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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产生深刻影响的背景下，巴西、阿根廷、乌拉圭

和巴拉圭于 1991 年建立的南方共同市场发展至今，不仅成为拉美地区最重要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一，

也是世界贸易中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南共市对中国贸易的依存度不断提高，中国与包括南共市国家在内的

拉美地区经贸合作也不断扩大。为此，本文将通过对中国与南共市经贸合作的格局，特点及问题进行分析，

进而探讨双方未来合作的发展前景以及深化合作所产生的全球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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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 3 月 26 日，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 4 国总统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签署

《亚松森条约》，宣布建立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以下简称南共市）。1995 年 1 月 1 日，

南共市正式启动，关税联盟开始生效。此后，南共市相继接纳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厄瓜

多尔和哥伦比亚为联系国，2006 年决定吸收委内瑞拉为正式成员国（目前尚待巴拉圭国会最

终批准）。南共市在这二十余年时间里，全球贸易基本形成“六极”结构，即北美自由贸易区

（NAFTA）、欧盟（EU）、东盟（ASEAN）、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中国以及日本[1]。 

近年来，南共市整体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其主要成员国巴西与中国的贸易联

系更是密切。但受 2008 年延续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南共市内部贸易保护主义抬

头，对华贸易反倾销措施不断。中国与南共市的经贸合作既是中拉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南南合作”的一个重要范例。2012 年 6 月，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出访巴西里约热内卢

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时表示，中国希望加强与南共市的经济合作。阿根廷、巴西和

乌拉圭三国领导人也表示，愿意与中国就中国与南共市之间就建立自贸区进行可行性研究。

本文将通过对中国与南共市经贸合作格局进行分析，从而探讨双方未来建立自贸区的可行性

与发展前景，以及如何藉此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巴西、阿根廷等拉美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多边机

制中的团结与合作。 

一、 中国与南共市国家经贸合作格局分析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特别是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与南共市

                                                              
本文是 2011 年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项目批准号：YQ11ZP001），2012 年度上海市政府决策咨

询研究专项课题（项目批准号：2012-Z-53-K）和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项目批准号：2011CZH004）的阶段

性成果，并受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701）资助。 



国际观察  2012 年第 5 期 

74 

各成员国的双边贸易近年来出现持续增长的态势，但是南共市国家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

反倾销措施却也呈上升趋势，中国对南共市国家的投资风险日益凸显。 

（一）中国与南共市国家发展经贸合作潜力分析 
第一，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使其对能源和原材料需求不断

增加，而南共市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双方贸易结构有很强的互补性。巴西位于南美洲

东部，自然资源与矿产十分丰富，锰铁铀等矿产储量均居世界前列；阿根廷位于南美洲最南

端，其全国土地的 49.1%为牧场，10.7%为耕地，拥有高度发达的出口导向型的农业部门，是

世界小麦、玉米以及肉类的主要生产和出口国；乌拉圭经济以畜牧业为主，主要出口羊毛、

肉类以及皮革。巴拉圭经济主要依靠农牧业和林业，肉类是主要出口产品，约占其出口总额

的三分之一。而且作为一个内陆国家，巴拉圭十分希望扩大对外贸易[2]。如表 1 所示，初级

产品出口在南共市国家出口总额中一直占有较高比例，主要种类为铁矿、原油、大豆、豆制

品、石油产品、糖类、家禽等。 

表 1：南共市国家初级产品占出口商品总额比例（%）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巴西 48.5 47.0 47.3 49.5 51.7 55.4 60.9 63.6 

阿根廷 72.2 71.2 69.3 68.2 69.1 69.2 68.0 67.8 

乌拉圭 66.3 68.4 68.5 68.7 68.9 71.3 74.8 74.3 

巴拉圭 86.3 87.3 82.9 84.1 89.1 92.1 89.1 89.3 

南共市 56.0 54.1 53.5 54.9 56.9 59.8 63.6 65.3 

资料来源：拉美经委会 2011 年统计年鉴。 

表 2：南共市国家 GDP 年增长率（%）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巴西 1.1 5.7 3.2 4.0 6.1 5.2 -0.3 7.5 

