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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共同市场的发展及其影响

尚德良
卜

南方共同市场(th 。

sou th em Co加刀 o n Mark et )是在最近 10 多年来拉美经济一体化重新

兴起
、

原有地区一体化组织又增添活力情况下脱颖而出的
。

它目前是拉美最大
、

最有活力

的一个次地区经济一体化集团
,

并号称世界第四大区域性经济集团
。

一
、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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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亚松

森条约》
,

宣布建立南方共同市场(以下简称南共市 )o 该条约于当年 1 1 月 29 日正式生

效
。

199 5 年 1 月 1 日起南共市正式运行
,

关税联盟开始生效
。

南共市 4 个成员国领土面

积为 1 18 6 万平方公里
,

占拉美总面积的 6O % ;人 口 2 亿多
,

占拉美总人 口的科% ;
年国民

生产总值 l 万余亿美元
,

占拉美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 50 % 多
。

南共市有较健全的组织机构与合作机制
。

按照《亚松森条约》规定
,

南共市设立 了理

事会和共同市场小组
。

南共市理事会是该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
,

负责政治领导和浓第
,

由

成员国外交部长和经济部长组成
,

主席由各缔约国外长轮流担任
,

任期半年
。

理事会会议

由成员国外交部长协调
,

可以邀请其他部长或部级机构代表出席
。

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必

要时可召开若干次 )成员国首脑会议
,

理事会负责首脑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工作
。

共同市场

小组是南共市的执行机构
,

由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协调
,

拥有动议权
。

其职能是
;按照《亚松

森条约》规定
,

负责监督
、

实施条约和理事会作出的决议 ;就贸易开放计划
、

宏观经济政策
的协调

、

与第三国商签经贸协定等提出建议 ;拟定保证南共市正常运行的工作计划
。

刻
‘

组由各成员国派出 4 名正式成员和 4 名候补成员组成
,

分别代表本国外交部
、

经济部或相

关的部级机构(工业
、

外贸或经济协调部门)和中央银行
。

南共市集团在乌拉圭首都蒙得

:撇嚣暑薰戳鳄哭黯)篡恶“
到 目前为止

,

南共市共举行了近 20 次首脑会议
,

其中南共市正式运行前比较重要的

有
: 19 9 1年 12 月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的首次首脑会议

。

会议期间
,

4 国总统签署了

《解决争端的巴西利亚议定书》
,

通过了关于原产地证书及违反有关规定时卖行行政制裁

等项决定
。

19 93 年 7 月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举行的第四次首脑会议
。

会议就确定共同

对外关税
、

减免内部关税和协调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等问题进行 了讨论
。

决定建立 4 国

汇率调节机制
,

实行共同的汇率政策 ; 建立地区贸易管制机构
,

执行共同的外贸政策 ;宣

布自当年 7 月 1 日起内部贸易减免 75 % 的关税
,

19 9 4 年底基本消除所有关税和非关税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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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
。 19 9 4 年 12 月在巴西黑金城举行的第七次首脑会议

。

会议宣布南共市 自 1995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运行
,

关税联盟开始生效
,

实行统一对外关税税率
,

并明确了共同市场的对外

整体法人地位
。

南共市正式运行后较重要的会议有
: 19 95 年 8 月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举行的第八次

