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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娟

新世纪以来拉美与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
。——兼论中国与拉美的经贸合作

内容提要表文主要考察了新世纪以来拉美国家与亚太地区的经贸关系。近10年来，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贺关系在逐步加

深．而拉美与亚太之间贸易投资关系的发展是这种变化的最好例证。在拉戋的对外经贸关系中，美国的地位在下降，亚太

地区则有了大幅提升，尽管其问呈现出不平衡的特征。中国是拉美国家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是这

一变化的主要动力。鉴于拉美在中国经济和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应进一步增大与拉美国家的合作与对话空间，

推动双方关系的可持续发展。 ?

关键词拉美国家亚太地区一体化中国经贸合作

最近几年拉美和亚太地区备受世界关注，除了

两地区强劲的经济增长之外，拉美和亚太地区日益

密切的经贸和投资关系也颇引人注目。2008年国

际金融危机后，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

地区；而在经过最近10多年的改革与调整之后，

拉美地区也成为世界上经济活力最强、贸易与投资

最活跃的地区。与此同时，拉美与亚太之间的经贸

合作也有了快速发展，某种程度上甚至改变了拉美

地区传统的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FD])流入

的结构。传统上，欧美是拉美重要的贸易对象和

FD[来源地，但最近lO年中这种格局开始发生变

化，欧美的地位在逐步下降，亚太地区的地位在迅

速上升。

在拉美与亚太地区经贸合作迅速发展的同时，

两地区之间的一体化进程也颇引人注意。一方面，

拉美和亚太地区都有属于本地区的一体化经济合作

组织，各自内部都有诸多双边、多边或地区合作协

议，两者与第三方(如欧洲、美国)也有很多一

体化协议；另一方面，拉美与亚太地区之间也有区

域层面(如东亚一拉美合作论坛)和成员国之间

(如日本一墨西哥)多种形式的合作协议。这种不

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多形式和多模式一体

化态势，客观上推动了两个地区问的经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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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拉美与亚太地区经贸合作中起到了关键

的作用。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综合实力的提

高，使中国对外部市场和国内生产急需的原材料的

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这种客观需求以及政府倡导的

“走出去”战略，推动了最近10年来拉美与亚太

地区的经贸合作。鉴于中国的国庆需求、拉美地区

与中国经济的互补性以及拉美地区在中国对外战略

中的重要性，目前迫切需要制定长期的、可持续的

中国与拉美经贸合作的战略。

一拉美与亚太地区之间

不断增长的贸易与投资

长期以来，欧美是拉美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

相比之下，拉美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关系并不十分密

切①。美国是拉美的主要贸易伙伴，欧盟是拉美第

二大贸易伙伴，亚太地区位居第三。这是拉美地区

基本的对外贸易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亚太地

区在拉美的贸易和投资比重中所占份额不大，但是

近10年来两地区经贸和投资关系发展迅速，并取

代欧盟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强劲的经济

增长以及中国与拉美地区不断密切的经济关系在其

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①本文中拉美国家均包括加勒比国家；亚太地区指环太平洋

的亚洲经济体．即东盟10国及中国、日本和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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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亚太地区对拉美的贸易呈增长趋势，

美国的地位相对下降

美国是拉美地区传统的重要贸易伙伴，2000

年之前拉美地区对美国的进出口均接近或超过该地

区对外贸易的50％。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拉美经委会”)的统计，

2006年1月至2010年6月间，美国占拉美对外贸

易的份额已经呈逐步下降的趋势，为35％①，但目

前美国仍是该地区最大的贸易对象国。相对来说，

欧盟则变化不大(表l、表2)。

表1 2000～2010年拉美地区出口市场比重(单位：％)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美国 59．10 57 36 58 52 54．41 53 40 49 86 49 98 46 19 43 31 4l 49 41．02

欧盟 11 36 11．53 11 63 12 66 12 22 ll 70 14 19 14 96 15 15 13 9,1 13．06

亚太地区 5 61 5 84 6 42 8 07 8 08 9 09 9．75 11 47 12 16 15．16 16．61

中国 1 09 1．55 l_89 3 07 3．10 3 3S 3．37 4 68 4．94 7 lO 8．32

拉美地区 16 62 16 97 16 14 17 46 18 92 19 81 17 20 18 21 19 59 18 88 18．87

世界其他地区 7．65 7 94 7 81 8 05 9 29 9．22 8 90 9 17 9 78 10 53 10 45

注：1拉美国家各年度出El所占比重系笔者计算；2表中的“亚太地区”指东盟lo国以及中国、日本和韩国。

资料来源：2000—2905年的数据来自拉美经委会网站。http：／／www eclac．cl／comemio／paninsal／appendix2004／anexo／

aaexo swf；2006～2010年的数据转引自Forumfor EastAsia—Latin America Cooperation，NewBicegional TradeandInvestmentRe—

l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Economic Environment，Santiago，Chile，2011，P 39
t

-

表2 2000—2010年拉美地区进口市场比重(单位：％)

2()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IO

美国 49 57 46 27 45 54 43 40 38 85 36 76 34 94 32．70 31】7 31．52 30 83

欧盟 13．93 14 63 14 45 14 46 14．07 13 93 14 3】 14 64 14 72 15 06 14．28

亚太地区 12 24 14 19 16．07 16 63 18 87 20 28 22 04 23．09 23 33 24 68 26 9l

中国 2 35 2 96 3 78 5．18 6．60 7．25 8．41 9 65 10 46 11．82 13 35

拉美地区 16 35 16 92 15 01 15．29 】5．80 16．63 20．54 20 52 21．2l 20．75 19 72

世界其他地区 7 58 8 35 8 4l 9 58 lO．50 12 73 8．19 9 07 9．57 8．00 8 27

注：1拉美国家各年度出口所占比重系笔者计算；2表中的“亚太地区”指东盟10国以及中国、日本和韩国。

资料来源：2000～2005年的数据来自拉美经委会网站地区http：／／www eclac．el／comercio／paninsal／appendix2004／anexo／
，

anexo swf；2006～2010年的数据转引自Forumfor EastAsia—LatinAmerica Cooperation，New Biregionat Trade andInvestmentRe-

