎热。街道上只能看到车辆来来往

往，很少有行人出现。

在此后的日子里，王哲到过卡塔尔

的最北端，也去看过沙漠的落日、原生

态的海滩以及多哈市西海湾别具特色的

现代建筑。“传统阿拉伯风格的建筑和

现代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却不感觉突

兀，只给人奇幻的感觉。”

王哲说，先前他只是通过新闻报道

了解到，卡塔尔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

一。在这里工作生活近半年后，令他感

受更深的是这里慢悠悠的生活节奏，还

有热情友善的当地人。他曾遭遇过一次

驾车误陷黄沙的险境，多亏了路人主动

伸出援手才得以脱身。

这一切改变都源于“枯叶的褶皱间

隐藏的财富神话”——对油气资源的

开发。

随着金钱滚滚而来，卡塔尔从一个

落后的小部落社会一跃成为生机勃勃的

现代化国家。统计显示，当地天然气探

明储量居全球第三，出口量全球第一，

同时还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供应

国。卡塔尔人仿佛是在绝境捡到了一盏

“阿拉丁神灯”，瞬间满足了所有愿望。

卡塔尔公民不仅不用缴税，还享受着免

费教育和免费医疗。据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统计，2021 年卡塔尔人均 GDP 居亚

洲第二、世界第八。

不过，对于卡塔尔的有识之士来

说，危机从未远离。历史上曾经因为资

源一夜暴富的国家有很多，但更多时

候，一切就如一场美梦，说醒就醒，比

如荷兰。而叫醒荷兰的闹钟叫作“资源

诅咒”。

20 世纪中后期，荷兰因为发现巨

量天然气，短时间内迎来了巨额的财富

增长。这场全民性质的集体狂欢带来了

严 重 的 后 遗 症 —— 毕 竟 ，“ 躺 在 气 田

上，数钱数到手抽筋”的感觉太令人迷

醉了，以至于很多人开始习惯于大自然

的“投喂”，不再努力工作，传统制造

业萎缩，创新动力不足，产品竞争力下

降。最终，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席

卷而来。后世的经济学家们将类似的情

况命名为“资源诅咒”，意指过于丰富

的资源对于国家发展而言其实并不是好

事，反而会使经济像被诅咒一样“病入

膏肓”。

这也是卡塔尔的忧虑。

为 避 免 “ 资 源 诅 咒 ”， 卡 塔 尔 在

2008 年就制定了 《卡塔尔 2030 国家愿

景》，旨在逐步减少经济发展对传统资

源的依赖，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多元

化战略。

致力于成为全球制造业和金融服

务业枢纽，10 余年来，卡塔尔的资本

版图迅速向全球扩张。目前，卡塔尔

投资局持有美国纽约帝国大厦、英国

奢 侈 品 百 货 哈 罗 德 、 德 国 大 众 汽 车 、

德意志银行、伦敦证券交易所等众多

国际知名企业的股份，其海外资产也

随之遍及欧洲、美洲、亚洲、拉丁美

洲。正是凭借这些布局，卡塔尔在油

气价格忽上忽下、国际环境日趋复杂

的当下，依然在财政收支和外汇平衡

方面游刃有余。

《卡塔尔 2030 国家愿景》 还明确，

卡塔尔应将丰富的油气资源带来的巨额

收入用来发展现代知识型经济，其中的

关键在于人才培养。因此，卡塔尔将教

育作为国家发展的优先事项，希望在教

育方面建立起符合现代理念的教育体

制，通过培养创新人才使卡塔

尔 成 为 科 研 中 心 和 知

识文化中心。

卡塔尔还将目光投向了文化和旅游

业，近年来不断投入巨资加强旅游设施

建设，大力开发旅游项目。他们不仅把

首都多哈从一个小渔村建设成为一个集

商业、旅游、休闲等为一体的国际化大

都市，还建起了独具特色的博物馆、画

廊和大剧院。埃米尔王宫、首都大清真

寺、国家博物馆等具有阿拉伯民族特色

的标志性建筑每年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

客 。 根 据 卡 塔 尔 旅 游 局 的 预 测 ， 到

2026 年，该国旅游产业的经济贡献将

占到 GDP 的 7.3%。

豪掷 2000 多亿美元举办世界杯

也是这一思路的延续。与其说卡塔

尔在“炫富”，不如说他们其实是

打 着 举 办 世 界 杯 的 旗 号 投 资 未

来。这些投入中的大多数都被用

在本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有力

拉动了城市化进程，并带动建筑、

能源、旅游等行业的全面发展。可

以预见的是，这些资金不仅能产生

直接的经济收益，还会启动经济发展

的“乘数效应”。据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 预 测 ， 2022 年 卡 塔 尔 GDP 将 增 长

