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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背景下中拉数字经济合作:
机遇、 挑战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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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新冠疫情暴发对中国和拉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造成

严重影响ꎬ 但数字技术在本次抗击新冠疫情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显

现ꎬ 数字经济的增长潜力被进一步激发ꎮ 加强中拉数字经济合作ꎬ
对于化解疫情给双方经贸合作带来的下行压力ꎬ 深化和细化 “一
带一路” 合作ꎬ 促使双方合作在疫情之后向更高层次和更宽领域

发展具有积极意义ꎮ 本次疫情为数字经济普及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用

武之地ꎬ 为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政策和市场机遇ꎬ
也为进一步拓展中拉 “数字丝绸之路” 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ꎮ 与

此同时ꎬ 在疫情冲击下中拉数字经济合作也面临着因宏观经济环境

恶化带来的融资困难、 拉美产业数字化程度较低、 人力资源不足以

及美国对中拉数字经济合作的阻挠等挑战ꎮ 展望未来ꎬ 中拉需要在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行动倡议» 和拉美数字议程指引

下ꎬ 加强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网络空间治理、 数字化人才培养和

促进公众数字素养提升等方面的合作ꎮ 鉴于美国将继续对 “数字

丝绸之路” 建设制造障碍ꎬ 中拉双方需要采取更为灵活务实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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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背景下中拉数字经济合作: 机遇、 挑战和前景　

　 　 ２０１９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以下简称 “拉美”) 地区经济没有走出近 ６
年来的颓势ꎬ 地区经济增长率仅为 ０ １％ ꎮ 新冠疫情暴发无疑让本就增长乏力

的拉美地区经济雪上加霜ꎮ 正如联合国拉美经委会 (ＣＥＰＡＬ) 报告指出的那

样ꎬ 新冠疫情通过外部和内部因素共同影响了拉美地区经济ꎬ 将导致该地区

自 １９００ 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ꎮ① 新冠疫情在中短期内给世界各国经济和

社会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性影响ꎬ 但数字技术在本次抗击新冠疫情中的

积极作用进一步显现ꎬ 数字经济②的增长潜力被进一步激发ꎬ 为推动经济和社

会生活的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机遇ꎮ 中国作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国ꎬ 研究新

冠疫情对中拉数字经济合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ꎬ 对于化解疫情给双方经贸合

作带来的压力ꎬ 深化和细化 “一带一路” 合作ꎬ 促使双方合作在疫情之后向

更高层次和更宽领域发展具有积极意义ꎮ

一 　 新冠疫情对中拉双方社会经济的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发布的 «世界经济展望» 报告认

为ꎬ 新冠疫情暴发一年后全球发展前景仍存在巨大不确定性ꎮ 尽管疫苗的持

续推广提振了人们情绪ꎬ 但是变异毒株的出现和死亡病例不断增多引起了人

们担忧ꎮ 全球经济在 ２０２０ 年估计萎缩 ３ ３％ ꎬ ２０２１ 和 ２０２２ 年预计分别增长

６％和 ４ ４％ ꎮ 全球未来经济走势将取决于健康危机的发展路径ꎬ 包括新的新

冠病毒毒株是否对疫苗敏感 (或者说是否会使得疫情持续时间延长)ꎬ 降低持

续经济损失 (长期创伤效应) 的政策措施是否有效ꎬ 融资环境和大宗商品价

格的走势ꎬ 以及经济调整能力等ꎮ 在中期内ꎬ 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低收入发展

中国家受疫情冲击更大ꎬ 将承受更严重的损失ꎮ③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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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ＰＡＬꎬ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ｒ ｌｏｓ Ｅｆｅｃｔｏｓ ｄｅｌ ＣＯＶＩＤ －１９ ｐａｒａ Ｐｅｎｓａｒ ｅｎ ｌａ Ｒｅａｃｔｉｖａｃｉóｎꎬ Ｉｎｆｏｒｍｅ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ＶＩＤ－１９ꎬ Ｎｏ ２ꎬ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ｄｅ Ｃｈｉｌｅꎬ ２１ ｄｅ ａｂｒｉｌ ｄｅ ２０２０ꎬ ｐ ７

数字经济是一个动态的概念ꎬ 本文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参考的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２０２０ 年)» 中的相关内容ꎮ 该白皮书认为: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

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ꎬ 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ꎬ 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ꎬ 通过数字技术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ꎬ 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水平ꎬ 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