lations inⅡChanging World Economic Environment，Santiago，Chile，2011，P 39．

尽管拉美与亚太地区之间的双边贸易额相对偏

低，但发展非常迅速。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国

家与亚太地区的贸易联系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对

亚太地区进出口的增速超过对其他地区的增速。

2002年亚太地区已超过欧盟成为拉美第二大进口

来源地，2009年超过欧盟成为拉美最大的出口目

的地。从区域所占进出口额的比重情况看，2000

年亚太地区对拉美国家进出口额分别占拉美进出口

总额的6％和2％，2006年分别上升至22％和

10％，2010年更是进一步上升至27％和17％。拉

美经委会指出，与欧美相反，总体上讲亚太地区在

拉美的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在不断上升，只有少数几

个经济体例外。②

亚太地区和拉美之间贸易的增长是通过中国与

拉美贸易的增长所带动的。@尽管相对来说总量较

低，但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非常迅速。

2000年中国对拉美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仅占该地

区进出口总额的1％和2％，2010年则分别上升到

8％和14％。㈤拉美经委会指出，在2l世纪的第一

个5年中，中国与拉美的商品贸易增长最快，这一

期间双方的进出口增长率是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率的

2倍。⑧从2005年起，拉美地区一直都是中国增长

最快的地区，并且在2006年中国取代El本成为拉

美在亚太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2006～2010年拉

①ECLAC．Latin America and the Cadbktxn in the World Econo．

州2009—2010．Santiago，Chile，2010，P 59如无特别说明，本文

所用拉美经委会编写的《对外贸易年报》和《外国直接投资年报》均来自拉美经委会阿站(http：／／㈣lac c1)。

②③④ECLAC，Imtin Anw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the World

Eco聊my 2010—2011，Santiago，Chile，2011，P 66，P 90，P 66

⑤ECLAC，People’5 Republic ofChina and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口n．Ushering in d New Era in the Econondc and Trade Relation一

，^Ⅷ．Santiago，Chile．June 201I．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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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对亚太地区和中国的出口比对其他地区的出口分

别增加了3倍和5倍。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9年拉美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分别下降了26％

和29％，但是对亚太地区仅下降了4％，而对中国

的出口却增加了11％。④2010年拉美与中国的贸

易额占其与亚太地区贸易总额的50％。同年．中国

表3 20盯一20t6年度拉美地区进出口增长率(单位：％)

2007～2008 21308～2009 2009—2010

进口 山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m口

拉美地区 26 25 —27 —26 24 27

亚洲 24 23 —2l 一4 42 40

中国 32 23 —15 11 48 51

其他地区 17 23 —25 一14 37 30

欧盟 23 18 —23 —29 24 19

美国 16 9 —24 —26 28 26

世界 22 16 —25 —23 31 27

资料来源数据转引自Fomm for East Asia．Latin

America Cooperation，New Bireg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Re·

l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Ecom_．mic Environownt，Santiago．

Chile，2011，pp 48—49

表4 1990—2010年中国对主要贸易钛伴的

出口增长率(单位：％)

1990～1995 1995—2(300 2000一2005 2∞5～2010

拉美地区 32 2 17 8 26 8 31 0

亚太地区 26．5 9 3 20．3 13 8

美国 36 7 16 J 25 6 】】7

欧盟 26 3 15 0 28 8 16 4

其他地区 8．6 7 l 26 6 17 2

世界 19．1 10 9 25 0 15 7

资料来源：ECLAC．Peop／e1 s Replthlic ofChina and L,ttin．

America o柑the Caribbean：Ushering inⅡNew Era in th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秘，Santiago，Chile，June

201l，P．12．

表5 1990—2010年中国从主要贸易仳伴的

进口增长辜(单位：％)

1990～1995 1995—2C00 2000—2005 2005—2010

拉美地区 14 5 12 7 37 6 27 7

亚太地区 32 4 12 2 23．9 14 6

美国 19．7 6．8 16，8 15 9

欧盟 18 2 7 6 18 8 17 9

其他地区 11。2 13．4 26 8 15．8

世界 19．9 1l 3 24 0 16 1

资料来源：ECLAC，Peop／e’j Republic of China arm Latin

Ameriza aM the Caribbean：Ushering in 8№W Era。n th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Santiago，Chile，June

2011．P 12

成为拉美地区出El的第一增长源，对中国出口增长

了51％，接近该地区出口增长的2倍。与此同时，

中国对拉美地区的出口增长率则高达躺％，分别

高于美国和欧盟对拉美出口20个百分点和24个百

分点。②拉美经委会预测，中国将会取代欧盟成为

该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

(二l对拉美与亚太地区经贸合作的评估：发

展迅速但不均衡

总体来看，目前拉美国家与亚太地区的经贸关

系发展迅速，但呈现出不均衡特征，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长期以来拉美对亚太的贸易一直是进口

大于出口，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并且有逐渐增

长的趋势。1991年之前拉美对亚太地区的出口大于

进口，略有盈余。1990年拉美对亚太地区出口’127

亿美元，进口94亿美元，盈余33亿美元，1991年

降至11．5亿美元。1992年之后则发生了逆转，当年

贸易逆差为33亿美元，之后年年创出新高，到1998

年时贸易逆差已超过143亿美元，2000年超过240

亿美元，2001年超过300亿美元，2005年甚至达到

468亿美元。④2009年，拉美对亚太地区出口占其出

口总额的12．96％，而从亚太地区进口占其进口总额

的比重则高达24 37％，2010年这一数字分别为

17 2％和27．2％。这种不对称性导致了自1992年以

来，拉美国家对亚太地区一直存在贸易逆差，2009

年贸易逆差超过540亿美元，2010年则达到了805

亿美元(表6)。拉美经委会的资料显示出同样的结

果，2000年拉美国家对亚太地区出El占其出口总额

的5．3％，进口为10．6％，10焦之后则加大到

17．2％和27．2％。⑤

第二，尽管目前亚太地区已经成为拉美国家的

重要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但是对于亚太地区来

说，拉美地区在其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并非同等重

要，双方在彼此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呈现出不对称

性。2009年，拉美国家对亚太地区出口占其出口

①②Fomm for East Asia—Latin America Cooperation，№Bite—
gional Trade D甜f瑚∞#m聃f Reiadom inⅡChanging World Economic￡n—

vironment，S锄tiago Chile，2D11，P 48，P a,9

③ECLAC，People’sRepublic of矾巩Ⅱand LatinAmdca andthe

Caribbean：Ushering inⅡNew Era in th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一

