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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拉丁美洲自 1 7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往来，

在“马尼拉大帆船”的货物贸易中，中国与这片大陆开始了

接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拉丁美洲开展民间交往。19 6 0

年，中国与古巴建交，此为第一个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拉丁美

洲国家。自 70 年代，中美建交，中国与拉丁美洲各国迎来了

建交高潮，80 年代以后中拉调整外交政策，中拉贸易进入发

展时期。进入 21 世纪，中拉经贸关系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双

方不断推动合作，拉美各国与中国密切合作，双方贸易呈现跨

越式发展。

1  中拉经贸合作近年来的发展趋势

2000 年，中拉双边贸易额总量为126 亿美元，到2019 年

达双边贸易额达到历史新高，数额达3175 亿美元，较2000 年

增长了 25 倍。自 2004 年，拉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 10 年，经

济增长势头一片大好，进入新一轮的增长周期之中，中拉经贸合

作关系越来越紧密，呈现贸易、投资、金融合作共同发展的繁荣

景象。如图1所示，中拉贸易额在2000突破100亿美元，2007

年突破1000亿美元，至2018年贸易额突破3000亿美元。2000

年到2019年，年均增长率为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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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拉贸易的快速增长使得中国成为拉美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双方的产业互补性不断提高。中国的高速发展对能源有更高的需

求，而拉美的自然资源丰富，这也是在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拉

美与中国呈现天然互补的原因。商品结构上看，拉美对中国的出

口以大宗农产品、矿产、肉类、海产品和水果为主，而中国在拉

美以生产设备、汽车、电子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

贸易往来的迅猛发展也带动中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不断增

加，如图2所示，中国对拉美的投资存量从2010年的438.7亿

美元至2018年增至4067.7亿美元。拉丁美洲成为中国海外投资

中仅次于亚洲的第二大目的地。截止到2017年末，在拉美地区

的中国境外公司多达2200多家，全面覆盖拉美33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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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合作方面，中拉在贸易合作快速发展及中国对拉美

地区投资资金量的增加，中拉之间资金融通合作也不断增强。中

拉建立起多层次的资金融通合作机制，如“中拉合作基金”“中

拉基础设施合作基金”“中拉产能合作基金”等。同时，对于该

地区的资金合作，中国有针对性的颁布一些合作的政策文件，例

如中拉“1+3+6”务实合作新框架（2014年）、中拉产能合作“3x3”

新模式（2015年），这些政策文件主要针对中拉双方的金融合作，

同时规划了双方合作中的金融机构建设、金融监管和资金投放

机制。

虽然中拉经贸合作自2014年稳步提升， 但2020年初的新冠

疫情对拉丁美洲本就脆弱的经济又加以严重的打击，世界银行预

测拉丁美洲在2020年的经济增速为-5.2%。疫情的爆发成为了最

大的“黑天鹅”，在该地区呈现供给和需求的双侧承压，外部环

境恶化，内部风险增加，拉美的短期市场波动和长期结构性的失

衡现象越发严重，对中拉合作也形成了较大的短时冲击。中国自

疫情开始对拉美的初级产品需求减少，工业制成品出口量也因此

降低，1-2 月中国对拉美的出口同比减少了12.2%，进口同比

减少5.7%，这是这三年首次出现进出口均下滑。3月份，中国各

地纷纷开始复工，拉美虽然遭受严重疫情冲击，但当月的贸易额

达229.5亿美元，比2019年有小幅提升，但中国对拉出口却下

降了0.8%。双边的贸易供需量有掉头趋势。中拉双方诸多即将

进行运作的合作项目被搁置，影响了中国在拉的投资。据估计在

2020 年中国在拉的直接投资数额会降到十年内最低。拉美的债

务问题也会影响中拉的金融合作。
2  中拉合作所面临的挑战
虽然中拉的经贸合作在快速发展，并且取得了很多成果。

在我们依然能看到在合作中，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2.1贸易的商品结构失衡

虽然中拉双方的贸易额逐年增加，但贸易活动中依然存在

图1      2000-2019年中国与拉美贸易额统计表   单位：亿美元

图2       2010-2018年中国对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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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问题。从商品种类来看：一、拉美各国进口中国的产品

主要为工业制成品为主，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廉和且具有技术

优势，每年向拉美地区出口大量制成品，包括化工、机电和

纺织等附加值较低的产品。二、拉美出口中国的产品主要以初

级产品为主，其中出口的农产品以大豆为主，其次为粗榨豆

油、原糖、烟叶、冻鸡、鲜果等，这部分农业品多为未加工产品，

呈现出产品结构单一特点。在这种以工业制成品换取原材料的贸

易结构中，可见中拉经贸产业结构中的高度互补性，但也成为中

拉贸易总量扩容的阻碍。因此也有一些拉美学者认为，中拉之间

这种结构单一的商品贸易会加剧拉美地区的去工业化，拉美经委

会也表示，在过去十年内，虽然中国大批量进口拉美的初级产

品，对拉美国家的财政收入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对于该地区的工

业发展并未产生任何促进作用。或者说，从长远看，这种单一商

品的贸易结构对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2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投资不均衡