模式的新经济形态ꎮ” 该白皮书结合数字经济发展特点还提出了数字经济 “四化框架”ꎬ 即 “数字产业

化” “产业数字化” “数字化治理” 和 “数据价值化”ꎮ 详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数字经济发

展白皮书 (２０２０ 年)»ꎬ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ꎬ 第 １ － ４ 页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ꎬ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ｉｅ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ꎬ Ａｐｒｉｌꎬ ２０２１ꎬ ｐ ｘｖ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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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社会经济得益于政府统筹协调得当ꎬ 保持了稳定增长

２０２０ 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 规划的收官之年ꎬ 同时也

是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ꎬ 新冠疫情的突然而至对既定目标的实现带来

空前挑战ꎮ 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ꎬ 新冠疫情暴发之后ꎬ 中国政府立刻

采取了严格和全面的防控举措ꎬ 加快调整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ꎬ 不仅快

速遏制了疫情的蔓延势头ꎬ 也使得中国经济在短时间内重回增长轨道ꎬ 居民

收入与经济实现同步增长ꎮ 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ꎬ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ꎬ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ꎮ①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了 “六保”ꎬ 即

保居民就业、 保基本民生、 保市场主体、 保粮食能源安全、 保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 保基层运转ꎬ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ꎮ 李克强总理在 ２０２０ 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再次突出了 “六稳” 和 “六保”ꎬ 并提出 “六保” 是本年度 “六稳” 工作

的着力点ꎬ 守住 “六保” 底线ꎬ 就能稳住经济的基本盘ꎻ 以保促稳、 稳中求

进ꎬ 就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ꎮ②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又首次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 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

势和内需潜力ꎬ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 (以下简称 “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ꎮ 之后ꎬ “双循环” 的战略定位、 实现路径等不断明确ꎮ “六保” 和

“双循环” 战略的提出不仅是为了缓解新冠疫情影响下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ꎬ
更是针对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而及时采取的政策调整ꎮ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报显示ꎬ 经初步核算ꎬ ２０２０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突破了 １００ 万亿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２ ３％ ꎬ 经济总量再创历史新高ꎮ③ 根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报告预测ꎬ ２０２１ 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达到 ８ ４％ ꎬ
将继续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ꎮ④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ꎬ 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布ꎬ 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ꎬ 中国

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ꎮ 中国提前 １０ 年实现了 «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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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２０２０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ꎬ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２１０２ / ｔ２０２１０２２７＿１８１４１５４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２６]

«２０２０ 年政府工作报告»ꎬ 中国政府官网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ｕｏｗｕｙｕａｎ / ２０２０ｚｆｇｚｂｇ ｈｔｍ [２０２０ －
１１ － ２０]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２０２０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ꎬ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２１０２ / ｔ２０２１０２２７＿１８１４１５４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ꎬ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ｉｅ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ꎬ Ａｐｒｉｌꎬ ２０２１ꎬ ｐ ｘｉｉｉꎬ 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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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议程» 减贫目标ꎮ①

(二) 拉美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缺失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

负面影响

与中国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经济社会民生各项指标稳步回升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ꎬ 新冠疫情的不断蔓延进一步暴露了拉美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缺失的问题ꎬ 使得拉美地区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ꎬ 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ꎬ
政治不稳定性因素进一步增多ꎮ 拉美经委会的报告分析认为ꎬ 本次疫情将导

致该地区几十年来最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ꎬ 对就业、 消除贫困和减少社会不

平等造成很大负面影响ꎮ②

首先ꎬ 疫情对本就经济疲软的拉美地区带来了更严重的冲击ꎮ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报告显示ꎬ ２０２０ 年拉美地区经济萎缩 ７％ ꎬ 略好于同年

１ 月预测值 ( － ７ ４％ )ꎮ 这主要得益于 ２０２０ 年下半年全球制造业的复苏ꎬ 使

得该地区阿根廷、 巴西、 秘鲁等一些大型出口国的经济增长好于预期ꎮ 尽管

如此ꎬ 拉美地区仍是 ２０２０ 年全球衰退最为严重的地区ꎮ 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该