5^W，Santiago，Chile，June 2011，p 16

④http：／／⋯乩c d／comefcio／P⋯s山^n既02(】06—2007／
mde∥§t自Ilsllcdbbks htm

⑤ECLAC，Latin，l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the％砌Econo—

my 2010—2011，Smitin90，Chile，2011，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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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的12．96％，从亚太地区进口占其进El总额的

24．37％；而同期亚太地区对拉美出口仅占其出口

总额的3 93％．从拉美进口仅占其进口总额的

3．70％。两地区之间的贸易联系程度存在不对

称性。

表6 2006—2010年拉美与亚太贸易(单位：lo亿美元)

年份 向亚太高口 从亚太进口 贸易赤字

2006 65 4 128 6 —63 2

2007 87 O 】61．2 —74．2

2008 106．9 199 0 —92 1

2009 103 0 157 6 —54 6

20】O t43 4 223．9 —80．5

资料来源：ECLAc，Latin America and the Canbbean in

the WorldEconomy 2010—2011，Santiago，Chile，2011，p．90

第三，拉美与亚太地区的贸易在各次区域和国

家间也呈现出不均衡性。从拉美内部的各个次区域

角度看，南美洲与亚太地区的贸易密切程度远高于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从单个经济体的角度看，拉

美主要大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与

亚太地区的联系也呈现出不同特征。其中，巴西、

智利、秘鲁与亚太地区的贸易联系最为密切，目前

亚太地区已成为巴西、智利、秘鲁的第一大出口市

场，巴西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智利和秘鲁的第二

大进口来源地。相对而言，墨西哥和阿根廷与亚太

地区的贸易联系弱于上述3国，特别是出口方面。

当然，从亚太地区这一方来讲也不均衡，亚太地区

主要国家(中、日、韩、印度)对拉美出口占到

地区总额的90％，中国更是占到一半。

第四，拉美国家对亚太地区的贸易在商品结构

上存在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产业间贸易。拉美国家

对亚太地区的出口以初级产品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

的制成品为主，进口则主要以中高技术制成品为

主。这说明拉美国家与亚太地区的贸易还处在产业

间贸易水平上。

二拉美的外国直接投资

美国为首，中国增幅迅速

相对于贸易的快速发展，拉美国家与亚太地区

之间的投资联系并不密切。拉美地区作为外国直接

投资的重要流入地区之一，其FDI主要来源于美

国、欧盟和本区域内。从对外投资的角度看，拉美

国家的对外投资也主要面向本地区、美国和欧

盟。①但是，从2009年以来的情况看，中国的投资

增长迅速，目前已经成为该地区第三大FDI来源地。

(一}引进外资水平逐步上升

20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拉美地区的政治局

势不稳定，除了巴拿马、哥斯达黎加等国之外，其

他国家的FDI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进人90年代

之后开始缓慢增长，90年代中期之后进入快速增

长阶段。这是有史以来拉美地区FDl增长最快的时

期。这一方面是受当时世界范围内FDI涌向发展中

国家的全球趋势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该地区债务

危机之后各国政府进行经济改革和调整的直接结

果。1996年拉美吸引外资313亿美元，1997年达

525亿美元，1998年迸一步上升至735亿美元，增

幅高达39％，是1991～1996年平均增长率的2倍

多。1999年是拉美地区有史以来吸引FDI最多的

一年，达到了1051亿美元，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

大关，@这部分归因于当年的3宗大笔跨国并购案

(如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收购阿根廷石油公司的交

易额超过15亿美元)。

由于没有出现1999年那样的大宗并购案，

2000年拉美的FDI流入有所下降，为740亿美元。

尽管如此，2000年的FDI超过1990～1994年平均

额的3倍，高出近5年平均额的16％。

受世界经济增长缓慢以及地区内部政策调整的

影响(拉美经委会认为，该地区私有化过程“溢

满”效应也是部分原因)．从2000年开始拉美地

区的FDI趋向回落，到2003年降至365亿美元，

跌至1996年的水平。但是，2007年叉剧升至1059

亿美元，较前一年上升46％，是1999年以来的最

高值。⑨2008年更是达到创纪录的1283亿美元，

比2007年上升13％。④拉美经委会指出，这一数

字不但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超过发展中国家

的增长率。⑤不过，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市场商

品价格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在连续增长5年之后，

2009年拉美吸收FDI再次下降到776亿美元，跌

①IMF．“C加rdinated Direct[nvestment Su丌ey”http：／／edis

imf．ow／

②ECLAC，Fo心gn Investment in La』in America and the Catibbe—

en 2010，Stmtiago，Chile．2011，P 26

③ECLAC．Fore曙“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口“the Caribbe—

an 2007，Santiago，Chile，2008．P 25

④ECLAC．Foreign Investment in ktin America and the Cam拓

nn 2008，SaTItiago．Chile，2009，P．25这一数字在2009年的年度报

告中变为1324亿美元(n 23、。

⑤ECLAC．Foreign Investment in Latin A㈣and the Caribbe-

an 2008，Santiago．Chile，2009，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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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高达41％。@当然，这种情况并非拉美地区独

有，当年全球FDI下降了39％，亚太地区的跌幅

也超过了30％。但是，2010年拉美FDI流入额又

重新突破千亿美元(1 130亿美元②)，超过最近10

年来的平均数，增幅超过世界其他任何地区。④

图1 1990—2010年拉美地区外国直接

投资流入趋势(单位：10亿美元)