中国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投资出现不均衡的情况。中

国在智利、墨西哥、中美洲几个国家的投资率很低，但这些国家

是需要大量生产性的投资国家。而大部分的投资流向像开曼群岛

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两大避税港这样的地区。据统计这两地在

2017 年底的投资存量高达3717.4 亿美元，占中国对拉投资的

96.1%。除此之外，则主要集中在巴西、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等几

个国家。从上述现象看，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分配非常的不均

衡，这也是影响中拉合作的重要因素。

2.3贸易争端频发

受中美贸易战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到

2019年中拉贸易逆差达100亿元美元。贸易逆差同样作为中拉经

贸合作摩擦的原因之一，因为很多拉美国家认为贸易逆差是不利

于国家的工业生产、就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2001 年中国加入

世贸组织后，得到了巴西、阿根廷、秘鲁等拉美国家认可，但拉

美地区对华反倾销调查和措施却并未因此减少，反而有增加趋

势，并在中拉贸易增加了反补贴、特保等其他新措施。自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拉美国家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案件

快速增多，采取的措施也越来越多，这其中包括临时性措施和长

期措施。这类的反倾销案件数量大多是针对附加价值较低、技术

含量不高的商品。

2.4中美贸易战为中拉经贸合作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受当前美国政府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的影响，中美贸易战久拖

不决，增加了拉美经济体的复苏难度。从短期来看，作为美

国农产品的替代供应方，巴西、阿根廷等相关拉美经济体有所

获益；作为拥有较优越机制性贸易安排的邻国，墨西哥受益于

美国企业产业链的全球重新布局。长期来看，中美贸易争端持

续势必会导致全球经济增长和能源需求放缓，从而降低了外部

对原材料的需求和投资拉美的热情，原油等国际大宗产品价格

面临下行风险，给拉美经济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3  促进中拉经贸合作的合理性建议

3 . 1 加速中拉“一带一路”的发展

中拉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共识目前已覆盖整个拉美区

域。到 2 0 1 9 年底，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

忘录已有19 国，占与中国建交拉美国家总数的80%，剩下的5

国中，阿根廷、哥伦比亚及巴西都已明确表示其加入“一带一路”

的意愿。这表明拉丁美洲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共建合作方的地

位更加清晰，而拉美国家与中国对接“一带一路”建设，为

加强双方合作与交流提供新抓手和机遇。这将拉动中拉经贸合作

关系提质升级，进而优化中拉贸易结构。中拉双方将坚持共商、

共建、共享的原则，以拉美产业发展为基础，扩大中方在拉

投资，积极地应对两国交往中的贸易摩擦。

3.2推动中拉双方经贸合作的多元化发展

中国与拉美各国将继续加强在农业、能源、资源类产业及基

础设施产业上的合作。除此之外，中国还需加强在拉美的制造业

合作，对于如汽车、电子、电器、纺织等中国的优势产业，加大

对拉美地区的贸易和投资量，推动双方的产业融合。最后是在新

兴产业部门，特别是数字经济、共享积极、互联网经济等方面，

中国在这些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的在线诊疗，网络教育，远

程办公，视频社交等“云端”发展快速，缓解了疫情期间的经济

损失，创造了新的经济价值。而对于拉美国家来说，软件的发展

速度很慢，拉美的互联网使用人口仅有67%，疫情下的停工停产

对其经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中拉在这些新型部门的合

作，将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拉美地区缓解经济压力，带动中拉电子

合作，为双方的贸易、投资合作增添新引擎。

3.3加强沟通，提升中拉合作中的包容性

中拉经贸合作受多方因素影响，包括美国排华政策对拉美各

国的影响，拉美国家对中国担忧和恐惧，这些都是因为拉美国家

对中国的认知不足造成的。因此，要加强中国同拉美各国的交

流，建立政府之间、媒体之间的交流合作，建立信息互通平台，

积极进行沟通，免受到不实舆论的影响。

3.4提升两个地区人民的文化认同感

同为南南合作伙伴的中拉双方在思想上是有很多共同之处

的。中国在与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往来之外，需加强文化上的沟

通。加强拉美人民对中国文化及中国思想的认识了解，加强“中

拉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传播，共同强化双方人民的身份认同。构

建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文化软实力，加强人文交流，促进文明互

鉴，加强中拉贸易合作共赢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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