首脑会议
。

各成员国承诺加强相互接触和协商
,

协调宏观经济和贸易政策
。

1995 年 12 月

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城举行的第九次首脑会议
。

会议批准了《南方共同市场迈向 2仪X)年》

文件
,

确定了南共市在 2仪刃 年以前的全面战略
,

包括司法
、

机构
、

贸易 自由化的 日程
、

环境

保护
、

劳工关系
、

卫生
、

文化和教育
。

199 7 年 6 月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举行的第十二次首

脑会议
。

会议主要探讨了加强现行关税联盟
,

消除内部贸易障碍等问题
。 199 7 年 12 月在

蒙得维的亚举行的第十三次首脑会议
。

会议通过了《蒙得维的亚宣言》
,

开始就成员国之

间开放服务贸易进行谈判
,

决定从 19 97 年 12 月 1 日起至 2戊旧年 12 月 31 日止
,

将共同对

外关税提高 3 个百分点
,

即最高共同关税达到 23 %
。

1998 年 7 月在阿根廷乌斯怀亚举行

的第十四次首脑会议
。

会议通过了与欧盟和其它经济集团一体化的协议
。

19 99 年年初

巴西发生金融风波后
,

成员国首脑自 3 月起多次召开会议
,

商讨共同应对措施
。

二
、

主要成就

南方共同市场自组建以来表现出很强的活力
,

取得了不少重要成就
,

整体实力不断壮

大
。

(一 )成员国一体化意识不断加强
。

面对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和世界市场日趋

激烈的竞争
,

各成员国多次强调继续巩固和加强南共市的必要性
。

它们认识到为了改善

经济环境
,

参与世界竞争
,

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

有效利用资源
、

保护环境
、

协调宏观经济政

策
、

促进成员国科技进步和实现经济现代化
,

进而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

走通过小地区集团

加强经济互补与合作
、

相互开放市场的路是正确的
,

见成效的
。

在南共市发展过程中
,

成

员国之间多次出现贸易摩擦和其他方面的纠纷
,

但各国都能顾全大局
,

通过对话与协商解

决各类问题
。

南共市重大问题的决策均由南共市首脑会议负责作出
,

成员国元首经常保

持接触
,

以保证有效解决矛盾和分歧
。

(二 )促进了成员国经济的共同发展
。

小地区一体化以及从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

模式的转化
,

有利于调整各国宏观经济政策
,

使南共市成员国在经济上相互补充和促进
。

完善关税同盟使成员国数以千计的企业变得更具竞争力
,

对促进各成员国地区内贸易增

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

签约当年即 19 91 年南共市 4 国贸易额为 51 亿美元
,

就大大高出

199 0 年的 35 亿美元
。

1997 年 4 国间的贸易额已达到 20 1 亿美元¹
。

巴拉圭和乌拉圭向

南共市市场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
,

分别从 1993 年的 39
.

5 % 和 42
.

4 %
,

增加到 1997

年的 52 % 和 50 % º
。

成员国之间资金自由流动促进了相互间的投资
,

签约后 4 年里 巴西

对阿根廷的投资约为 巧亿美元
,

到 20( X) 年还将增加 8 亿美元
。

到 19 97 年阿根廷对 巴西

的投资约为 7
.

6 亿美元
,

到 2(拟〕年将会增加 20 亿美元
。

约 500 家巴西企业在阿根廷设有

¹ 巴西《圣保罗州报》199 8 年 12 月 9 日
。

º 墨西哥《对外贸易》11刀〕年 ro 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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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或分支机构
,

有 13 0 家阿根廷企业在巴西办厂¹
。

企业间的联合和共同计划使生

产形成网络
。

同时
,

宏观经济的稳定使外部投资者的信心普遍增强
,

外国资本大量汤人
。

各成员国还计划建立连接南锥各国的交通网
,

建成从巴西到智利的铁路干线
,

开拓连接两

大洋的陆上交通
,

修建沿大西洋通道
,

为该地区一体化和发展出口创造必要条件
。

(三 )一体化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价南共市的一体化已从最初的经贸向社会
、

政治和外

交等诸多领域发展
。

南部经济边界的消除有利于驱除过去笼罩着南共市各国外交关系的

阴影
,

邻国间的成见和不信任基本消除
。

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
,

南共市政治一体化也不断

加强
:

成员国协调对外政策
,

在国际国内安全及法律和教育方面展开合作
。

特别是签署了

关于民主义务的乌斯怀亚议定书
,

使南共市成为巩固该地区民主制度的保证
。

南共市也

开始涉及到社会和劳工领域
, 1卯9 年南共市签署 文件确认得到国际协定承认的劳工权

利
,

并建立了观察和监督该权利实施的机制
。

.

(四 )对拉美国家的吸引力增强
。

《亚松森条约》规定
,

南共市对拉美一体化协会成员

国开放
。

通过谈判
,

该协会成员国可以加入南共市
,

不过它们的请求只能在该条约生效 5

年之后讨论
。

南共市运行成功
,

增加了它对拉美国家的吸引力
,

近几年已开始吸收邻国

参加
。

智利率先成为南共市
“

准成员 国
” 。 19% 年 6 月

,

智利总统与南共市 4 国总统在阿

根廷路易斯城签署一项 自由贸易协议
,

规定从 19% 年 10 月 l 日起
,

智利与南共市 4 国间

的大部分 (80 % )商品关税开始降低
,

到 2以妈 年实现免税
,

小部分敏感性商品从 2以巧 年开

始逐渐减税
。 1997 年玻利维亚成为南共市

“

联系国
” 。

秘鲁 己正式提出加人南共市的申

请
。

墨西哥
、

哥伦比亚
、

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等国家也都表示了加入南共市的意愿
。

三
、

影响 日益扩大

南共市在推动拉美一体化
、

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
、

促进与欧盟合作
、

加强与中国的合

作关系上正在发挥重大影响
。

(一 )在推动建立南美 自由贸易区问题上发挥了主导作用
。 1993 年 10 月

,

巴西在里约

集团会议上率先提出 ro 年内创建南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倡议
。 19 98 年 4月