地区经济增速预计分别为 ４ ６％和 ３ １％ ꎬ 也将低于全球平均水平ꎬ 并且长期

发展前景仍取决于疫情的发展情况ꎮ③ 拉美经委会报告认为ꎬ 新冠疫情主要通

过以下五个外部渠道影响拉美地区经济ꎬ 即主要贸易合作伙伴经济活动的减

少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 初级产品价格下降、 全球价值链中断、 旅游服务需

求减弱、 投资者避险情绪上升和世界金融环境恶化ꎮ 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为

拉美国家提供了 ６４％正式就业机会的贸易、 运输、 商业服务和社会服务等行

业ꎮ 此外ꎬ 该地区 ５３％ 的非正式就业人员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人际往来ꎬ
因此也将受到严重影响ꎮ④

其次ꎬ 疫情对拉美社会的稳定带来了更大威胁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ꎬ
拉美疫情仍然呈加剧趋势ꎬ 严重影响了地区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ꎮ 本次疫情

进一步暴露了拉美各国公共卫生体系和政府治理能力的缺陷ꎮ 虽然拉美地区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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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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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 白皮书ꎬ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６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２１－ ０４ / ０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９７９５２ ｈｔｍ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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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 ８％ ꎬ 但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的数据显示ꎬ 截

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 日ꎬ 该地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了 ３２８０ 万ꎬ 约占全球总确

诊人数的 １９ ４％ ꎮ 全球报告病例数最多的 １５ 个国家中ꎬ 有 １０ 个是拉美国

家ꎮ① 其中ꎬ 秘鲁更是成为全球新冠人均死亡率最高的国家ꎬ 该国每 １０ 万人

中有 ５００ 多人死于新冠疫情ꎮ② 当前拉美疫情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ꎬ 疫情的

走势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疫苗接种速度ꎮ 贫困和失业人口的增加对拉美社会

稳定造成了更大的负面影响ꎮ 由于经济活动的大规模停滞ꎬ 拉美地区贫困和

不平等问题加剧ꎬ 社会矛盾可能进一步激化ꎮ 根据拉美经委会的报告显示ꎬ
２０２０ 年拉美地区贫困率和极端贫困率分别达到 ３３ ７％ 和 １２ ５％ ꎬ 为近 １２ 年

和 ２０ 年来最高ꎬ 拉美地区失业率同比增加了 ２ ６ 个百分点ꎬ 各项就业和社会

不平等指数进一步恶化ꎮ③ ２０１９ 年拉美多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事件ꎬ
严重影响了社会正常运行ꎮ 新冠疫情暴发之后ꎬ 这一波抗议浪潮由于政府的

强制隔离措施以及病毒的传染风险而暂时偃旗息鼓ꎮ 当前ꎬ 政府抗疫成效不

显ꎬ 经济深度衰退ꎬ 社会治安形势恶化④ꎬ 将导致民众不断积聚的不满情绪最

终爆发ꎬ 对社会稳定造成更大威胁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末以来ꎬ 哥伦比亚示威游行

活动持续升级ꎬ 暴力不断ꎮ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９ 日ꎬ 巴西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活动ꎬ 要求总统博索纳罗下台ꎮ 如果拉美疫情无法有效得到控制ꎬ 大规模骚

乱可能会在整个地区蔓延ꎮ
最后ꎬ 疫情进一步助推了拉美政治的不确定性ꎮ 在疫情冲击下ꎬ 拉美多

国政治进程受到影响ꎬ 各国执政难度普遍增加ꎬ 各派政治力量斗争进一步加

剧ꎬ 政府施政措施推进举步维艰ꎮ 一方面ꎬ 疫情导致玻利维亚大选、 智利公

投以及巴西等多国选举被迫改期ꎬ 使得既有的政治危机不断发酵ꎮ 另一方面ꎬ
疫情给拉美国家政权稳定带来了严重冲击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ꎬ 秘鲁 １０ 天内更换

了 ２ 任总统ꎬ 期间更是爆发了本国 ２０ 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ꎮ ２０２１ 年 ３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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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ꎬ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进行内阁改组ꎬ 更换了包括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在内

的 ６ 位部长ꎮ ２０２１ 年拉美多国将迎来总统或议会选举ꎬ 经济和疫情将继续成

为选举中的主要议题ꎮ
新冠疫情对中拉社会经济带来的挑战显而易见ꎬ 但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却