：F二二二二二二二再

；匡一
拉美地区FDI流入的急速增长有多方面的原

因。首先，最近几年阿根廷、巴西等国都采取各种

税收、法律以及促进本国工业发展的政策来吸引和

保护外国投资者。例如，巴西制定了加速增长计划

(PAC)，通过扩大信贷范围、改善投资环境、改进

税收制度等措施来吸引FDI。在哥伦比亚，政府同

样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如完善电子报税制度、逐步

降低收入税和简化会计制度等。这些措施效果明

显，使拉美吸引FDI的水平逐步增强。与此同时，

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国国内需求的提

高也引发了FDl的流人。另外，外部市场的作用也

很关键，如发达国家经济的小幅回升以及跨国公司

对原材料的需求战略等，都推动了它们对拉美地区

的投资热情。

(二)拉美地区FI)I来源地的结构差异

在拉美国家内部，各国吸引FDI的情况有较大

差异。南美国家的自然资源和服务业吸引FDI最

多，其中，自然资源是该地区吸引FDI的最重要领

域。而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地区，FDI则流向制造业

(54％)和服务业(41％)，第一产业仅占5％。

中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基本上集中在南美地区。

欧美是拉美国家最大的FDI来源地。从国别来

看，美国一直是拉美地区最大的FDI来源地。据托

美经委会的统计，1996—2000年问拉美地区最重要

的FDI来源国分别是美国(35％)、西班牙

(23％)、荷兰(7％)、法国(4．5％)和加拿大

(3％)。2001—2005年间，美国所占比重上升到

39％，仍居第1位；西班牙和荷兰各占约12％；法

国与前5年持平，加拿大则上升了】个百分点。④

2006—2009年问，美国所占比重为25％，欧美所

占比重接近一半(49％)。⑤同时，欧盟对拉美的

FDI迅速上升，与美国的差距在缩小。亚洲对拉美

的FDI则非常少，日本虽是拉美在亚洲地区最大的

FDI来源地，但所占比重极低，2003年约占2％。⑥

直到最近，亚洲对拉美的FDI都远逊于欧美。⑦

不过，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在来自亚太

地区为数不多的FDI中，长期以来一直以日本居

多，韩国次之．但最近几年中国对拉美的FDI呈快

速增长趋势，并带动亚太地区成为拉美地区上升最

快的FDI来源地。自2008年以来，随着中国“走

出去”战略的实施，FDI发展迅速，这一年中国的

FDI首次突破500亿美元(净额为559 1亿美元)，

较上年增长111％。这一点在拉美地区表现得尤其

突出。1990—2009年中国在拉美地区的FDI总额

仅为73．36亿美元，但是2010年当年就超过了t52

亿美元，@比20"09年(16亿美元)有了大幅度增

加。相比之下，美国所占比重在逐步．下降。2010

年拉美吸引FDI为1 130亿美元，虽然美国仍是拉

美地区FDI的最大来源地，但是所占比莺下降到了

17％。排在其后的是荷兰(13％)。中国(9蟛)

超过加拿大、西班牙和英国(均占4％)，成为拉

美地区第三大FDl来源国。

(三)拉美地区吸引FDl分布不均衡

同对外贸易一样，拉美地区的FDI流入呈逐步

增长的态势，但其分布却很不均衡．主要集巾在巴

西、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和阿根廷等少数几个

国家。拉美经委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2010

①ECLAC，Foreign，n螂E，耻眦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unhbe-

ⅡE 2009，Sarafiago，Chile，2010．P 23

②拉美经委会20i0年的报告称本年度晒引外资总额为1126

亿美元，比2009年(803 8亿美元)上升了40％。参见ECLAC．

Foreign JⅢⅧ㈣m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19 Santiago

Chile，2011，P 10

③ECIAC，Fowign h枷cmem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nbbe一

口B2010．Saniiago，Chile，2011。n 55

④ECLAC，Fortlgn lavest砌nt in Latin A腓rica and the Canbbe一

Ⅱn 2005，S彻tiago，Chile，2006．n 22

@ ECLAC．Foreign lm℃日meru in￡nt‘n A～icu【w础the Curibbe—

dn 2010，Santiago。Chile，2011，P 41

⑥ECLAC，Foreign Inrestment itt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nbbe．

口n 2093．Sanliago．Chile，2004．n 30

⑦⑧ECLAC．FoMign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10，Sonliago，Chile．2011，P 6I一62．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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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巴西、墨西哥和智利3国吸引FDI超过 美元)的68 2％(表7)。

6257亿美元，占同期该地区FDI流人额(9177亿

表7 2000～2010年拉美地区FDl分布(单位：百万美元，％)

—

2000～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合计 比重

巴西 19197 18822 34585 45058 25949 48462 288058 31．39

墨西哥 22722 19779 29714 25864 15206 17726 244621 26．66

智剥 5012 ． 7298 12534 15150 12874 15095 93023 10．14

哥伦比亚 3683 6656 9049 10596 7137 6760 62296 6 79

阿根廷 4296 5537 6473 9726 4017 6193 57722 6 29

秘鲁 】604 3467 5491 6924 5576 7328 384】0 4】9

多米尼克 932 1085 1667 2870 2165 1626 15005 1 64

巴拿马 656 2498 1777 2402 1773 2363 14749 I 61

哥斯达黎加 597 1469 1896 2021 1323 14】2 11703 1．28

乌拉圭 393 1494 】329 1809 1258 1627 9875 l 08

全区总计 66796 74987 】】4365 134521 80376 112634 917657 100 0

+为年平均数。

资料来源：ECLAC，Foreig，i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k Curibbean 2010。Santiago，Chile，201l，B 3

亚太地区对拉美的FDI不及欧盟，更不及美

国。从来源上看，亚太地区对拉美的FDI也不均

衡。日本是亚太地区对拉美投资最多的国家，截至

2010年．其对拉美的FDI存量为440亿美元，占

拉美地区FDI存量的5％。韩国是拉美在亚太地区

的第二人FDl来源国，2010年其在拉美FDI存量

中所占比重为4％。相比之下，尽管中国是拉美在

亚太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其对拉美的FDI却不

多。2009年中国在拉美国家的FDI仅占中国FDI

总量的0．6％，占拉美FDI存量的0．3％。④但是，

在2010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年中国在拉美

的FDI高达150亿美元，超过日、韩成为拉美在亚

太地区FDI最大来源国及世界第三大FDI来源国。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拉美FDI流人的领域也有