,

南共市和安第

斯共同体签署了 2既心年实现两集团之间自由贸易的框架协议
。

2《刀) 年 8 月 31 日 一 9 月

1 日
,

巴西总统卡多佐倡导的首次南美国家首脑会议在 巴西首都举行
,

南美洲 12 个国家

的总统出席了会议
。

会议发表的《巴西利亚公报》宣布
,

南美各国决定在多边贸易谈判中

进一步加强相互间的政治协调与合作
,

加速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
,

以更强的集团姿态应对

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

会上
,

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共同体各成员国总统决定最迟于 2以〕2

年 l 月建成两大集团的自由贸易区
,

并最终形成一个包括智利
、

圭亚那和苏里南在内的南

美经济贸
躯

。

(二 )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问题上提高了拉美与美国的对话地位
。 10 年前

,

当时的

美 国总统布什提出在整个美洲地区建立一个 自由贸易区的初步设想
。

199 4 年
,

作为此设

想第一步
,

由美国
、

加拿大和墨西哥 3 国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
。

同年 12 月
,

¹ 巴西《阅 i卖》J司}, J一哄〕4 年 10 )」29 }1 ; 巴西《圣保罗州报》一卯8 年 7 ) J2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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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发起的美洲国家(不包括古巴 )首脑会议在美国迈阿密召开
,

会议宣布要在 2的5 年

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
。

1998 年 4 月
,

第二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

行
,

宣布正式启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
,

承诺在 2的5 年前逐步取消关税
,

最终建成

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
。

以巴西为首的南共市为使 自己在未来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中占有有

利地位
,

主张拉美国家在实现一体化后再作为一个整体同美国讨论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
,

为此
,

南共市在与美国谈判中
,

拒绝美国提前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要求
,

美国被迫让步
。

(三 )推动了拉美同欧盟的交往与合作
。

19 95 年 12 月 巧 日
,

南共市与欧盟在西班牙

首都马德里签署了《区域性合作框架协议》
,

决定通过谈判
,

在公平与合作的基础上分两步

实现相互的自由贸易化
,

即 2 0( 刃年前完成 自由贸易谈判
,

10 年内即到 2(X) 5 年建成跨洲的

自由贸易区 ;在经济合作领域
,

共同努力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
,

开展全面合作 ;在政治方

面
,

增进相互信任
,

加强合作
,

定期举行高级别的磋商
。

19% 年 11 月 5 一 6 日南共市和欧

盟举行会议
,

决定成立 3 个工作小组
,

并制定 199 8 年前的活动日程表
。

1997 年底
,

南共市

和欧盟举行部长级会议
,

审议货物种类
、

服务贸易及贸易规则等问题
。

双方确定下一阶段

的主要 目标是加强政治磋商
,

密切官方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
,

在 1998 年下半年或 19 99

年上半年启动两大集团自由贸易谈判
。

19 99 年
,

南共市和欧盟签署了建立 自由贸易区的

协议
。

南方共同市场是欧盟在拉美的重点投资对象和主要贸易伙伴
。

欧盟向南共市成员

国的出口占其向整个拉美地区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
,

从 19 90 年到 19 97 年以年均 21 % 的

高速增长
。

据欧盟委员会的资料
,

19 98
一 20( 刃 年

,

南共市国家接受的 50 % 的外国投资来

自欧盟
,

总额为 830 亿美元
。

¹

(四 )促进了拉美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
。 19% 年 n 月 18 日

,

钱其深副总理

兼外长致函南方共同市场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巴西外长兰普雷亚
,

代表中国正式提议建立

中国
一
南方共同市场对话或磋商机制

,

得到南方共同市场各国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

19 97

年 ro 月南共市代表团访华
,

同中方举行首次对话
。

双方签署了首次对话纪要
,

表示将进

一步加强相互政治和经贸关系
,

努力扩大双方贸易
、

投资和企业间合作
。

南共市正式运行

以来其对华贸易有了很大增长
,

1998 年和 19 99 年分别达到 47
.

6 和 科
.