起到了推进作用ꎮ 在本次疫情肆虐之际ꎬ 网络购物、 在线办公、 在线教育等

正在悄然改变人们的消费、 工作和学习方式ꎮ 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和潜力被

进一步释放ꎬ 但与之相伴的数字鸿沟、 网络安全以及亟待进一步完善的政策

和法律法规等问题也需要更加引起重视并妥善加以解决ꎮ

二　 中拉数字经济合作的机遇

近年来ꎬ 世界主要国家纷纷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提振经济、 实现 “弯道

超车” 以及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ꎮ 本次新冠疫情无形中扮演了数字经

济发展催化剂的角色ꎮ 疫情的暴发不仅使世界各国再次认识到发展信息技术、
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进程的重要性ꎬ 也加速了国际社会推动数字经济国际合

作发展的意愿ꎮ 这些均为中拉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开展数字经济合作提供了良

好的氛围ꎮ
(一) 新冠疫情为数字经济的普及和加速发展提供了新用武之地

当前在世界各国经济增长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下ꎬ 数字经济出现了逆势

增长的态势ꎮ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报告显示ꎬ ２０２０ 年数字经济成为推

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ꎬ 为数字产业化发展深入推进提供了契机ꎮ 第一ꎬ
数字经济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支撑ꎮ 它在解决生产要素 “流动不畅”
问题、 实现新发展格局的供需均衡以及支撑新发展格局的国际畅通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ꎮ 第二ꎬ 数字经济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复苏的新动能ꎮ ２０２０ 年中

国数字经济在疫情冲击下逆势崛起ꎬ 增速达 ９ ７％ ꎬ 远高于同期 ＧＤＰ 名义增

速约 ６ ７ 个百分点ꎻ 数字经济规模达到了 ３９ ２ 万亿ꎬ 占 ＧＤＰ 的比重达

３８ ６％ ꎬ 同比提升 ２ ４ 个百分点ꎮ 第三ꎬ 疫情成为优化数字经济结构、 促进

产业数字化转型和经济融合发展的加速器ꎮ 疫情背景下数字经济 “补位” 作

用凸显ꎬ 使得数字产业化实力进一步增强ꎬ 也使得产业数字化获得了新机遇ꎮ
２０２０ 年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比重达到了 ８０ ９％ ꎬ 为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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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强劲动力ꎮ①

拉美经委会的报告认为ꎬ 数字技术对于新冠疫情中经济和社会的运转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通信网络及其基础设施在生产、 教育、 医疗卫生、 社

交和娱乐活动等领域的运用变得更为频繁ꎬ 短短几个月内就达到了原来需要

数年才能实现的进展ꎮ 在 ２０２０ 年第一和第二季度ꎬ 拉美各国远程办公和远程

教育的使用量分别增加了 ３２４％和 ６０％以上ꎮ 在电子商务和公司数字化领域ꎬ
一方面ꎬ 随着疫情持续时间的不断延长ꎬ 越来越多的拉美企业开始利用互联

网机遇开展业务ꎬ 以求得生存空间ꎮ 在 ２０２０ 年 ３—４ 月期间ꎬ 哥伦比亚和墨

西哥的商业网站数量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８００％ ꎬ 巴西和智利增幅约达到

３６０％ ꎮ 另一方面ꎬ 电子商务变得更加不可或缺ꎮ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巴西和墨西哥新

增电子商务网站的数量比上年同期增加 ４５０％以上ꎮ 与此同时ꎬ 活跃于哥伦比

亚和墨西哥的网络站点也比上年同期增加约 ５００％ ꎮ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ꎬ 通过

对公司网站的分析可以看出ꎬ 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６ 月期间ꎬ 巴西、 智利、 哥伦比

亚和墨西哥等国 ２０％的企业网站由展示型改为交易型ꎮ②

从上可以看出ꎬ 新冠疫情在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健康安全造成严重冲

击的同时ꎬ 为数字经济的加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 “实战演练之地”ꎬ 进一步催

生了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产业新业态ꎮ 尤其是数字化应用向社会各年龄和

阶层以及向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加速普及ꎬ 不仅为抗疫和社会经济恢复发展奠

定了基础ꎬ 也为后疫情时代社会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机遇ꎮ
(二) 新冠疫情为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政策和市场机遇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ꎬ 各国政府普遍意识到了数字技术在疫情防控、 维持

和推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突出贡献ꎬ 均把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作为疫后

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ꎮ 中国和拉美各国政府也在努力从本国实

际出发ꎬ 在防疫抗疫过程中积极利用数字技术的同时ꎬ 进一步意识到需要加

大在此方面的投入ꎬ 不断缩小不同地域及阶层之间的 “数字鸿沟”ꎬ 夯实数字

经济发展的基础ꎬ 为后疫情时代经济发展创造新亮点ꎮ
从中国方面来看ꎬ 自疫情以来ꎬ 中国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加大了推