阿根廷 8.8 9.0 9.2 8.5 8.7 6.8 0.9 9.2 

乌拉圭 2.2 11.8 6.6 4.3 7.3 8.6 2.6 8.5 

巴拉圭 3.8 4.1 2.9 4.3 7.3 8.6 2.6 8.5 

拉美和 

加勒比地区 
0.5 4.5 3.3 4.3 4.4 2.8 -3.1 4.9 

资料来源：拉美经委会 2011 年统计年鉴。 

第二，一方面，南共市国家 GDP 增长率近年来在拉美地区一直领先。如表 2 所示，受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南共市国家 GDP 增长率在 2009 年出现骤降，2010 年又迅

速回升，在拉美地区一直位居前列。虽然金融危机余波导致 2011 年巴西大宗商品需求降低，

GDP 增长仅为 2.7，但其当年外汇储备达 3520 亿美元，再创新高；失业率下降至 5.2%，为

历史最低水平[3]。此外，南共市拥有的约 2 亿人口消费市场对中国工业制成品有很强的吸引

力。另一方面，南共市国家除了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外，其一些发展成熟并在世界具有领先地

位的工业部门也不容忽视。如巴西支线飞机制造技术、阿根廷等国的农产品加工技术等。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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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明显滞后，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比重较低，而巴西、阿根廷、智利等

拉美国家在金融、保险、航运、旅游等领域均有优势。虽然双方在这一领域合作仍处于起步

阶段，但未来合作前景不容忽视。 

（二）中国与南共市国家贸易状况分析 
虽然中国目前几乎与所有的拉美国家和地区都有贸易往来，主要集中在巴西、古巴、阿

根廷、智利、墨西哥、秘鲁等少数国家。而与另外四分之三以上的国家或地区的贸易规模很

小，与某些国家或地区年贸易额只有几百万甚至几十万美元。因此，南共市国家与中国贸易

额在中拉贸易总额中占比较高。特别是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与南共市国家贸

易额依然处于上升状态。根据表 3 数字计算，2009 至 2010 年，我国与南共市国家进出口总

额占我国与拉美进出口总额 43%左右，几乎达到中拉贸易总额的一半。 

表 3：我国同南共市国家海关货物进出口总额（单位：万美元） 

2009 2010 
国别 

进出口总额 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 进出口总额 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 

巴西 4239579 1411886 2827692 6258587 2446050 3812538 

阿根廷 780066 348342 431724 1291990 611576 680413 

乌拉圭 155320 81956 73364 262942 147758 115184 

巴拉圭 54131 51386 2745 109647 105060 4587 

拉丁美洲 12186305 5709426 6476879 18363967 9179803 9184164 

资料来源：中国 2011 统计年年鉴。 

具体分析南共市成员国与中国的贸易状况，可以看出：巴西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发展最为

迅速，据巴西中央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2011 年巴西外贸总额 4822.9 亿美元，中国再次成为

巴西最大贸易伙伴国，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中巴贸易额占巴西外贸总额的

17.3%。巴西也于 2010 年跃居我国第九大贸易伙伴。中国与阿根廷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旨在

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和范围的措施，并取得了积极成效。据阿根廷海关最新统计，2010 年 1-8

月中国已超越智利和美国，成为阿根廷第二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农产品出口目的地；我国还

一举超过美国成为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国。[4] 据阿根廷国家统计局公布报告，2011

年阿根廷和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达 171.19 亿美元，创两国双边贸易历史新高，中阿双边贸易额

占阿根廷对外贸易总额的 10.82%，与 2010 年相比增长了 24.1% [5]。 

乌拉圭和巴拉圭与中国的贸易额虽然较低，但近年来保持不断增长趋势。据乌拉圭 21

世纪委员会统计，2010 年乌拉圭从中国进口 10.11 亿美元，向中国直接出口 3.4 亿美元，通

过新帕尔米拉（Nueva Palmira）自贸区对华出口 4.97 亿美元，向中国出口合计 8.37 亿美元。

中乌贸易总额（不含香港地区）达 18.48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根据上述统计，2010 年，巴

西仍是乌拉圭的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约为 26 亿美元，而中国已超过阿根廷成为乌拉圭

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外贸总额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3，中乌贸易在乌拉圭国民经济中占

