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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与拉美地区的双边关系持续
深入推进，经贸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呈现出
更加积极、全面的发展势头。本报记者日前
就中国与拉美地区经贸合作的相关情况，采
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
员杨志敏。

记者：中国与墨西哥在 2003 年就建立

了战略伙伴关系，今年也是两国建交 41 周

年。您如何评价当前中国与墨西哥经贸关

系？未来会有哪些新的突破？

杨志敏：2012 年底，来自革命制度党的
培尼亚·涅托正式就任新总统，并在今年 4
月份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进
行了首次会晤。应该说随着中墨新领导人
的执政，中墨之间已经有了新的开端，这对
于双边政治关系、经贸往来都有积极作用。

当前，中国是墨西哥的第二大贸易伙
伴。两国经贸方面，在今年培尼亚·涅托访
华期间，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与中石油签订
了协议，增加对华石油出口，由原来的每月
不到 5 万桶，提升到现在的每天 3 万桶。此
举成为双边经贸合作的新突破，也有利于改
善两国的贸易平衡状况。

墨西哥是拉美地区的大国，经济发展水
平较高、市场广阔，同时科技、教育水平较
高，石油、矿产和农业等资源禀赋充裕，中墨
之间未来完全可以开拓更宽广的合作领域。

记者：中国与哥斯达黎加建交仅 7 年，

两国的经贸关系为何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

如此大的进展？

杨志敏：哥斯达黎加 2007 年与中国建
交，2010 年两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区协定，两
国经贸关系的飞速发展，得益于诸多有利因
素。首先，建交以来，两国政治关系良好。
哥斯达黎加历届政府对华十分友好，两国高
层互访不断。其次，哥斯达黎加具有独特的
优势。经济开放程度较高、投资环境优越。

哥斯达黎加高新技术产业发达，电子
芯片和集成电路是哥斯达黎加对华出口的
支柱产品，占其出口总额的 95%以上。当
前，哥斯达黎加在两国经贸关系中处于顺
差地位。

哥斯达黎加不仅重视中国市场，还希望
学习借鉴中国 30 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经
验。2012 年哥斯达黎加总统访华期间曾专
程参观苏州工业园区，表现出借鉴中国经济
发展、开发区建设等经验的强烈愿望。

哥斯达黎加位于中美洲的中心位置，区
位优势明显。同时，哥斯达黎加经济发展水
平为中美洲地区最高，具有较强的区域政治
和经济影响力，可谓是地区领头羊。加强与
哥斯达黎加合作，有利于中国与其他中美洲
国家开展经贸等合作。

记者：中国与拉美地区的合作前景如

何？您认为如何才能持续推进双方的能源

合作？

杨志敏：中国与拉美各国和地区均有经
贸往来，但传统上，中国与拉美的贸易投资

等主要集中于南美地区。而北美、中美洲和
加勒比地区所占比重较小。今后，这些区域
都会成为中国对外投资和经贸往来的发展
方向，也由此促使中国与整个拉美地区的关
系更加均衡。事实上，中国也注重改善对拉
美不同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尤其是贸易平
衡状况。以墨西哥为例，虽然两国的贸易在
增长，但数额与两国的地位还不相称，希望
未来这种情况能够得到改观。

中国与拉美可谓是天然的贸易伙伴，经
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拉美地区的能源、矿
产资源十分丰富，是全球主要供给方；中国
对此有较大的需求，并且是一个稳定的需求
方。同时，中国在能源勘探、开发和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积累了先进技术和经验。当前，
随着中国和拉美经贸合作深度的挖掘、合作
方式的创新，以及双边高层友好往来确立的
良好政治关系，必将拓展双边能源合作的方
式。未来，通过在当地增加能源服务，提高
当地能源产业的附加值也是可持续合作的
一部分。

记者：未来中国与拉美地区的双边经贸

往来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杨志敏：中国与拉美的双边贸易发展不
断取得质和量的突破。联合国拉美经委会、
美洲开发银行的数据都显示，过去 10 余年，
中 国 对 于 带 动 拉 美 经 济 增 长 功 不 可 没 。
2012 年中拉贸易额达到 2612.4 亿美元，目
前中拉贸易额正朝着 5 年内 5000 亿美元的