广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方略ꎮ 在中央层面ꎬ 频频提出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简
称 “新基建”)ꎬ 打造经济新增长点ꎮ 在地方层面ꎬ 各省级政府纷纷出台数字

—４４—

①
②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２０２１ 年)»ꎬ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ꎬ 第 ２ － 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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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规划和具体政策ꎮ① 虽然中国在发展数字经济过程中对于 “新基

建”② 早已开始谋篇布局ꎬ 例如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确定 ２０１９
年重点工作任务时明确提出要 “加强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 物联网等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ꎮ 但本次新冠疫情使得各类数字科技成果的实战效应凸出ꎬ 数

字化平台应用的需求集中爆发ꎬ 新基建的支撑性作用进一步凸显ꎬ 为其发展

打开了新的窗口期ꎮ
２０２０ 年元月伊始ꎬ “新基建” 在党和国家高层会议中密集出现ꎬ 逐渐引

起中国社会的高度关注ꎬ 开始受到市场热捧ꎮ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ꎬ 国家发改委

新闻发布会上ꎬ 相关负责人首次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范围及其主要内容ꎬ
并进一步表示将做好 “加强顶层设计” “优化政策环境” “抓好项目建设” 以

及 “做好统筹协调” 等四方面工作ꎮ 在中国经济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

的过程中ꎬ 数字经济将是本次转型升级的主要驱动力之一ꎬ 而 “新基建” 作

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ꎬ 不仅在短期内有助于缓解因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压

力ꎬ 在中长期更是有助于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ꎬ 助力中国抓住第四次工

业革命的机遇ꎬ 为迎接新一轮的国际竞争和推动国内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

撑ꎮ 可以看出ꎬ 以 “新基建” 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处

于发展机遇期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ꎬ 中国国家发改委等 １３ 个部门联合出台 «关于支持新

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
见»)ꎬ 围绕 “积极探索线上服务新模式ꎬ 激活消费新市场” “加快推进产业

数字化转型ꎬ 壮大实体经济新动能” “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ꎬ 开辟消费和就业

新空间” “培育发展共享经济新业态ꎬ 创造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 等四个方

向ꎬ 首次明确了 １５ 个新业态新模式ꎬ 并就推动新业态新模式的健康发展提出

了相应的保障措施ꎮ «意见» 的出台将进一步促进创新积极性ꎬ 使得数字经济

发展迎来新的发展契机ꎮ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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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新基建” 概念可参见国家发改委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新闻发布会的相关回答ꎮ 国家发改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ꎬ “初步研究认为ꎬ 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ꎬ 以技术创新为驱动ꎬ 以

信息网络为基础ꎬ 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ꎬ 提供数字转型、 智能升级、 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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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拉美地区层面看ꎬ 多家国际多边组织机构均认为数字经济发展将是拉

美地区经济恢复发展的重要机遇ꎬ 并加大了对拉美发展数字经济的扶持力度ꎮ
２１ 世纪初以来ꎬ 拉美经委会就一直倡导地区各国要加强信息与通信技术

(ＩＣＴ) 方面的协调与合作ꎬ 在该机构推动下拉美地区于 ２００５ 年召开首届 “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信息社会部长级会议”ꎬ 目前已举办了 ７ 届ꎮ 第 ７ 届会议

原计划于 ２０２０ 年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举办ꎬ 但由于受疫情影响ꎬ 最终于当年

１１ 月 以 视 频 会 议 的 方 式 举 行ꎬ 会 议 通 过 了 “ 拉 美 ２０２２ 数 字 议 程 ”
(ｅＬＡＣ２０２２)ꎮ 新冠疫情暴发后ꎬ 拉美经委会发布了多份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报

告ꎬ 内容主要涉及数字技术对于抗击新冠疫情、 恢复地区社会经济、 改变政

府治理以及民众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作用ꎬ 倡导地区政府以这次疫情为契机

进一步利用数字化发展机遇ꎮ 一方面更加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来渡过当前难关ꎬ
另一方面从中长期出发制定更加有利于满足民众需求、 增加社会生产效率和

促进国际合作的数字化发展规划ꎮ①

世界银行负责拉美地区事务副行长卡洛斯菲利佩哈拉米略 (Ｃａｒｌｏｓ
Ｆｅｌｉｐｅ Ｊａｒａｍｉｌｌｏ) 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 日指出ꎬ 拉美国家必须化危为机ꎬ 制定长远