4 亿美元 (含南共

市联系国智利 )º
。

四
、

问题与困难

南共市的发展
,

也面临一些问题与困难
。

(一 )由于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

各成员国在一体化过程中受益不均
,

难免出

现矛盾和摩擦
。 19 92 年和 19 93 年南方共同市场内部就出现了巴西与其它成员国之间贸

易不平衡的问题
。 4 国因此在共同对外关税问题上曾一度出现较大的意见分歧

。

巴西主

张对资本货及信息
、

化工等产品采取较高的关税
,

以保护这些
“

战略性的工业部门
” ,

而阿

根廷则主张实行低关税
,

以便进 口外国的高技术产品装备本国工业
,

巴拉圭和乌拉圭也希

望实行低关税
。

经过反复磋商和协调
, 4 国才于 1994 年 8 月确定共同对外关税及其他共

¹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l, 洲) 年 6 月 26 日 ;西班牙((1 !上界报》2〔xX) 年 5 月 14 }1 。

º 中国海关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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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对外贸易政策
。

(二 )出口产品雷同
,

贸易冲突难以避免
。

南共市国家经济互补性较差
,

传统出口产品

如农产品易出现撞车现象
。

例如
,

巴西和阿根廷同是拉美汽车生产大国
,

都想争取汽车出

口 的高额利润 (19 % 年
,

巴西和阿根廷的汽车产量分别达到 181
.

4 万和 31
.

29 万辆)¹
。

:

阿

根廷每年对巴西的出 口中汽车占 1乃
,

两国曾数次在汽车贸易上发生冲突
。

19 9 8 年底和

199 9 年初
,

两 国分别采取发放进 口许可证和设立附加关税的措施限制对方出口商品
。

包

括汽车
、

食品
、

肉鸡和猪肉在内的一大批阿根廷产品被限制进人巴西市场
,

巴西何阿根廷

出口的汽车
、

纸张
、

钢铁
、

化肥北学产品
、

食品
、

机械
、

机床和工具等也同样受到影响
。

这

场冲突也波及到了另外两个较小的成员国乌拉圭和巴拉圭
。

最后
,

巴西和阿根廷两国总

统亲自出面干预
,

才平息了这场贸易战
。

(三 )经济
、

金融政策方面的协调和统一还有不少困难
。

各成员国由于宏观经济形势

不同
,

经济调整
、

改革的步伐不尽一致
。

以巴西与阿根廷为例
,

尽管都实行国营企业私有

化
,

但阿根廷私有化步伐比巴西要快
。

汇率方面
,

阿根廷长期保持本国货币与美元的固定

汇率
,

而 巴西采取浮动汇率 (包括幅度制度和自由浮动 )
,

这导致 199 9 年巴西货币大幅度

贬值对阿根廷产生深远影响
。

在信贷和财政上存在差别
,

巴西以信贷和财政手段刺激农

牧业生产
,

增加其在国内外市场上与阿根廷的竞争力
,

还制定了一项资助出口计划 ;而阿

根廷却没有资金和相应的措施来实行类似的计划
。

两国作为工业能源地
,

成本上差别很

大
。

在阿根廷
,

设备用 电量在 1 万千瓦以上的企业电费比巴西高 1印%
,

工业用天然气费

用高 50 %
,

化肥价格则高出 3倍
。

财政制度和海关规定方面也阻碍了阿根廷向巴西的出

口
。

另外两个弱小成员国对巴西和阿根廷依赖性强
,

乌拉圭在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和消

除国家垄断方面速度较慢 ; 巴拉圭是世界最贫困国家之一
,

工业很不发达且经济和金融政

策不完善
。

因此
,

要协调和统一南共市国家的经济金融政策
,

决非易事
。

(四 )内部信任还有待加强
。 19 99 年 5 月

,

巴西就贸易协定问题同安第斯共同体进行

谈判
,

单方决定降低从第三国进 口产品关税
,

以摆脱双方关系停滞状态
。

这是该地区 自由

贸易区建立后
,

第一次出现成员国单独同另外的一体化组织商谈贸易协定的情况
,

因而招

致其他成员国的不满
。

阿根廷外交部官员表示 巴西的行动造成了
“

极大的不协调
” 。

乌拉

圭驻南共市代表称
,

作为一个成员 国
,

巴西单独同安第斯国家共同体进行单方谈判是
“

不

行的
” 。

巴拉圭也表示将寻求修改建立南共市的( 亚松森条约》
,

以使该组织各伙伴国之间

的关系更加平衡
。

上述问题的有效及时解决
,

需要有关各方共同作出努力
。

今后
,

南共市各国势必在立

法
、

协调宏观经济政策
、

社会政策以及防范外部冲击等方面加强合作
,

才能使地区尸体化

获得新的进展
。

»

¹ 巴西个国汽车制造商协会 t99 7 年 11月报告
。

英国 l空欠i/ 199 7 年度《经济手评》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