目标迈进。截至 2011 年底，中国在拉美的
投资存量达到 540 亿美元，而拉美在华投资
达到 1533亿美元。

我认为未来中拉经贸投资将呈现以下
特点：一是中拉经贸合作将从贸易主导转向
贸易和投资并重。中国对拉美的投资会成
为新的亮点。当前，中国外汇储备丰厚，资
金充足。拉美国家在铁路、公路、港口等基
础设施方面亟须改进，但拉美国家当前资金
缺乏，对外资需求巨大。二是中拉金融合作
将提速发展。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中拉的金融合作有了质的飞跃，实现了“货
币互换”等多种金融创新。同时，中国越来
越多的金融机构，如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
出口银行等，在中拉经贸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三是中拉探讨建立产业合作机制、推动
产业深度对接融合。其中，科技领域、高新
技术产业的合作也将是亮点。中国具有较
强的研发能力、完整的产业结构和庞大的科
研体系。未来将会有更多能代表中国实力
和水平的企业走进拉美，这对于促进当地就
业、增加税收，以及减少贸易摩擦等能起到
一举多得的作用。

中拉合作不仅有巨大潜力，而且随着双
边关系和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潜力都会
化作现实的合作红利。中拉之间不存在根
本的利益冲突，是实实在在惠及多方的合
作，依照目前的趋势，中拉合作的前景不仅
会好于预期，甚至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中拉经贸合作红利可期
——访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杨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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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之后，

中国与拉美地区国家关系在进入 21 世纪后迎来了历

史性跨越。中拉经贸关系是其中的“重头戏”：中国迅

速成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拉美和加

勒比地区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海外投资目的地之一。

中拉双边贸易的几何式增长，不仅反映出双方经

贸合作互补性强，共同利益不断扩大，也展示出中拉

合作广阔的空间和前景。得益于拉美宏观经济调控

措施得当和“中国因素”的支撑，联合国预测，拉美地

区经济去年保持了 3%的增长，这为中拉经贸合作提供

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世界，各国无不将经济结构转

型调整作为重点。世界经济结构的这种调整和变化，

同时对中国和拉美地区国家提出了增长模式转型的

调整，也相应地展现了巨大的机会，特别是中拉双方

互相成为主要市场的可能。中国和拉美地区国家可

以通过经济转型、优化产业结构、加强产业链融合等

方式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

拉美地区的地域空间、自然禀赋与文化开放性可

以为中国提供继续成长的战略支点。中国社会科学

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日前发布《转型中的机遇：中拉合

作前景的多视角分析》报告指出，拉美地区总面积逾

2070 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 13.8%，相当于

欧洲大陆的 3 倍，其中可耕地面积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森林覆盖率占全球的 23%，淡水资源占全球的三分之

一，农牧业生产在全球居重要地位，其大豆产量占世

界总产量的 48%、玉米占 16%、肉制品占 31%、牛奶占

23%。拉美地区还拥有现代工业所需的最基本的 20

多种矿物资源的绝大部分，其中有铜（占全球探明储

量 的 44%）、锂（65%）、银（49%）、钼（32%）、锌 和 镍

（23%），墨西哥已探明石油储量达 103 亿吨，委内瑞拉

的石油储量为 80 多亿吨，均居世界前列。巴西近年来

也不断发现大量海上石油储量，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深海油气勘探技术市场。报告认为，尽管世界经济失

衡将迫使中国经济向内需拉动的增长方式转变，但中

国对外经济合作的两大核心目标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无论是提升中国跨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还是

保证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外部供给，拉丁美洲地区的

市场潜力与丰富资源都将具有日益重要的意义。

我们应当看到，目前中国对拉美地区大部分的出

口和进口都集中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四国，

而进口集中于粮食和矿产两大类初级产品。这也引

起拉美地区国家的担心，认为这将导致其“出口的再

度初级化”。能否通过双方努力，为中国对拉美投资

提供相应的便利条件，进而让拉美地区国家借助中方

资金和技术实现基础工业的升级换代，或将成为今后

中拉经贸合作平衡发展的重要因素。

实际上，中国已在多个场合表达了自己的主张。

今年年初，中国就曾表示，中方主张中拉双方在未来 5

年内实现贸易额达到 5000 亿美元。中国方面不追求

贸易顺差，中方不仅进口拉美的原材料，也希望更多

进口拉美各类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和其他制成品，进一

步加强投资和金融合作，以实现双方贸易平衡和可持

续发展。

目前，中方已经发起设立中拉合作基金，中国金

融机构将首期出资 50 亿美元，并期望同拉美国家共同

投资双方在制造业、高新技术、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

合作项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已经牵头设立了 100 亿

美元的专项贷款，推动中国同拉美的基础设施建设合

作，包括与生产和民生密切相关的铁路、公路、港口、

电站等方面的设施。同时，中国也鼓励有实力、信誉

好的中国企业到拉美投资、加强产业合作，并希望同

拉美国家乃至整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探讨建立产业

合作机制、推动深化产业对接和融合。中方还在考虑

同更多的拉美国家商签本币互换协议，开展本币贸易

结算，相互增设银行分支机构。中国政府还将继续向

拉美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实施更多惠及民

生的项目。

早在 2008 年，中国就已经颁布《中国对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政策文件》，“致力于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