的发展规划和以创新技术为支撑的成功发展模式ꎬ 扩大数字技术的使用和覆

盖面ꎬ 用数字技术减少该地区的数字鸿沟ꎮ 为此ꎬ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世行批准了一

个价值 ９４００ 万美元的项目ꎬ 以促进加勒比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ꎮ 这是该地区

第一个此类型的创新型项目ꎬ 将有助于扩大互联互通、 在线公共服务和金融

服务ꎬ 并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培训项目ꎬ 从而为地区培养一支能够满足未来需

求的劳动队伍ꎮ②

从国别层面看ꎬ 巴西、 阿根廷和智利等拉美多国已经把推动数字经济发

展纳入本国相关扶持政策之中ꎬ 希望数字经济能成为后疫情时代经济恢复增

长的新抓手ꎮ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ꎬ 智利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宣布正式启动

５Ｇ 频段招标ꎬ 智利成为拉美第一个进行 ５Ｇ 招标的国家ꎮ 在未来 ５ 年内ꎬ 智

利政府将投资 ２６ ５ 亿 ~ ３０ 亿美元用于相关基础设施建设ꎮ 与 ４Ｇ 网络相比ꎬ
５Ｇ 网络将使网速提高 １０ 倍ꎬ 网络容量扩大 １００ 倍ꎮ ５Ｇ 网络将广泛用于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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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２０ 年 １—９ 月ꎬ 拉美经委会官网出版物一栏中涉及 “信息通信技术” ( Ｔｅｃｎｏｌｏｇíａｓ ｄｅ ｌ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ｃｉóｎ ｙ ｌａｓ Ｃｏｍｕｎｉｃａｃｉｏｎｅｓ) 主题共有 ４６ 份报告ꎮ 详情可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ｌｉｓｔ / ｄａｔｅ / ２０２０ / ｔｏｐｉｃ [２０２０ － １０ － １０]

Ｃａｒｌｏｓ Ｆｅｌｉｐｅ Ｊａｒａｍｉｌｌｏꎬ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éｒｉｃａ ｙ ｅｌ Ｃａｒｉｂｅ Ｄｅｂｅ Ｒｅｐｅｎｓａｒ ｓｕ Ｆｕｔｕｒｏ ｙ ｅｌ Ｍｏｍｅｎｔｏ Ｅｓ Ａｈｏｒａ”ꎬ
２ ｄｅ ｊｕｌｉｏ ｄｅ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ｂｌｏｇ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ｓ / 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２０ － １２ －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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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数字化、 电子商务和智慧城市建设等各个领域ꎬ 将成为推动该国经济

复苏和扩大就业的重要引擎ꎮ① 巴西计划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开始 ５Ｇ 建设的招标ꎬ
但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将其推迟到 ２０２１ 年ꎮ

(三) 新冠疫情的暴发为进一步拓展中拉 “数字丝绸之路” 建设提供了

契机

进入 ２１ 世纪之后的第二个 １０ 年以来ꎬ 中国和拉美各国都在积极探索通

过结构性改革来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ꎮ 在此背景下ꎬ 中拉经贸合

作进入提质增效转型期ꎬ 贸易方面更加注重平衡和优化结构ꎬ 投资方面更加

注重多元化ꎬ 金融合作方面更加注重在货币合作、 融资创新和拓展同拉美区

域性金融机构合作等方面的深耕细作ꎮ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恰好能为双方

经贸关系转型升级提供新的助力ꎮ②

近几年来ꎬ 拉美地区作为 “海上丝绸之路” 的自然延伸和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不可或缺的参与方的地位逐渐确立ꎬ 该地区各国对 “一带一路” 倡

议的关注度和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ꎮ 根据中国一带一路官网的数据显示ꎬ 截

至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底ꎬ 已有 １９ 个拉美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

文件ꎮ③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 日ꎬ 新任阿根廷驻华大使路易斯玛利亚克莱科勒尔

(Ｌｕｉｓ Ｍａｒíａ Ｋｒｅｃｋｌｅｒ) 在接受 «今日中国» 独家专访时证实ꎬ 阿根廷可能在近

期加入 “一带一路” 倡议ꎬ 成为拉美第 ２０ 个加入该倡议的国家ꎮ④

“数字丝绸之路” 作为 “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发展数字经

济、 实现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其主要内容ꎮ⑤ “数字丝绸之路” 概念由习

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７ 年举办的首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首次提出ꎬ
但实际上ꎬ 中拉基于 ＩＣＴ 方面的合作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就已经开始ꎮ 中拉