3.4%；至 2030 年，每年将会接待约 600

万名游客，年均 GDP 增速将逐步攀升

至 4%以上。

正如哲人所言，温暖的海水往

往是带有欺骗性的。当浪潮汹

涌而来，最困守安逸的人，

往往最先没入海底。“有

钱任性”只是卡塔尔

世界杯的表象，背

后 其 实 充 满 着

未雨绸缪的

智慧。

卡 塔 尔 投 资 未 来
孙亚军

玩一个夏天的垒球，能收获什么？一

个强健的身体、一段有趣的回忆、一群合得

来 的 朋 友 ？ 或 是 ，一 扇 通 往 经 济 学 的 大

门？在《比赛中的行为经济学：赛场行为与

比赛胜负的奥秘》一书中，人们或许能找到

答案。

故事要从 1984 年说起。

那一年，在美国密歇根州奥顿维尔的

湖畔，第二届犹地亚青少年夏令营正在进

行。来自全美各州的几百个孩子，按照寝

室分组，组建了好多支垒球队，准备一决

高下。

事情挺好，可是碰到了一个问题。夏

令营是强调合作精神的，这意味着，无论

孩子们本身有没有运动天赋，都要上

场击球。7 号寝室里有 8 个孩子能

力都相当不错，但第 9 个孩子是个例外。

这个孩子又瘦又高，最大的特点是幽默和

慷慨，缺点是肢体非常不协调。

毫无意外的是，7 号寝室上场后，这个

孩子被派到了右外野，也就是球场的边缘

地带。因为，按照惯常的打法，这个位置的

球员较少接触对方球队击过来的球。

在比赛的前段，7 号寝室一直领先。

直 到 第 9 个 孩 子 上 场 ，糟 糕 的 事 情 发 生

了。只见他笨拙地站着，用错误的方式握

着球棒，连续 3 次挥出，但连球的影子都没

碰到。这一下，对方球队发现了第 9 个孩

子的弱点，找到了反超的机会。只要轮到

对 方 球 队 击 球 ，他 们 都 会 把 球 往 右 外 野

打。球飞往那个方向，落在第 9 个孩子的

身前、身后，但就是不会落在他挥舞着接球

的手套里。结果，对方球队连续得分，7 号

寝室输了比赛。

几个星期后，7 号寝室的机灵鬼想出

了一个点子：如果不把第 9 个孩子安插到

右外野，而是让他当捕手，在比赛中负责接

住投手投球以及接捕本垒附近的击球呢？

表面上看，这套方案有违常识，毕竟大家都

不这么玩。可仔细想想，这么安排难道真

的不合适吗？

因为慢速垒球比赛不允许“盗垒”，即

跑垒员完全靠自己的跑垒在投手投球时试

图向前进垒，所以第 9 个孩子的传球技术

不再是问题。更何况，7 号寝室还有 8 名球

手在场上，他们不会让对方球队有太

多人跑上垒。即便对方球队的跑

垒手能够获得跑向本垒得分

的机会，本队的投手或一垒手往往也有足

够的时间回到本垒补位。

这是看得见的好处。还有看不见的。

如果对方的击球手没能击中球，第 9个

孩子因为跑动速度慢，需要花更长的时间

把球捡回来，扔回给本队的投手。被拖慢

的比赛节奏会给所有击球手带来压力，毕

竟谁能够一直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呢？尤

其又是小孩子。只要有人稍微松懈一点，

机会就来了。

事实证明了这个策略的有效性。自从

第 9 个孩子当了捕手，那个夏天 7 号寝室再

也没输过一场球。

7 号寝室里有两名疯狂的体育迷，一

位叫托拜厄斯·莫斯科维茨，另一位叫乔

恩·沃特海姆，也就是本书的两位作者。两

人都说，这件事对他们极具启发意义：常规

策略大多数时候确实是有效的，但如果前

提条件发生了不可抗的巨大变化，质疑常

规 策 略 、尝 试 新 的 做 法 或 许 才 是 更 好 的

选择。

就像儿时一样，这一次，他们选择再次

合作，用《比赛中的行为经济学：赛场行为

与比赛胜负的奥秘》一书挑战传统的竞技

智慧。比如，为手气正好的队友“喂球”能

够提高胜率吗？更擅长防守的球队和更擅

长进攻的球队，谁更容易夺冠？为什么裁

判少吹哨，比赛更精彩？

本书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体育就是

生活的隐喻。反过来说，生活也是运动的

缩影。运动员和教练员虽然有着常人无法

企及的专业素养，但仍然与我们一样受到

人类行为和经济学规律的制约。因此，即

便是体育竞技，也和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经

济现象一样，可以用奖励、恐惧、渴望等动

机来解释。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关

注什么，该怎样看待。如果还有数据来佐

证分析，那就更好了。

表面上看，作者在全书中探讨了足球、

篮球、橄榄球、棒球、垒球、高尔夫球等诸多

运动，许多主题彼此间都没什么联系。但

其实，所有这些现象背后，都有隐形的经济

线索：比如，激励因素不仅能够为运动员、

教练、球队老板提供强大的动力，也能用于

预测他们的行为；人的认知偏差存在于工

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投资行为如此，体育运

动也是如此；等等。

作者说：“按照我们的预计，本书后面

章节里提出的许多观点和主张，都会引起

争论，受到怀疑。如果是这样，我们的任务

也就算完成了。”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介

绍体育知识，推荐自己喜欢的运动，而是引

导读者用不一样的视角去看待体育，或者

说用体育这种更加轻松愉快的方式去“教

授”行为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人

类行为的科学，而不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