差异。以墨西哥为例，2010年有54％的FDI流人

制造业，服务业为4】％，流人第一产业的只有

5％。但是，在南美国家则有所不同，2010年大部

分FDI流人自然资源(43％)，30％流入服务业，

27％流人制造业。

三拉美国家与亚太地区的多元合作

最近20多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特征就

是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它深刻地改变了各国

的贸易结构和投资政策，对各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这在拉美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如前

所述，最近10多年来，拉美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在

很大程度上发生了结构上的变化。特别是在最近几

年，拉美地区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投资中，欧美的地

位在逐步下降，而新兴市场国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

作用。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带动之下，

亚太地区在拉美经贸中的地位在逐步加强。究其原

因，笔者认为，是拉美与亚太地区之间日渐密切的

经贸关系推动了两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而这

种一体化趋势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了两个地区的经

贸关系。

(一)拉美和亚太地区的一体化合作组织

拉美和亚太地区各自都曾经历过数次一体化运

动，但最近10年来，两个地区之间的一体化运动

却最引人注目。东亚和拉美集中了世界上主要的新

兴经济体，两个地区的一体化是多种不同经济制

度、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之间、多个一体化模式

之间的经贸合作，这在国际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

有的，有可能成为南南合作的一个成功典范。

一般来说，经济一体化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

种是以政府问的协议安排为主要机制，另一种主要

以地区内部市场的自然融合为主要机制。前者以欧

盟为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拉美也是如此。后者则以

亚太地区为代表。

拉美是世界上最早开始一体化合作的地区之

一。1960年成立的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

①ECLAC，Latin America and the Cat,bean in the World＆on俨

my 2010—2011，Santiago．Chile．2011．p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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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Lc)是该地区较早的政府间一体化组织，

1980年更名为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LAIA)。之

后又有安第斯国家共同体(CAN，1969年成立)，

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1991年成立)，南美

国家共同体(CSN，2004年成立，2007年更名为

南美国家联盟，UNASUR)等。其中南方共同市场

是目前拉美地区最大、最有活力的一个次地区经济

一体化集团，仅次于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和东

盟。此外，拉美与世界其他经济体之间(如欧盟)

也签署了多个一体化协议，还有很多国家(如墨

西哥等)与区外经济体签署了多个一体化协议等，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拉美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行得

最早，但是其一体化程度相对而言较低。

这与亚太地区不同。亚太地区的一体化始于东

南亚。1961年，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3国率先

成立东南亚联盟(ASA)，1967年印度尼西亚和新

加坡加人后正式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简

称“东盟”)。之后文莱、越南等国先后加入，现在

东盟已经成为一个拥有10个会员国、具有重要影响

力的区域性一体化组织。除东盟之外，1989年成立

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在推动区域贸易投资

自由化、加强成员间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APEC通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部

长会议等方式在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方面开展工作，

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官方论坛，也是

亚太地区最高级别的政府间经济合作机制。

除东盟和APEC外，东盟与中、日、韩等国组

成的“10+1”、“lO+3”和“10+6”等合作模式

也是推动亚太区域内合作的重要机制。

(二)拉美和亚太地区之间合作的多元化

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体化进程中，最引人瞩目的

是拉美与亚太地区之间的一体化实践。加世纪90年

代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墨西哥、智

利和秘鲁相继加人APEC，两个地区之间的经贸往来

不断加强，联系日趋密切。目前，两个地区之间除

了APEC框架内的合作，还有两个地区国家之间的

双边合作以及区域间合作机制。这3种形式构成了

拉美与亚太地区之间多样化的经济一体化模式。

1．APEC框架内的合作。拉美与亚太地区最先

是在APEC框架之内开展经济合作的。由于地理上

的原因，历史上拉美国家一直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的

经济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开始寻

求对外经济关系的多样化途径，在这一指导思想之

下，拉美国家开始把目光转向亚太地区。1989年

APEC的成立为拉美国家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提

供了契机，1993年、1994年和1998年墨西哥、智

利和秘鲁先后加入APEC。一方面，3国的加入迸

一步开拓了亚太地区市场，推动了该地区的贸易投

资自由化进程；另一方面，3国还发挥了加强其他

拉美国家与亚太经济体联系和合作的桥梁作用。比

如，智利和秘鲁都表示坚定支持哥伦比亚、哥斯达

黎加、巴拿马和厄瓜多尔等拉美国家加入APEC。

2．双边合作。与亚太经济体广泛缔结双边自

由贸易协定(nA)是拉美国家参与亚太区域经济

合作进程的重要策略。APEC在亚太地区构建了一

个广泛的、包容性很强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但是

APEC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约束力和推进机制有

效性不足的弱点，使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面

临很多困难和障碍。在这种背景下，拉美国家开始

积极寻求与亚太经济体广泛缔结双边H'A，以期获

得更广泛和更有保障的市场准入。从2003年以来，

亚太地区与拉美国家已经签署了近20个双边丌A。

这些FTA最突出的特点是，除了传统的商品贸易

范围之外，还有诸如服务贸易、政府采购、投资及

竞争政策等内容。多个FTA的签署既反映了两个

地区日渐密切的经济关系的现实需求，同时也是进

一步深化两个地区经济关系的制度基础。①

智利是与亚太经济体签订双边FrrA最多的拉

美国家，目前已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新加

坡、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和澳大利

亚签署了FTA(或SEPA)，与泰国的双边FTA谈

判正在进行中。紧随其后的是秘鲁。目前秘鲁已分

别与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签署了双边FrA，

并且大多已生效。秘鲁与泰国之间的“早期收获

协议”已经生效，这将有助于两国FTA的最终签

署。目前拉美大国只有巴西、阿根廷尚未与亚太经

济体缔结任何双边VI'A。

3．区域问合作。1998年10月，智利与新加坡

倡议建立东亚一拉美论坛，以促进两个地区的交

往。2001年3月．首届论坛外长会议决定将论坛

正式命名为“东亚一拉美合作论坛”(FEALAC)，

每2～3年召开1届外长会议，每年召开1次高官

会议。该论坛是目前唯一跨东亚和拉美两个地区的

①Antoine Bouet et d．，“Trade and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Agia：Potential Perspectives from Further Integration”http：／／w⋯ifr,n org／publication／tfade—and—investment—latin—america—

and—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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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多边合作论坛，旨在增进两个地区之间的了