数字经济合作随着双方 ＩＣＴ 领域技术发展和需求不断扩大而不断提升ꎮ⑥ 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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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Ｍａｒｃｈｅｔｔｉ Ｍꎬ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ｅ Ｐｉñｅｒａ Ａｎｕｎｃｉａ Ｉｎｉｃｉｏ ｄｅ Ｌｉｃｉｔａｃｉóｎ ｄｅ Ｒｅｄ ５Ｇ ｐａｒａ Ｃｈｉｌｅ: ‘Ｅｓ ｕｎ
Ｓａｌｔｏ Ｃóｓｍｉｃｏ Ｈａｃｉａ Ａｄｅｌａｎｔｅ’”ꎬ １７ ｄｅ ａｇｏｓｔｏ ｄｅ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ｍｏｌ ｃｏｍ / ｎｏｔｉｃｉａ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ａ /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１７ / ９９５２２３ / Ｉｎｉｃｉｏ － ｌｉｃｉｔａｃｉｏｎ － ｒｅｄ － ５Ｇ － Ｃｈｉｌｅ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０２]

张勇: « “一带一路” 助中拉合作转型升级»ꎬ 载 «经济日报»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第 ５ 版ꎮ
详见中国一带一路网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ｇｂｊｇ / ｇｂｇｋ / ７７０７３ ｈｔｍ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２８]
«阿根廷驻华大使: “阿根廷即将加入一带一路”»ꎬ 载 «今日中国»ꎬ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ｔｏｄａｙ ｃｏｍ ｃｎ / ｚｗ２０１８ / ｓｓ / ２０２００９ / ｔ２０２００９０４＿８００２１９６７４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２８]
楼项飞、 杨剑: «拉美数字鸿沟消弭与中拉共建 “数字丝绸之路”»ꎬ 载 «国际展望»ꎬ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６０ 页ꎮ
关于中拉数字经济合作现状ꎬ 参见楼项飞、 杨剑: «拉美数字鸿沟消弭与中拉共建 “数字丝

绸之路”»ꎬ 载 «国际展望»ꎬ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７０ － ７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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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发布的 «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 ２０１９» 中可以看出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ꎬ
中国企业对拉美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占比虽然同期下降

了近 １０ 个百分点ꎬ 但仍然以 ３８ ３％ 的占比居于中国企业对拉美投资的

首位ꎮ①

新冠疫情暴发后ꎬ 世界各国纷纷出台旅行禁令、 限制人员流动等防疫措

施ꎬ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严重冲击ꎬ 许多国家均把本年度施政重点转向了

疫情防控ꎬ 经济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均被暂时置于次要地位ꎬ “一带一路” 所

倡导的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受到了很大冲击ꎮ 与此同时ꎬ 疫情冲击下经济和

社会活动的数字化转变也为 “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 “数字丝绸之路” 建设提

供了更多合作机遇ꎮ 中拉双方在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 智慧城市发展以及深化网络空间治理等各领域的合作需求和意愿都

将进一步发展ꎮ

三　 中拉数字经济合作面临的挑战

新冠疫情的暴发为中拉数字经济合作带来历史性机遇ꎬ 与此同时双方

需要重视合作过程中面临的障碍和挑战ꎬ 以平等协商的方式加以妥善解决ꎮ
总体而言ꎬ 疫情对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带来了以下三方面风险: 第一ꎬ 疫情

加大了数字经济的政治风险ꎬ 抗疫不力、 损失惨重的国家开始将国内压力

向外转移ꎻ 第二ꎬ 疫情期间广泛使用的数字科技产品使数字安全、 隐私保

护、 互联网治理、 国家安全、 伦理价值等议题再次被关注ꎬ 部分抵制措施

导致数字经济合规成本增加ꎻ 第三ꎬ 网络空间安全已经上升为国家安全ꎬ
基于网络发展的数字经济涉及领域相当广泛ꎬ 安全泛在将阻碍数字经济

发展ꎮ②

从中拉数字经济合作的具体层面分析ꎬ 疫情背景下双方在该领域合作除

了业已存在的双方数字经济领域政策和法规的差异性、 拉美 ＩＣＴ 基础设施相

对落后对双方合作的掣肘、 拉美政治和经济中不确定因素增多或将阻碍中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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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务部: «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 ２０１９»ꎬ 第 ９７ 页ꎮ ｈｔｔｐ: / / ｉｍａｇｅ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ｆｅｃ /
２０２００５ / ２０２００５０７１１１１０４４２６ ｐｄｆ [２０２０ － １０ － ２０]