家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

系”。相信随着中拉经贸发展的日益密切，中国和拉

美地区国家间的合作潜力会得到进一步释放。

转型释放

合作潜力
□ 连 俊

如何利用各自比较优势，携手合

作，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考

验着中拉双方领导人的智慧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
深刻变化，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正在努力试
图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其长期扮演
的全球经济“引擎”角色的光环正在消退。
同时，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成为引领世
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发展中国家开始在
世界经济版图中与发达国家平分秋色。作
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跃升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正朝着中华民
族复兴的中国梦奋进，而远在大西洋彼岸
的拉丁美洲正在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后经
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与中国均面临着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转变增长方式、实现
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因此，在新的历史背
景下，如何利用各自比较优势，携手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
战，考验着中拉双方领导人的智慧。

目前，中拉关系无论在速度、广

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处于历史最佳

时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
西 哥 三 国 各 具 特 色 ，与 中 国 关 系 非 同 寻

常。从地理分布看，墨西哥位于北美洲，
特多属于加勒比岛国，哥斯达黎加是中美
洲国家，三国具有明显的代表性；从官方
语言看，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属于官方语言
为英语的加勒比国家，而墨西哥、哥斯达
黎加则是讲西班牙语的国家；从经济与社
会发展水平看，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加勒
比地区重要的石油输出国，经济发展水平
在加勒比地区名列前茅；哥斯达黎加是中
美洲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
一，素有“中美洲瑞士”美称；墨西哥是仅
次于巴西的拉美第二大经济体，是拉美地
区第一个加入 OECD 的国家。从双边关
系看，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与中国建交最
早的加勒比国家之一（1974 年），是中国
在这一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哥斯达黎加
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中美洲国家和第
二个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拉美国
家，与中国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墨西哥
与中国同为重要新兴市场国家和 G20 成
员，是中国在拉美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
中国建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还建立
了高层级的战略对话机制。

目前，中拉关系无论在速度、广度，还是
在深度上都处于历史最佳时期，尤其是中拉
经贸关系更是突飞猛进。2012年，中拉双边
贸易逆势创下 2612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
比增长 8.1%，意味着 30 多年里增长 180 多
倍。中国不仅成为巴西、智利、乌拉圭第一
大贸易伙伴，而且成为阿根廷、委内瑞拉、秘
鲁、哥伦比亚、古巴、哥斯达黎加等国第二大

贸易伙伴，还是拉美地区继美国和欧盟之后
第三大贸易伙伴，而拉美不仅成为全球对华
出口增速最快的地区，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海
外投资目的地之一。截至 2012 年，中国在
拉美非金融类投资存量超过 540 亿美元。
显然，中拉经贸合作的密切度和相互依存度
明显升高。

中方将与拉美三国签署多项经

济与贸易合作协议，势必将中拉经贸

合作推上一个新台阶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崛起，拉美整体实力
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中拉关系呈现全方位、
加速度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
意识到拉美日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
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而拉美社会
各界也日益公认中国是拉动拉美经济增长
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墨西哥总统培尼
亚、秘鲁总统乌马拉和乌拉圭总统穆希卡相
继访华，均表示要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此次，中方将与拉美三国签署经济与
贸易合作协议，涉及经贸、金融、能源、资
源、教育、旅游等多个领域，这不仅将极大
地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全面、快速发展，而
且势必将中拉经贸合作推上一个新台阶。
拉美主流媒体一致表示，拉美国家热切期
待习主席的访问，并相信此访问将会极大
地拓展双边贸易联系、巩固各自贸易地位，
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拉合作互利共赢。

本版编辑 于建东 李红光

版式设计 邵 颖 制图 高 妍

5 月 31 日至 6 月 6 日，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

加、墨西哥等拉美三国进行国

事访问，这将为中拉合作注入

新的活力，开启双方合作的新

篇章。同时，对推动中拉关系

全面深入发展、为中国深化改

革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

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