解，促进政治、经济对话及各领域合作，推动东亚

和拉美国家之间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论坛成立至

今已经先后召开5届外长会议，会员国也不断增

加，从最初的27国增加到现在的36国，是拉美和

亚太地区间覆盖范围最广的合作组织。这显示拉美

国家正在与亚太地区进人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尽
管前者尚缺乏一个统一的战略。④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引起广泛关注的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议(rPP)。TPP原本是一个规模不大的

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2005年5月，智利、新加

坡、新西兰、文莱4个环太平洋国家协议发起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签订并生效的经贸协议旨在加强4

国的经济合作。由于发起国经济总量较小，TPP最

初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但是在2009年年底的时

候，由于美国的高调介入以及其他相关国家的响

应，TPP得以迅速扩张。TPP是第一个联结太平洋

东西两岸的多成员自由贸易安排，有可能进一步推

动拉美和亚太地区的经贸整合，扩大两个地区的经

济合作进程，因此各国政府都希望能借机争取TPP

所可能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但什P也引发了

一些争议，比如两个地区之间多个程度不一的多边

协议，不但将进一步加剧“意大利面条碗”现象

(“Spaghetti bowl”phenomenon)的负面效应，而且

还削弱了APEC成员的凝聚力，对东亚经济一体化

进程产生很大的离心力。②

尽管最近10多年来拉美国家与亚太地区的经

贸联系发展迅速，但是拉美各国对参与亚太合作的

态度和积极性存在较大的差异。总体上看，太平洋

东岸的拉美国家在参与亚太合作方面具有更为便利

的地理条件，也有着更为积极的态度，特别是作为

APEC成员的墨西哥、智利和秘鲁在积极参与

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的同时，还与亚太地区

诸多经济体缔结了多个双边FTA，形成了多元化的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不仅为自身带来了显著的

经济收益，也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注入了新的

活力。④而非太平洋沿岸国家(如巴西、阿根廷)

则主要致力于发展与区域内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

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较少。

以上我们考察了最近几年拉美与亚太地区的经

贸合作情况。分析表明，两个地区的经贸关系日趋

紧密，中国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拉美与亚太

地区之间的多元化合作模式既是这一趋势的动力，

也是其最突出的表现。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正在从大

西洋转移到太平洋。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最为强

劲，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拉美地

区的经济增长同样引人注目．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

的快速发展不但带动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成

为跨地区经贸合作的重要力量。另外，国际金融危

机、欧美经济衰退等外部因素也使拉美和亚太地区

的经贸合作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拉美和亚太地区

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双方的合作不但

会使各自受益，而且还将从多个方面影响世界经济

和贸易的发展。从目前的情况看，拉美与亚太地区

之间的经贸合作处在历史上最好时机，两个地区的

经济增长预期又预示着拉美和亚太地区将进入经贸

合作的新阶段。从上述分析也可以看出，为了推动

拉美与亚太地区的经贸发展和一体化进程，从拉美

一方讲，必须进～步增加对亚太地区的出口，增加

来自亚太地区的FDI流入；从亚太地区的角度看，

必须加快两个地区的多边或双边合作协议的签署，

在政府层面上扩大对话，加深了解。
：

四拉美与亚太地区经贸关系中的中国

最近几年来，拉美与亚太地区经贸投资关系的

迅速发展有多种原因，既与拉美和亚太地区各自的

比较优势有关，也受到2008年以来国际经济格局

变化的影响，而经济强劲发展的中国则起到了关键

的推动作用。 ·

(一)拉美与亚太地区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的政

治经济因素

拉美与亚太地区之间的密切经贸往来首先是在

市场驱动下发展起来的，这与两个地区的资源禀赋

有关。拉美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如农产品、地

下矿藏等)和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亚太地区则有

着多种层次的经济体(如发达国家日本和韩国，

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等)。拉美是亚太地区自身

之外最好的国际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而亚太地区

也是拉美工业技术和FDI的重要来源地。这种比较

优势的互补是两个地区间经贸关系的重要基础。亚

①Forumfor East Asia—Latin America C00peratioa(FEALAC)．

AⅢBiMg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㈨Chnging Wwid E∞一

nor,tic Envirvn舢nt，S衄tiago，Chile，2011，P 60

②刘晨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梆定”发展及影响的

政治经济分析》，载《亚太经济》，2010年第3期，第13页。

③刘晨阳、宫占奎：《APEc拉美成员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

战略探析》．载《抻丁美洲研究》．2010年第3期．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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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开发银行(ABD)、美洲开发银行(IDB)以及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联合撰写的报告指出．贸易、

