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中国贸易报 CHINA TRADE NEWS 编辑：高洪艳 电话：95013812345-1023 myyaowen@163.com 制版：董童

2012年5月22日 星期二Business Views商事广角

早在 1823 年的美国总统门罗时期，“美洲是美洲人

的美洲”便暴露了美国对拉美区域政治及经济上的整合

心态。近两个世纪以来，拉美人的革命热情不减。在经

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拉美各国追求经济独立及贸易自

由化的努力也一直没有懈怠。

“墨西哥希望加入金砖集团。”近日，在京出席世界

贸促高峰论坛时，墨西哥前总统福克斯表达了向中国靠

近、向金砖靠拢的意愿。

同一场合，古巴商会会长马德里加尔也表达了希

望与中国扩大相互投资、加强经济往来的心声。此举

甚至令美国全国商会高级副会长薄迈伦“心生嫉妒”，

他在随后发言时首先强调，希望古巴与美国经济合作

再上台阶。

“由于历史文化原因以及地理位置接近，拉美国家

与美国、欧洲国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和政治关系，

拉美被称为美国的‘后院’。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亚

太力量尤其是中国力量不容小觑，拉美国家也变得越来

越重视与亚太地区的关系，尤其是贸易关系。”国家开发

银行政策研究室梁一雷一直在关注拉美地区的贸易政

策。最近，拉美国家政要及经贸团体的频繁访华，引起

了他的注意。

拉美国家频频“求合作”

上周，来自牙买加、阿根廷、古巴、厄瓜多尔、智利、

秘鲁的外交使节与深圳 200 多家企业的负责人进行了面

对面交流，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 增进了解、寻找商

机”。6 国外交使节分别介绍了各国的基本国情、经济走

势和引资情况，并在互动环节解答了到场企业代表的疑

问。会场外的拉美图片展也更加直观地展示了拉美国

家的情况。

与拉美 6 国集体登场，亮相中国南部的“世界之窗”