有重要地位[6]。比较而言，巴拉圭是南共市中工业化程度最低的国家，仍属农业国，对中国

的工业制成品需求较大[7]。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0 年中巴贸易总额为 10.96 亿美元，其

中中方出口 10.51 亿美元，进口 4561.48 万美元；2011 年 1—11 月，双边贸易额为 12 亿美元，

其中中方出口 11.59 亿美元，进口 4116.2 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20.2%、21.3%和-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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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与南共市经贸合作的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指出，2011-2020 年将成为新兴经济体时代。2012 年，世界经济仍陷

于低迷期，对于拉美而言，因欧美经济的徘徊不前，外部需求将会持续萎缩，而中国的贸易

需求和投资对拉美的长期增长具有重要意义。2012 年 6 月，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出访巴西

里约热内卢并参加在该地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时表示，2011 年至 2016 年期间，中

国与南共市之间的贸易规模有望增长一倍，中国希望加强与南共市的经济合作。 

（一）在对外贸易领域，中国应客观对待与南共市国家的贸易逆差，注重出口产品升级，
努力推动与南共市自贸区协议的签署。 

截至目前，我国正与 27 个国家和地区建设 14 个自贸区，已签署 10 个自贸协定。在拉

美地区，中国已经与智利、秘鲁和哥斯达黎加签署了自贸协议。中国和南共市的首次对话开

始于 1997 年 10 月，截至 2004 年双方进行了五次对话。2004 年，双方决定正式启动中国—

南共市对话联络小组，并初步就中国—南共市自由贸易谈判交换看法，决定各自开始进行可

行性研究。同年 12 月 22 日，巴西外交部国际谈判总司长表示，南方共同市场将于 2005 年与

中国开始建立自由贸易区谈判。目前，双方缔结自贸协议的最根本障碍在于：根据南共市章

程，缔结自贸协议必须得到四国议会的全体同意方可，而中国目前还尚未与巴拉圭建交，因

此与其开展自贸谈判将会遭遇较大阻力。此外，南共市各成员国倾向于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来

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与发展中国贸易不和谐的声音也频频传出。这是

因为：一方面，由于南共市国家对中国出口的产品种类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等方面，

它们总认为中国占有传统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中国对南共市国家的出口产品则多集中为

工业制成品，并在南共市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由此产生的贸易不平衡引起了南共市国家

的不满情绪。 

以两个主要成员国阿根廷和巴西为例：阿根廷产品在地区内市场受到中国产品的很大冲

击。自 2007 年 1 月起，中国已取代阿根廷成为巴西的第二大进口国。巴西向来在制造业和服

务业贸易领域具有相当的保护倾向。2007 年 1—9 月，面对中国出口，巴西为保护本国产业，

对中国商品实行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阿根廷政府和企业界则试图将对中国产品的限制扩

大到整个南共市成员国家，要在南美地区建立抵制中国产品的“统一战线”，不过，这条建议

并未得到巴西同意。在 2011 年 6 月召开的第 41 届南共市首脑会议上，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又

强烈呼吁加强对进口产品的限制以保护地区工业，并希望南共市国家应制定有效政策，在扩

大对外出口的同时，鼓励民众消费更多南共市国家自己生产的产品。这被分析人士视为南美

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的信号。阿根廷工业部长德沃拉·希奥尔希甚至还将矛头直指中国产

品。她呼吁南共市其他成员国要重新审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警惕中国产品对南共市成员国

工业体系造成“严重冲击”。[9] 

对此，中国企业在向南共市国家扩大出口时更应注重产品升级，寻求适当途径以提升出

口附加值。近年来，中国向阿根廷出口的机电、电信、汽车等高附加值产品的比例迅猛增加，

服装、鞋类和玩具等传统产品的比例不断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传统产品遭受打击和限

制，对双边贸易的影响也不是太大。与此同时，能够与南共市国家签署自贸协议无疑是一种

确保双方利益、规范合作行为的合理途径。而中国与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已经达成的自

贸协议也将会对南共市国家产生积极影响。正因为如此，2011 年 9 月阿根廷外交部长提默曼

（Hector Timerman）在率领阿根廷企业家代表团访问中国北京和上海时强调，中国与南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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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自贸区将会极大地促进整个南美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10]。而在温家宝总理 2012 年 6