投资与政府合作构成了拉美与亚太地区经贸关系的

关键基点。在比较优势的驱动之下，贸易得到逐步

发展，FDI紧接其后。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贸易

与投资反过来促成了政府在政治、社会、技术等方

萄的合作，并且三个基点牢的任何一个或两个都推

动了另外两个或一个的进一步发展。①换言之，拉

美与亚太地区的经贸关系更多是在丁市场内部的驱

动，而非政府间的协议安排。当然，这也是两个地

区经贸关系中较为明显的一个特点，预示着两个地

区国家的政府有着更大的运作空闾。

另外，还应该注意到拉美本身奉行开放的地区

主义的努力。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其贸

易对象长期以欧美为主。20世纪80年代之后，拉

美各国政府执行贸易自由化政策，开启了“云美

国化”运动，其主旨是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向其

他地区尤其是亚太地区开放，智利、巴西等国率先

与亚太经济体建立了双边合作关系。拉美各国与亚

太地区合作关系的发展是这种大背景之下的一个组

成部分。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从客观上也促进

了拉美与亚太地区经贸关系的发展。本次危机发端

于美国，并很快从美国蔓延至欧洲，使世界经济遭

受重创。一方面．这次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拉美地

区传统上的经贸对象——美国和欧盟，从而大幅度

减少了美国和欧盟在拉美的贸易与投资；另一方

面，在亚太地区，主要国家(如中国)反而加大

了对拉美的贸易与投资，为拉美带来了走出经济危

机所急需的资本和市场。

{二)中国在拉美与亚太地区经贸关系中的

地位

如前面多次谈及的，拉美与亚太地区之间

(尤其是最近几年)经贸关系密切的另外一个关键

因素是中国。中国在拉美国家与亚太地区贸易和投

资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已成为拉美在亚太地区最大

的贸易伙伴和FDI的重要来源地。拉美国家对亚太

地区贸易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由对中国贸易的快速上

升贡献的。目前，中国已经占据了拉美国家对亚太

地区贸易的半壁江山，远超日本成为拉美在亚太地

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与此同时，中国对拉美地区

的直接投资发展迅速，目前已经上升为该地区第三

大FDI来源国。世界银行指出，中国是过去lO年

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关键

因素。该地区和中国的紧密关系已经被证实是在自

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目前欧美市场动荡

中能够维持稳定的一个重要来源。孕

目前．中国是拉美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对

象国。近年来，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增强，在

“走出去”战略指导下，中国对拉美市场已由关注

发展为全面部署。2005年，中国分剐与智利、秘

鲁和哥斯达黎加签订了双边m。2008年，中国
政府发布了《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

件》，提出要在贸易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面合作伙

伴关系。与此同时，中国与拉美地区的贸易进入迅

速发展的阶段。据统计，中国向拉美地区的出口增

长率，1995～2000年为17．8％，2000～2005年为

26．8％，2005～2010年为31 0％；同时期的进15

增长率则分别为12 7％、37．6％和27．7％。2009

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拉美地区对美国和欧盟的出

口分别减少26％和29％，对亚洲的出口下降4％，

对中国的出口则增加了11％。2010年，拉美地区

对中国的出口增长51％，几乎是本地区对世界出

口以及本地区内部出口增长的2倍。③拉美经委会

指出，“中国将在不远的将来取代欧盟成为本地区

第二大进口供应商。在强劲经济活力的推动下，中

国无论在出口还是进口方面都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

色，并已赶超日本成为近10年来亚太地区最重要

的经济体。”吲

表8 2006～2010年拉美地区对中国的贸易

(单位：10亿美元)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出口 22 6 35．5 43，4 48 2 7l g

进口 49 1 67 4 89 2 75 5 1】l l

资料来源：转引自Forum for East Asia—Latin hmenca Co，

operattort．New Biregiortal Trade and]n"stment Relations in。

Cha啊ng Wodd Econamic Enviroamem，Santiaga．Chile．2011，

P．39

最近几年，中国对拉美的FDI呈飞速增长趋

①hsian Developm帆t Bank．Inter—Amencan Oevelopment Bar&，

A哪Development Bm止lnslltute．Shaping the ytaute oythe AsiaⅡ而the

P眦tfic-Latin America ang the Ca“bbean gelattonzhip，Philippines，

2012 P”n

②张中夏：《世界银行：拉美经济长期增长或有赖中国》，

转引自新浪阿(http／／finmme sin&corfc eoJstoek／usstock／c／

20I儿013／013210611168 shim J。

③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经济贸易往来迈人新阶段》，圣地

亚哥，智利，2011年6月，第12一14页．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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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已成为拉美地区FDI来源国中增长最快的，也

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对拉美投资国。这与中国最近几

年FDI的持续增长有关。近几年来，随着中国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其FDI的步伐不断加快。

据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

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07年中国

FDI净额为265．1亿美元，2008年达到创纪录的

559亿美元，较前一年增长111％，2009年和2010

年分别达到565．3亿美元和688．1亿美元。根据中

国商务部的统计，2005年起拉美已取代亚洲成为

中国在海外最大的投资目的地。2009年中国对拉

美的FDl达73．3亿美元．较2008年增长了1倍，

占当年中国FDI的13％。2010年中国对拉美地区

的FDI更是迅猛增长，超过152亿美元，占当年拉

美吸引FDI总额的9％，仅次于美国的17％和荷兰

的13％，成为拉美第三大外资来源国。

表9 2003—2010年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单位：万美元)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直接投资流量 103815 176272 646616 846874 490241 367725 732790 lQ53827

直接投资存量 461932 826837 114696l 1969437 2470091 3224015 3059548 4387564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第40页、第46页。

中国与拉美之间日渐密切的经贸关系有多方面

的原因，特别是与中国经济实力大幅增长之后对外

部市场需求的扩大有关。拉美的经济结构与中国经

济发展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需要拉美的工业产品

市场，拉美地区能源和矿产资源等原材料对中国经

济发展很有吸引力。当然，这也与中国政府重视拉

美市场有着密切关系。21世纪以来，中国领导人

每年都对拉美进行国事访问。中国政府还发布了旨

在阐述中国对拉美政策总体目标的《中国对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这是中国政府制定的首

份对该地区的政策文件，说明了中国政府重视拉美

及对加强中国与拉美关系的愿景。不过也应该看

到．尽管中国与拉美的贸易和投资增长迅速，但也

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的，而且大多集中于南美国

家(如巴西、秘鲁和阿根廷等)的原材料和能源

领域，贸易和投资结构尚缺乏长远的、可持续的战

略。由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在

拉美的贸易和投资活动受到当地和西方学者的批

评。如拉美经委会就提出，当地政府、商界和学者

批评中国投资集中于原材料领域会影响当地工业的

发展和技术更新。中国某些公司在社会责任和环境

保护标准方面有待改进，等等。①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与拉美的经贸关系发

展迅速，并推动了亚太地区整体上与拉美之间的一

体化进程，但这毕竟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从总体上

讲．无论足中国还是亚太地区，相对来讲还不能完

全替代欧美的地位，欧美仍是拉美最重要的贸易伙

伴和FDI来源地。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拉美国家并

非愿意用中国来代替美国，如美国学者沈大伟所指

出的，“拉美拥抱中国是其多边外交的一部分，是

平衡美国的影响而不是替换它”。②拉美国家更愿

意置身于一个包含贸易、投资、政治和安全等的多

元性制度化跨太平洋网络之中，而不是仅仅作为亚

太地区的原材料输出地和工业产品市场。④

鉴于拉美的重要性日渐提高，在世界舞台上的

影响力正在增强，这对正在崛起中的中国有着特别

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制定出长期的、可持续的拉

美发展战略，从战略上重视拉美及中拉关系的重要

性，抓住机会，推动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五结语：中国制定与拉美

经贸合作战略的原则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综合实力的提

高，拉美对中国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大。拉美拥有

5．9亿人口和5万多亿美元的经济规模，不但是重

要的能源和矿产资源的来源地，而且还是最具发展

(下转第76页)