不同，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分别由总统桑托斯和前总统福

克斯带队，在北京召开了中哥投资论坛和墨西哥投资项

目恳谈会，比优势，亮项目，对中国投资者展开了热烈的

“求爱攻势”。

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副研究员岳云霞表示，拉美

国家与中国建交时间早，但相互了解不深，可谓“最熟悉

的陌生人”，但拉美资源丰富，拥有巨大的原油储量与产

量，还有丰富的矿产，与中国目前日趋扩大的资源需求

相吻合，可谓是“一见钟情”。

梁一雷也强调了中国与拉美贸易的互补性。“一方

面，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释放出

对原材料和资源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大部分拉美国

家的工业体系尚比较薄弱，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很受拉美

国家欢迎。近年来，中国出口拉美的机电产品约占总出

口商品的一半左右，而中国进口拉美的原材料约占拉美

对中国出口总额的 40%以上。”他说。

不过，在二战之前，欧洲一直是拉美的第一大贸易

伙伴。二战之后，新的世界霸主美国取代欧洲成为拉美

首要贸易对象，美国在拉美进行了大量投资，涉及石油、

矿产、旅游、金融、保险等领域，美国政府也不断向拉美

一些国家提供贷款和赠款。

“可是，拉美贸易伙伴经济实力强弱的变化，直接影

响着彼此的贸易关系。”梁一雷介绍说，进入 21 世纪，美

国仍保持着拉美最大贸易国地位，但是随着亚洲发展中

国家开放市场、经济水平大大提高，拉美与亚太地区的

贸易关系也取得很大进展，中国更成为拉美在亚太地区

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

金融合作亟待扩展

在梁一雷看来，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令拉美国家心

生 艳 羡 ，也 产 生 了 与 之 进 一 步 交 好 的 意 愿 。 所 以 ，

2001 年 中 国 加 入 世 贸 组 织 后 的 10 年 时 间 里，双 方 的

贸易规模以年均近 28.4% 的速度迅猛增长。目前，中

国已成为拉美在全世界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以及在亚

太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拉美则成为全球对华出口增

速最快的地区。

中国社科院最新发布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

告》（简称《拉美黄皮书》）援引中国海关数据称，2011 年 1

月至 11 月，中国和拉美贸易总额达到 2200 亿美元，同比

增长 32.5%。中拉贸易额从 2000 年突破 100 亿美元到

2007 年突破 1000 亿美元用了 6 年时间，而突破 2000 亿

美元仅用了 4 年时间。

《拉美黄皮书》还指出，在世界金融危机深化的大背

景下，2011 年，中国和拉美经济保持了相对健康增长，合

作格局由贸易向投资、金融等领域扩展。投资，已经成

为中拉经贸合作的另一增长引擎。目前，中国已成为拉

美地区的第三大投资国。

对于中国与拉美地区更广泛的合作以及合作思路，

梁一雷特别强调说，金融危机后，美国与拉美国家签订

了合作框架协议，但实质性内容和投入资金都不多。中

国应加快与拉美国家建立长期合作机制，统筹规划能

源、矿产、农业、基础设施、民生等合作框架，挖掘有影响

力的重大项目，同时把金融合作作为推动中国与拉美全

面合作的重要抓手，创新金融业务和金融合作模式，推

动拉美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以此带动商品、服务

等贸易发展。

《拉美黄皮书》也指出，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产生的贸易融资缺口为中拉金融合作提供了契机，双方

应积极探索以“贷款换项目”、“贷款换资源”及货币互换

等新模式推进金融合作。

记者了解到，自 2005 年开始，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已

经与 13 个拉美国家的相关机构签署了近 600 亿美元信

贷额度的协议，执行贷款约 400 亿美元和 200 亿元人民

币，涉及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 60 多个合

作项目。在去年底举行的第三届中国与加勒比经贸合

作论坛上，中国政府还宣布，未来 3 年将向加勒比国家

提供 10 亿美元优惠贷款和 10 亿美元基础设施专项商

业贷款。

南南合作谋FTA契机

对于中国与拉美贸易合作的未来，梁一雷告诉记

者，中国与拉美的经贸合作属于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意义重大。金融危机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与拉

美主要国家领导人的频繁互访，中国与智利、秘鲁和哥

斯达黎加等国家自由贸易协定（FTA）的陆续签订和生

效，都为深化合作提供了良好基础，创造了难得契机。

记者获悉，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在京访问期间，中

哥两国签署了一项备忘录，旨在就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

定的可行性展开研究，根据两个经济体的敏感性和特殊

性对贸易关系进行评估，以便在一年内提出有关如何展

开协商的明确建议。

哥伦比亚贸易部长塞尔希奥·迪亚斯透露的这一消

息引起了西方媒体的警觉，认为哥伦比亚将是第四个寻

求与中国签署 FTA 的拉美国家。而与已经在这条路上

先行一步的拉美国家智利、秘鲁和哥斯达黎加一样，哥

伦比亚也对中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不仅仅将中国视为

商品购买者，还视为投资来源地和技术提供者。

“因此，中国与拉美国家签署的 FTA 将不仅限于商

品贸易，还将涵盖服务、合作和投资领域。”梁一雷补充

说，不过，中国的竞争优势已经引起拉美一些国家的担

心，贸易摩擦时有发生。

近年来，拉美对中国的贸易一直是逆差，而拉美与

美国贸易一直是顺差。另外，中国对拉美的主要出口商

品是工业制成品，这与巴西、阿根廷等工业化程度较高

的拉美国家产生了竞争。

梁一雷介绍说，金融危机后，阿根廷在巴西市场的

份额被中国占领，于是自 2009 年以来屡次对中国采取

反倾销制裁。在美国市场上，同样作为加工贸易的出

口国，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竞争难以避免，例如，墨西哥

纺织品、电子和机械等 20 多种商品与中国竞争激烈，

使得墨西哥一度成为对中国采取反倾销措施较多的国

家。巴西一直在强化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手段等贸易保

护措施，是在 WTO 框架内起诉中国不公正贸易较多的

国家。

不过，也正是已经与中国签署了 FTA 的拉美国家，

让更多拉美国家改变了中国产品是“洪水猛兽”的固有

印象。

例如，智利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 FTA 的拉美国家。

2006 年 10 月，两国 FTA 生效，分别为智利产品制定了

1.5 年和 10 年的免税期，为中国产品制定了 1 年、2 年、5

年和 10 年的免税期。智利外交部称，在对 FTA 前 5 年的

评估中，中国已经成为该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自 2005 年

以来对华出口年均增长 29%，仅在去年，对华出口额就

达到 183.23 亿美元。

与智利的情况相同，秘鲁与中国的 FTA 于 2010 年 3

月生效。秘鲁对外贸易和旅游部的数据显示，FTA 生效

第一年，双边贸易额增长 40%，第二年增长 28%。秘鲁与

中国的 FTA 生效以来，秘鲁企业和对华出口产品数量也

有所增长。

另外，去年年中，哥斯达黎加与中国签署了 FTA，两

国政府希望签署协定的效果能反映在今年的经济数字

当中。2011 年，哥斯达黎加的出口额是 153.79 亿美元，

其中对华出口额为 7.1 亿美元。

秘鲁利马商会近日发布报告称，该国可开发的

2500 多种林木品种中，只有 600 多种被妥善分类，而得

到开发利用的仅有 195 种。

该报告称，2010 年，林业为秘鲁创造的经济收入

为 17 亿美元，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1％。据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智利林业产值占其 GDP 的