月出访期间，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三国领导人也表示，愿意与中国就南共市之间就建立自

贸区进行可行性研究。因此，巴拉圭的态度是否会在未来因为其他三国支持而有所转变也不

无可能。 

（二）在投资合作领域，中国与包括南共市国家在内的拉美国家之间的投资合作将是一
种“双赢”，它有利于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优化产业结构，从而增强双方国际竞争力和抵
御风险的能力。同时，中国企业在该地区的海外利益保护问题也亟待关注。 

近年来中国对拉美投资的兴趣和步伐明显加大。2011 年 5 月 4 日，拉美经委会发布报告

称，2010 年拉美地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量较 2009 年增长 40%，达 1130 亿美元；

美国仍是拉美的最大投资国，占拉美吸收 FDI 总量的 17%；荷兰位居第二（13%）；中国是

拉美第三大投资国。2010 年，中国企业通过兼并和收购对拉美投资近 150 亿美元，重点投资

国为能源以及矿产资源丰富的巴西、秘鲁和阿根廷等南美国家。[11] 中国 2009 年对巴西投资

额仅为 8200 万美元，2010 年这一数字大幅飙升到 120 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巴西接受外国直

接投资的第一大国。[12] 其中，中石化以 70 亿美元收购了雷普索尔（Repsol）巴西分公司 40%

的股权；中海油和中国化工集团也在石化领域进行了大型规模收购；中国武钢、国家电力公

司等大型中国企业在矿产、电力领域也有大额投资。此外，在汽车、农业、设备制造等领域，

奇瑞、三一重工以及重庆等地的农业企业也都尝到了投资巴西的“甜头”。在阿根廷，中石油

收购了西方石油公司阿根廷分公司 100%的股份；中海油收购了布里达斯（Bridas）能源公司

50%的股份和泛美能源公司 100%的股份。[13] 中国企业进军南美能源与矿产领域拉动了这些

国家的经济增长。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在对包括南共市成员国在内的拉美国家石油、矿业等资源性行业投

资中，必须要重视其复杂的投资环境，努力保护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资源国的投资便利化、

劳工、当地社会社区的反应、环境保护等都是困扰中国投资的因素。比如，2011 年 6 月，中

国石油公司工人在哥伦比亚遭到绑架；8 月，阿根廷石油工人罢工，中国石油公司的生产经

营受到了冲击；11 月，中海油公司收购 BP 在阿根廷的石油资产一度受挫。巴西则对中国打

算购买其土地来种植大豆和玉米非常警惕。巴西前财长安东尼奥·内托接受采访时曾抱怨,

“中国人已买走了非洲,现在他们正试图买巴西。”[14] 《纽约时报》也大肆渲染中国人正在巴

西大举购地屯田，并将这称为“新殖民主义”，但事实上，巴西土地的最大买主是美国、日本、

韩国和阿拉伯国家，中国远远排不到前列[15]。而委内瑞拉国内政治的对立和极化，造成的其

政治风险值得中国企业关注。委内瑞拉反对派议员曾在媒体上公开宣称，一旦委政局发生变

化，将不承认委方对华债务的合法性。事实上，对于南共市国家而言，其与中国贸易呈现的

不平衡恰恰说明了其区域贸易模式的不足。对此，南共市国家不应采取贸易保护主义，重蹈

过去进口替代型工业化道路的覆辙，而应进一步提高自身工业竞争力以及增加增值产品的出

口。这会面临技术、资金、部门障碍等难题，而来自中国的巨额投资以及先进管理经验正是

南共市发展自身工业体系所需要的。 

三、中国与南共市加深合作关系的全球性影响 

中国和拉美作为经济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两驾马车”，双方经贸关系的密切必将推动

全球经济复苏。只有建立在上述经贸合作基础之上，中国和南共市才更有可能加强双方在各

个领域的全面合作。目前恰逢新兴经济体大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加深双方合作也比以往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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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都更为迫切和重要。特别是中国与巴西、阿根廷等南共市成员国的合作关系除了进一步

推动中拉合作关系之外，同时还具有全球性影响，切实体现了“南南合作”的实质意义。双

方已经在 “金砖国家”、G20 以及“基础四国”等全球治理机制内就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新