@ECLAC．Fo№‘g“}m鹎tmem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dbbe．

dn 2010．Santiago，Chile，2011，P 18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

所最近发表的一篇报告颇能代表部分西方人的想法。该报告指出，

为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中国迫切需要大量的簿外自宴l资源，这有

可能使原本强劲的原材料需求变得更加恶化，也可能“锁定”

(10@up)自然资源的供应。参见B曲舡a Kolschwar，TheedoIe H

Moran．Julia Muir，“Chinese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leon Resoles：
The Good．the Bad．蛐dthe U小”．in Pe*一h￡“uk加Internatiohal
Eco肿mics Working Paper，WPl2—3，Febmary 2012．P 4

②David Shambmlgh，“China’8 New Foray into Latin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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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ChineseAffairs，V01．41，Nn 1，2012．P 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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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作为打破依附的机制的潜力。该战略能否成功的

问题本身在两个层次上是辩证的。第一，替代一体

化建立反霸权集团的潜力取决于其在地区层面上对

抗阶级关系的能力和政治意愿。没有一定的民众压

力，就无法在国家层面上做到此事；还有一个新问

题就是，作为一个地区计划，替代一体化深人民众

幻想(popular imaginary)的程度。第二，动力当

然是进步政府转变国内社会关系的能力，在此我将

列人相同的附带条什。正如哥伦比亚人所坚持的，

任何替代计划都得通过民主的方式建立，并考虑到

民众的志向、优先事项和超越国家界限的斗争——

一种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的对民众力量的“垂直

一体化”。但是，更要紧的问题是普通民众参与枯

燥的经济事务的程度，这些经济事务通常都是留给

那些更谙熟于在政治领域与当局共事的人；以及那

些为保有对日常生存条件的控制而斗争的人的务实

性。对于出生在单线发展世界的人而言，人民对新

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替代计划的任何讨论都是一个巨

大的胜利；对于出生更早一些的人而言，其可能感

到替代一体化似乎只是对顺应这一特殊时刻而进行

的转型的一种表述方式。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任何

切实发生的转型，我们都要使民众讨论围绕着以下

议题：替代一体化、发展战略和拉美许多社会运动

正在进行的不断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可持续性；并

且要关注一体化的早期历史，包括那些失败了的计

划。替代一体化的成功可能正孕育在这个基础上发

生的干预和行动的强大和成功之中。由于它是那样

脆弱，“人民的一体化”体现的是直接影响雇佣劳

工、未被异化的生产、家庭生存、资源管理和土地

所有权的斗争机制。这样经过10年，人民有权参

与国家规划的意识的力量将不容小觑。 ?

(翻译赵重阳；校订岳云霞；责任编辑高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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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之一，同为发展中经济体的

拉美还是中国工业产品重要的海外市场。另外，从

国际关系上看，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是中国外交薄

弱区，在与中国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23个国家

中，拉美地区就占12个国家(如巴拿马、多米尼

加等)。双边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有可能促进中

国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合作，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

最近几年，中国和拉美的经济增长表现出色，

双方都是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发动机，在拉美

与亚太地区经贸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近

年来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从拉美进口的扩大，不

但有力地刺激了拉美经济的复苏，而且加强了中

国、亚太与拉美之间的一体化进程。中国与拉美的

合作也有助于双方减少对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依

赖，加速实现市场多元化，实现互利双赢。另外，

也应该看到中国与拉美之间的合作，除了面『临来自

美国、欧盟、日本等外部经济体的竞争之外，还存

在与墨西哥甚至巴西等区内国家的竞争，并且在某

种程度上的竞争还会愈演愈烈。因此，我们必须抓

住机会，加紧制定中国与拉美经贸合作战略，进一

步扩大和深化双方的经贸合作。

第一，在本地化上下足功夫，提升中国跨国企

业的形象。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跨国企业都面临

本地化的难题。由于语言、文化、经济、政治和社

会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在拉美的跨国企业需要

加快本地化策略的实施，使企业的经营活动融入到

当地社会中去，这不但包括尊重当地的习俗和文

化，还包括员工当地化，保护当地环境，参与当地

的社会化建设。 ．

第二，继续深化合作，寻求经贸合作的均衡

化。目前中国对拉美的贸易集中于进口原材料，并

向对方出口工业制成品；中国企业投资最多的是当

地的能源和原材料领域。双方之间的这种不对称性

引起当地学术界和商界的批评和质疑。中国同拉美

的经贸合作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出发，尽快改

变合作结构，从单纯商品贸易转向商品出口、技

术、服务、投资等综合性市场开发，加大对拉美地

区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把中国的技术进步引人到

当地的产业链升级过程中，把扩大双方合作与调整

产业结构同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相结合，积极承担起

应有的企业社会责任，消除误会，避免当地经济民

族主义的爆发。

第三，继续增进互信，扩大政府间的对话与合

作。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密切相关。中国与拉美之间

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双方在很多国际问题上立场

相近，这是中国与拉美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之前，

双方已经多次举行政治、经济对话，中国也与多个

拉美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今后，中国应该继续

扩大与拉美地区的交流与对话，探索一个与拉美实

际情况相符的经贸关系模式和保持互利共赢、符合

中拉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责任编辑鲁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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