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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中拉面临的共同挑战

中国与拉美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实现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在

经济上的差距，是二者共同追求的目标。从

目前来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中国和

拉美面临共同的挑战。

一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挑战。中国自实

行改革开放战略以来，经济一直持续高速增

长。然而，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投

入产出之比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经

济增长过于依赖出口拉动，结构调整压力不

小，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正面临越来越大的

挑战。从拉美的情况来看，近20年来其经

济持续增长面临的挑战一直非常严峻。上个

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在债务危机的冲击

下经历了“失去的10年”。90年代拉美经济

开始恢复增长，但在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

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经济增长出现了严重波

动。2001和2002年，拉美人均GDP连续两

年为负增长，2003年拉美人均GDP为零增

长。1998～2003年，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地

区大国的人均GDP增长为负数。尽管2004

年拉美经济增长5.5％，但这一局面能否持

续，仍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二是面临就业的压力。自上个世纪90

年代中期起，拉美国家的失业率持续走高，

并从1998年起一直维持在10％以上。近年

来拉美国家的失业更是出现了结构性的特

点，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力在减弱，青年

失业人口增加。中国在就业问题上，同样面

临着较大的压力和结构性的挑战，青年失业

率有所提高，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就业压力

持续增加。据统计，目前中国从事农业劳动

的有3.2亿人，但农业生产实际只需要1.7

亿劳动力。不仅如此，中国农村每年还有

600万人左右的新增劳动力。

三是实现千年目标、减少贫困人口的挑

战。收入分配差异的逐渐扩大以及贫困人口

数量众多正在成为中国和拉美经济持续发展

所面临的另一个严峻挑战。据统计，中国城

市人口中人均月收入低于160元人民币的大

约有2300万人，农村人均年收入只有600多

元的大约有3000万人。如果按照联合国的

标准，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人民币（即

日收入不足1美元）者为赤贫户者的话，中

国减贫的任务就十分艰巨。拉美国家所面临

的贫困化压力同样较大，按照联合国拉美经

委会的统计，2004年拉美贫困人口为2.24

亿人，占拉美总人口的43.2％。

除了上述挑战外，中国和拉美在经济可

持续发展方面还面临其他一些挑战。这些挑

战表明，中国与拉美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

有着相同的需求，这为中拉在经济领域里的

合作搭建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中拉关系全面迅速发展

近20年来，中国和拉美国家的领导人

表现出加强中拉关系发展的强烈政治意愿，

逐渐形成了政府间定期互访的机制。2003

年我国新一届政府成立之后，当年12月12

日温家宝总理便成功出访墨西哥。2004年

11月，胡锦涛主席对拉美4国进行正式访

问；今年9月，胡锦涛主席又访问了墨西哥。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我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

脑频繁访问拉美，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少见

的。它标志着中国政府正在从战略的高度进

一步认识拉美，更加重视拉美在中国对外关

系中的战略伙伴关系。除此之外，中国还与

里约集团、南方共同体市场、安第斯共同

体、加勒比国家建立了政治磋商机制，形成

了定期就重大国际问题交换意见的渠道，并

与拉美地区大国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中拉政治关系的稳固发展，为中拉经贸

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上个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和拉美国家同时实行的经济

改革开放战略为中拉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创

造了条件，尤其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加

快了中拉经贸合作的步伐，并对拉美经济增

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拉经贸关系正在逐

步进入双赢的格局。

近年来，中拉贸易增长势头强劲，表现

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年增长率保持在50%左

右。拉美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区

域。2001年，中拉贸易额为149亿美元，2003

年进一步增加到了268亿美元，2004年更是

高达400亿美元，创出了历史新高。2005年

1～6月，中拉贸易额达到了215.5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24.4％。中国已经成为巴西的

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场，也是阿

根廷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拉贸易的高速增

长对改善拉美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推动拉

美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其他经济领域中，双方的合作也出现

了全面发展的良好势头。中国在拉美的直接

投资项目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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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战略部门、从低端产品到高端产品迅速发