2.6％，玻利维亚占 2.7％，厄瓜多尔占 2.3％，而这些国

家的森林面积和林业资源都远不如秘鲁。

据秘鲁农业部统计，2010 年，秘鲁木材产量近 800

万立方米，其中 90％被农村家庭作为柴火，只有 80 万

立方米的木材被加工成工业产品，如木地板、锯材、胶

合板和贴面板等，这些产品主要出口到中国、美国等

国际市场。

据悉，秘鲁天然林面积在拉美仅次于巴西，目前开

发的 970 万公顷森林被交给私营部门管理，由其进行产

品加工、养护造林、开展生态旅游和进行森林保护等。

今年初，墨西哥取消针对中国制婴儿车的反倾销

税，意味着该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中国制婴儿车的价

格将更具竞争力。目前，墨西哥一些婴儿车生产商已

由制造产品转向经营进口业务。

墨西哥婴儿产品协会总监兼法律代表阿德里安·
巴斯克斯贝尼特斯表示，反倾销税取消后，墨西哥的

婴儿车生产商不得不停止生产，转营进口业务。

墨西哥 D'Bebe 公司董事罗兰·凯勒承认，反倾销税

取消后，该国 6 家本土婴儿车生产商中，已有 5 家转营进

口业务。以 D'Bebe 为例，该公司每月销售的 6000 辆婴

儿车中，一半在中国制造。另一家公司则透露，该公司出

售的婴儿车大部分在墨西哥装嵌，零部件来自中国内地。

墨西哥方面预期，不久的将来，从中国进口婴儿

车制成品会更划算。今年前 5 个月，墨西哥输入了 370

万辆婴儿车，总值约 200 万美元，其中以中国制婴儿车

数量最多。

近日，哥伦比亚外交部部长玛丽亚·安

赫拉·奥尔古因专程空降北京寻求经贸合作

机会。她表示，哥伦比亚存在发展基础设

施、能源和其他资源合作的各种机会，欢迎

中国企业积极参与。

“虽然没有阿根廷或智利的大豆、铜矿

这样的高竞争力产品，但是由于我国安全

情况转好，哥伦比亚在农业产品和石油方

面的产量都在不断提高。”奥尔古因表示，

“希望同中方密切配合，不断扩大哥伦比亚

对华出口。”

奥尔古因还表示，与中方的会面重点洽

谈了关于经济和双边投资等话题，希望能进

一步加强在这方面的合作，并推动中国在哥

伦比亚制造业、基础设施、农业、矿业和石

油、天然气等领域的投资。

塑料市场可以说是经济发展情况的准

确探测器，与巴西各行各业息息相关。大

量报道分析认为，巴西塑料工业发展得如

火如荼，而且将会走得更快更远，不愁没有

飞驰的“燃料”。

巴西塑料产业协会资料显示，国内对

聚乙烯的需求在去年超过 55 亿磅，对聚丙

烯的需求超过 33 亿磅，对聚苯乙烯的需求

接近 900 万磅。据估计，2010 年至 2015 年，

这个南美大国对聚乙烯的消耗量将以每年

7%的速度增加。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食物和消费者结

合起来就成为巴西包装行业蓬勃发展的重

要因素，而在 2011 年，巴西食品包装耗用

了全部市场 26%的塑料。

（本报综合报道）

秘鲁：90%的木材成柴火 墨西哥：五成婴儿车中国造 哥伦比亚：安全也是竞争优势 巴西：食品包装耗用大量塑料

编者按：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原料进口国和出口国，中国

在拉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所有拉美国家来说，中国代表

着机遇。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为拉美企业打开了广阔的

市场大门，中拉经贸合作前景美好，同时，双方也面临着调整

贸易结构、深化互利共赢投资模式、促进金融合作等新挑战

和新问题。

拉美国家偏爱中国 不甘只做美国“后院”
■ 本报记者 高洪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