兴国家间合作、气候变化等议题展开了密切磋商与合作，双边关系中的战略性和多边性进一

步扩大。 

巴西近年来不断与中国在“金砖国家”和“基础四国”等机制框架内进行合作。2009 年

5 月，巴西总统卢拉访问中国，并达成在不同领域的多边谈判中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的一系

列协定，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以及“金砖四国”的发展等问题。同时双方在本年同意建

立伙伴关系。在 2009 年 12 月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印度和巴西采取共同

立场，认为保护环境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必须坚持《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原则，这一立场为大会取得积极成果作出了贡献。2011 年 4 月，金砖国家第三次峰会

在中国三亚召开。刚刚就职不久的巴西总统罗塞夫是第一位确认参加此次金砖会议的国家元

首。她表示，金砖国家在金融改革、全球气候变化等重要国际事务上已经发挥了重要乃至决

定性作用。并强调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必须制度化，各国领导人在会晤中应就建设国际经济

新秩序形成非常具体的立场。巴西也将把金砖国家视为其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 [16]。2011

年 11 月，在第六次 G20 戛纳峰会和在 APEC 第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胡锦涛主席

会见了巴西总统罗塞夫和秘鲁总统乌马拉，就双边、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进行了交流。而于

同年 11 月 28 日—12 月 9 日召开的德班气候大会最终取得“里程碑式”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

中国与巴西、印度和南非在“基础四国”框架内保持了密切合作，在非洲集团等谈判方支持

下，在发展中国家最关切的问题上用一个声音说话。2012 年 3 月 29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四次会晤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落下帷幕。五国领导人围绕“金砖国家致力于全球稳定、安全和

繁荣的伙伴关系”的峰会主题交换意见，并于会后发表了凝聚五国共识的《德里宣言》。 

阿根廷与中国在 2004 年发表了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声明。2009 年 4 月，中国人民

银行还同阿根廷中央银行签署了 700 亿元人民币（合 380 亿阿根廷比索）的本币互换框架协

议。截至目前，中阿两国已举行了 19 次经贸混委会会议，双方就共同关心的经济议题广泛磋

商，增进了相互了解和认知，政治互信不断增强。阿根廷也表示将支持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以及 G20 中拥有更大发言权和发挥更多作用。此外，乌拉圭与巴拉圭虽然国际影响力较

小，但却是影响与南共市进行自贸谈判的重要力量。中国与乌拉圭之间的合作近年来不断加

深。2009 年 3 月，乌拉圭总统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签署一系列关于贸易、投资、体育、

合作、文化交流、水资源、旅游等方面的双边协议[17]。访问期间，双方企业还进行了多次贸

易谈判。中国希望加强在乌拉圭的基础项目和天然气开发领域投资的意向受到乌方欢迎。而

对于巴拉圭这个唯一没有与中国建交的南美国家，随着近年来与中国贸易合作的不断加强，

中国对该国的影响力也日益显现。 

结  语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增加，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

表现为外部失衡，进而很快波及到与其有密切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国家，从而演变成地区乃至

世界性的金融危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金融危机的频频发生，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

不稳定性。区域一体化组织在这一特定背景下为了保护地区小集团的利益而进行政策调整，

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也并不为奇。而这也将直接打击贸易的自由化，地区集团中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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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将更关注本国经济复苏，而不是与其他地区贸易联系的加强。譬如，南共市与欧盟因为成

员国在农产品补贴等敏感问题上存在分歧而令自贸区谈判一再受挫[18]。因此，南共市与中国

之间出现的一些贸易摩擦也不难理解。 

中国与南共市目前经贸合作日益密切是中国经济与拉美经济同受全球化影响的结果。目

前，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需要丰富的自然资源，而拉美经济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的日

趋开放也使其青睐于中国的市场、资金以及技术等。中拉经贸关系发展是经济全球化进行中

市场力量形成的国际分工行为[19]。经济全球化要求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

现世界资源的最佳配置。发达国家作为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在全球化中具有明显

的竞争优势。而对于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以及包括南共市成员国在内的拉美各国而言，

如何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实现一种“互利共赢”的南南合作亟需双方深思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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