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拉丁美洲，中国的角色，以及其行

事风格，比起其在靠自己更近的其

他一些地区而言，相对低调且稍显谦恭。自

不必说，拉美地区也是中国在外交和军事领

域进取的目标，但总体而言，拉美国家的主

要感受，是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驻，

与中国的贸易越来越大。这一切，在拉美和

加勒比国家的经济中，正缓缓地压出印记。

中拉交往的三个阶段

邓小平打开中国大门面向全球经济市场，

迄今已经近 40 年。这段时期中，中国与拉美

及加勒比国家的交往，经历了三个重要转变。

首先在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由

此开始了中国对拉美地区的几何级数贸易扩

展，不断蚕食一直在这个地区占优势地位的

台湾的份额，迫其败退。其次从 2009 年开始，

中国公司开始向这个地区大举投资和建设项

目，与此相应，在其投资的国家中成为越来

越大的内部事务利益相关方。最后是在 2015

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减速，和中国在此地

区的建设项目和其所支撑的一些政权陷入困

境，两者作用交集，遂使该地区对与中国的

交往，以及中国对该地区发展的潜在贡献上，

移向更平衡更务实的思考方向。

中国与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的贸易，从

2001 年 的 150 亿 美 元， 增 长 到 2014 年 的

2889 亿美元，增幅将近 20 倍。1 并且，该地

区自 2005 年从中国获得 1200 多亿美元贷

款。2 这一切对该地区政治和经济领导人的

规划形成重大的影响，使他们把注意力聚向

如何利用中国的资源和中国的巨大市场，从

中获得机会 ；但另一些公司，因为业务受到

来自中国竞争的威胁，则构成阻力。

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开进拉丁美洲，但

做法上随产业类别的不同而有别。例如，中

国的石油和矿业公司，主要通过兼并和收购

当地企业而进入此地区，但在电信领域，中

国的一些重要玩家则“自筹自建”而立足下

来。靠贷款支撑的以中国为主的基础建设项

目，在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及一些加勒比国

家最为成功。由中国公司为主投资的产品制

造项目，则以在巴西和墨西哥居多，此两国

有广大的内部市场，并可通过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NAFTA）和南方共同市场贸易协定

（MERCOSUR）向周邻国家的重要市场辐射。

中国公司在当地立足运营后，其管理和

技术人员，因为不熟悉当地语言文化、风俗

习惯，以及做生意的各种明暗规则，而面临

种种挑战，不得不边干边学，急起直追。

推动拉美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与中国交往，对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带

来了广泛的影响。就经济结构而言，中国大

量购买该地区的商品，并精心选择对某些领

域的生产提供强化发展投资，由此推动该地

区经济加强商品出口。

与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增长，使

得该地区的基础结构发生变化，有关国家为

此大力扩建太平洋沿岸港口，以及改善内陆

腹地与沿海之间的道路交通，巴拿马运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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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加勒比沿海国家也扩大港口吞吐能力，

以容纳通过巴拿马运河的更大更新运输船只。

与中国的交往还改变了该地区的贸易、

金融和知识产权结构，其中，中国和智利、

秘鲁、哥斯达黎加分别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

协定，中国并与多国政府，就动植物检疫、

投资保护，以及在拉美加勒比各大学扩展和

增强中国教育项目等多种议题，签订了多项

政府间协议。与中国的商贸交往扩展还改变

了拉美地区的金融结构，例如中国与阿根廷

及巴西签署了货币交换协议，一些项目合同

以人民币结算，等等。

但是扩大与中国的商贸交往，也产生了

各种不良副产品，跨太平洋犯罪活动、非法

移民、假冒伪劣产品、武器弹药和毒品原料等，

源源不断从亚洲输向拉丁美洲，非法矿产品

和毒品贸易黑金，则反向流往亚洲，企图漂

白成合法所得。3

抛弃幻想走向实效

经历多年快速发展，有人认为中国与拉

丁美洲的关系现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特

征是双方期望值逐步降低，更多讲求实效。

中国方面宣告经济增长减速，GDP 年增长率

降低到 6.8% 甚或以下，在某种程度上推动

国际商品价格下落，那些向中国出口石油、

矿藏和农产品而获得重大收益的拉美国家，

尤其感受到生产成本压力的加重。中国对工

业原材料的需求减弱，也致使一些石油和矿

业公司依其特许租约条款许可，推迟规划在

拉美和加勒比海及其他区域的生产扩建投资。

中国不仅金融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其国

内市场的疲弱形势也促使中国公司更加积极

寻求在拉美地区依靠贷款的建设项目，以及

在当地投资建制造厂，以追求更大的当地市

场份额。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随着对中国出口收

入减少，随着中国对当地石油和采矿产业的

投资退潮，以及来自中国产品出口商和建设

公司的竞争力加大，开始改变对中国的看法，

以往视中国为机会之源，现在更视之为竞争

对手。

拉美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值不断降低，还

因为中国在这个地区建造的大量项目，有的

从未兑现或成为烂尾工程，有的遭遇巨大困

难而加剧。例如，中国至今没有兑现其宣布

的 350 亿美元拉美地区发展基金 ；基础建设

工程如尼加拉瓜运河开凿工程，以及向哥伦

比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建议的“干

运河”工程，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中国在哥

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和古巴的炼油厂现代化

改造工程、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高铁项目，

以及在玻利维亚的 Rositas 水电站工程，至今

停留在纸面。4

该地区对中国天然产业项目的扩张，也

出现各种暴力抵制事件，著名的例子有厄瓜

多尔 Tarapoa 和 Orellana 油田反对中国公司

的抗议及哥伦比亚 Caquetá 油田绑架中国工

人事件 ；在厄瓜多尔、秘鲁、墨西哥和玻利

维亚等国，当地民众暴力反对中国开矿项目

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与此同时，中国在该地区不再一枝独秀，

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和企业加入在该地区与

中国的竞争，互相之间利益有时相合，有时

相左。并且，该地区与太平洋沿岸诸国的众

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加上美国主导的（等

待国会批准的）跨太平洋多国伙伴协定

（TPP），编织出一片越来越密的关系网络，

导致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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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

简言之，正如拉美地区与半球外其他国

家的交往呈现消长一样，这个地区与中国的

交往，也产生各种输家赢家。各国政治领导

人和商界领袖开始降低希望值，也逐步减少

恐慌，进而走向理性和知情决策及风险担当，

务实希望从与中国的交往中收获有限、但现

实可及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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