的科学。因此，你不用诧异两位作者用它

来研究体育活动。本书不仅能让运动员和

教练员大有收获，而且能让希望自己生活

得更智慧更有效率的人获得启发。

比 赛 的 行 为 经 济 学
肖 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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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资源诅咒”，卡塔尔在 2008 年制定了《卡塔尔 2030 国家愿景》，旨在逐步减少经济发展对传统资源的依赖，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多元

化战略。豪掷 2000 多亿美元举办足球世界杯，与其说卡塔尔在“炫富”，不如说他们其实是打着举办世界杯的旗号投资未来。

云谷湿地位于韩国

全罗北道高敞郡雅山面

云谷里一带，面积仅有

1.797 平 方 公 里 。 虽 然

其规模无法与大型湿地

相比拟，但由于它从古

至今一直与当地人生产

生活息息相关，而且拥有

众多历史和文化遗迹，生

物资源也相当丰富，因此在

韩国乃至世界都有很高的知

名度。

从地形上看，云谷湿地周

边地区约 80%是海拔高度在 100

米以下的低矮山地，而湿地本身位

于山地的底部，海拔高度基本在 30 米

以下，使其具备了形成湿地的绝佳地形

条件。在气候方面，该地区是韩国降雪

较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充沛的冰雪融水

使得那里即便在冬季和早春也不易发生

干旱，因此土壤水分常年稳定。

云谷湿地优越的地形和气候条件，

使其很早就吸引了人类在周围活动。韩

国政府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陆续在云

谷湿地南侧发现了大规模的支石墓群，

截至目前共计约 1600 余座，其密度之大

不 仅 在 韩 国 ，在 世 界 上 也 是 独 一 无 二

的。支石墓由厚重的扁平石块作支架和

上托面，下面安葬死者的遗骸和石器、陶

器等随葬品，是东北亚地区史前时代的

典型墓葬形式。韩国考古部门根据放射

性碳定年法判断，这些古墓最早甚至可

以追溯到公元前 11 世纪，并一直延续至

铁器时代初期。

在云谷湿地的东北角，还坐落着历

史悠久的云谷书院。它最初建于 1602

年，教授的是中国的程朱理学。云谷书

院最初的建筑毁于 1868 年朝鲜朝兴宣

大院君颁布的“书院撤废令”，但 1894 年

得 到 重 建 ，1963 年 又 进 行 了 进 一 步

修复。

在此前的很多年里，云谷湿地因周

边地势平坦一直被用作耕地，这一情况

在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发 生 了 根 本 改 变 。

1981 年，韩国政府为保障韩光核电站的

冷却用水，在云谷湿地修建了云谷水库。核电站为管理冷却水的水

质，在云谷湿地附近设置了铁丝网，原先在此生活的居民也大规模

搬迁。以此为契机，云谷湿地在韩国制造业大飞跃的年代中被奇迹

般地保护了下来，未遭受工业化的破坏。

此外，湿地附近的高敞支石墓群于 2000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使得云谷湿地连带受益，环境保护措施更

加完善。

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目前，云谷湿地已恢复了山地底层

湿地和沼泽地等自然湿地原有风貌。鉴于这一有代表性的生态恢

复案例，韩国政府于 2011 年在此设立了湿地保护区。此后，其价值

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人知，于同年 4 月 7 日被列入《拉姆萨尔公约》湿

地保护名录。

韩国国立环境科学院于 2013 年对云谷湿地进行了缜密的科学

考察，其结论是湿地的生物多样性非常突出，保护价值很高。调查

报告显示，湿地中生活着 376 种植物、390 种陆生昆虫、24 种底栖无脊

椎动物、12 种两栖和爬行动物、51 种鸟类和 11 种哺乳动物，共计 864

种生物。其中，被韩国定为一级濒危野生动物的水獭和白鹳，被指

定为二级濒危野生动物的豹猫、蟒蛇、蓝翅八色鸫等在其他地区难

得一见的动物也栖息在这里。云谷湿地作为如此众多动植物的家

园，自然得到了更多关注。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云谷湿地，进而加入到保护工作中来，当地

政府在此设立了云谷拉姆萨尔湿地自然生态公园，期待通过生态观

光带动当地经济，反哺生态资源保护。高敞云谷湿地生态观光协会

等民间组织也积极行动起来，与环绕云谷湿地的 6 个村庄一起主办

了多种多样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旅游项目。

这些努力在 2021 年得到了国际旅游业界的认可，云谷湿地被评

为 100 大世界可持续旅游观光胜地，并被世界旅游组织选定为全世

界 44 个最优秀旅游村之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云谷湿地

杨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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