展，在投资结构上正在出现积极的变化。

2003年1～11月，中国非金融领域对外投资

总额为18亿美元，其中对拉美地区投资达

到8.89亿美元，拉美超过香港地区，成为

中国最大投资额目的地。尽管迄今为止中拉

直接投资多为小型项目，但是在我国“走出

去”战略的引导下，我国国有大型企业开始

涉足拉美的矿业、石油、林业等资源领域，

并出现了超亿美元的大型投资项目。此外，

在劳务输出、项目承包等方面，双方的合作

也在不断加强，中拉经贸合作正在向更广阔

的领域逐步推进。

伴随着中拉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中拉

科技合作正在从一般人员和团组交流向实际

应用领域拓展，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1988

年，中国与巴西签署了《关于核准研制地球

资源卫星的协议书》，此后两国政府在利用外

层空间科学技术合作方面展开了积极的合作，

并先后于1999年10月和2003年10月在我国

的太原卫星发射基地，成功地发射了两国联

合研制的地球资源卫星1号和2号，并决定继

续联合研制新的地球资源卫星。中巴两国在

高新技术的合作，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在技

术领域合作的典范，它也代表了发展中国家

在可持续发展领域中进行高层次合作的方向。

实现中拉共同发展的前景

尽管中拉经贸关系在许多领域中得到了

非常迅速的发展，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

是与人们的期望相比，与中国和拉美国家经

济整体实力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空

间。目前几个影响中拉经贸合作深入发展的

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中拉双方的相互了解和认知程度

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由于地理上相距遥远，

语言和文化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各自市场运

作的习惯做法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有关信息

的收集和分析上，中拉双方企业过于依赖第

三国，这样就很难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

性，企业家们据此作出的各种决策容易出现

差错，从而失去投资或贸易的最佳时机。

第二，企业的短期市场行为制约中拉经

贸合作的深入。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和拉美

国家的企业都比较注重传统产品出口，因而

容易在相同产品之间形成市场竞争。另一方

面，进口企业难以摆脱眼前经济利益的诱惑，

从追求企业高额利润出发，总是选择低于国

内市场价格的同类外国产品进口，从而在一

定程度上对本国市场造成冲击，并且容易引

起贸易纠纷。由于中拉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

是在双方市场日益开放和经济结构性改革逐

渐深化的条件下实现的，市场对企业的导向

作用不断加大，企业的短期市场行为有可能

影响中拉经贸合作的深入。面对中国和拉美

市场中出现的新机遇，大多数企业出于市场

开发成本的考量，宁愿依赖传统贸易产品、渠

道和市场，而不愿将企业的财力和物力用于

新产品及其销售渠道和市场的开发。

第三，中国与拉美国家当前的经济结构

还难以适应双方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入的需

要。无论是在产业结构，还是在市场开发的

战略方面，中国与拉美国家均存在较多的相

似之处。近年来，经济改革和市场开放战略

吸引了众多的跨国公司进入这些国家的各个

领域。这些跨国公司或者利用自己传统优势

产品占领当地市场，或者利用当地的比较优

势加工产品进行出口。这种格局打压了中拉

本国企业的生存空间和盈利能力，导致本国

企业对海外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与跨国公

司资本和技术的绝对优势相比，中国和拉美

国家的绝大多数本地企业在这方面处于绝对

劣势，它们只能集中发展自己的劳动密集

型、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并为将这些产品出

口海外市场而展开互相竞争。这种竞争势必

引起双方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拉

经贸合作中的互补性。

这些问题是中国和拉美国家经济发展过

程中难以避免的，需要通过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以及结构性改革逐步加以解决。从目前的

情况看，中国和拉美国家已经意识到一些不

利因素的制约作用，并且正在采取相应措施

拓宽中拉经贸合作的领域和内涵，为中拉经

济合作创造更加广阔的前景。

中拉经济有着较强的互补性，深入发展

中拉经贸合作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一方

面，拉美是世界重要的资源性原材料产地，

而中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性增长，特别需要

有稳定的资源供应；另一方面，中国是许多

加工产品的生产基地和重要出口国，拉美国

家对这些产品有较大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

的高速增长和综合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这

种贸易上的互补性还将日益凸现出来，并对

推动中拉经济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进一步拓宽中拉经贸合作的领域，以经

贸合作为动力促进中拉关系持续、稳固发

展，符合中国和拉美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的需要。在贸易领域中，中拉双方可以进一

步调整各自的出口产品结构，改变传统的贸

易出口战略，尽可能增加高附加值的产品出

口；在进口中增加对双方经济具有互补性产

品的比重。

在经济合作方面，中拉可以采取多种形

式，利用各自的优势，寻找新的合作模式，

加强在对方的投资。无论中国还是拉美的一

些大型企业，经过各自的结构改革和企业转

型，市场竞争力大为提高，这为双方更高层

次的合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中拉经济发展

的巨大潜力亦为各自的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发

展机遇。为了减少投资风险，我国企业可以

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向拉美投资，比如与第三

国企业或拉美当地公司联合，进行多种投资

形式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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