赛博研究院: «新冠疫情危机下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新前景»ꎬ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ꎬ 第 ９ － １１ 页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ｉｃｓｉ ｏｒｇ ｃｎ / Ｈｏｍｅ / ｉｎｄｅｘ / ｌｏｏｋ / ｉｄ / ４９５ / ｔｙｐｅ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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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合作①等方面的挑战之外ꎬ 现阶段还应更加重视宏观环境变化对中拉数字

经济合作带来的挑战ꎬ 以及美国对中拉数字经济合作的施压和围堵等不利

因素ꎮ
第一ꎬ 拉美地区严峻的疫情形势以及经济社会复苏的缓慢不利于吸引投

资ꎬ 对中拉数字经济合作造成负面影响ꎮ 当前疫情对拉美地区民众和经济的

冲击比世界其他地区更为严重ꎬ 从而增加了投资的不确定性ꎮ 虽然拉美地区

的经济活动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开始复苏ꎬ 但是新冠病毒的高传染性和高病死率使

得地区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开放进程相对缓慢ꎮ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ꎬ
拉美大多数国家的 ＧＤＰ 要到 ２０２３ 年才能恢复到疫情暴发前的水平ꎬ 而实际人

均收入更是要到 ２０２５ 年才能恢复到以前水平ꎮ 该预测取决于疫情对拉美地区

内外部需求的影响以及疫情后果在中期内对该地区生产力的影响ꎮ 总体上看ꎬ
需求的疲软和不确定性将在中期内抑制投资ꎮ② 数字化转型不可能在疫情期间

一蹴而就ꎬ 它将是一个长期的新旧业态交替的过程ꎬ 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

投入ꎮ 投资的减少将对原本就深受资金困扰的拉美政府和企业带来更多的束

缚ꎬ 拖累拉美地区数字化转型的步伐ꎬ 同时也会对中拉数字经济合作的深入

开展带来阻碍ꎮ
第二ꎬ 拉美地区产业数字化程度较低ꎬ 高素质和创新型人力资源的不足

将是影响中拉数字经济合作的另一重要挑战ꎮ 本次新冠疫情暴发不仅进一步

凸显了拉美业已存在的国别、 城乡以及不同年龄阶层之间的数字鸿沟ꎬ 也暴

露了拉美在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同时产业数字化方面的短板ꎮ 虽然拉美企业

已经拥有了很高的网络连接度 (约 ９０％ )ꎬ 有 ８０％ 的企业使用电子银行ꎬ 但

是在经营和管理企业过程 (例如供应链、 加工、 运营等各环节) 中ꎬ 数字技

术的运用程度远远落后于较发达国家ꎮ ＯＥＣＤ 国家 ７０％ 的企业在供应链中使

用互联网ꎬ 而拉美国家这一数字仅为 ３７％ ꎮ③ 在疫情当中ꎬ 借助数字化如在

线办公、 电子商务等方式维持运营的拉美企业数量急剧增加ꎬ 但要实现数字

化转型仍受制于技术创新和人才储备等方面因素ꎮ 后疫情时代ꎬ 拉美灾后恢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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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几方面挑战的具体论述ꎬ 详见楼项飞: «中拉共建 “数字丝绸之路”: 挑战与路径选

择»ꎬ 载 «国际问题研究»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５６ － ５８ 页ꎮ
Ｓａｍｕｅｌ Ｐｉｅｎｋｎａｇｕｒａ ｅｔ ａｌꎬ “Ｌａ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ｉａ ｄｅ ｌａ Ｐａｎｄｅｍｉａ Ｎｕｂｌａ ｌａ Ｒｅｃｕｐｅｒａｃｉóｎ ｄｅ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ｙ ｅｌ Ｃａｒｉｂｅ”ꎬ ２２ ｄｅ ｏｃｔｕｂｒｅ ｄｅ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ｂｌｏｇ － ｄｉａｌｏｇｏａｆｏｎｄｏ ｉｍｆ ｏｒｇ / ? ｐ ＝ １４４３６ [２０２０ － １１ － ０５]
ＣＥＰＡＬ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ｚａｒ ｅｌ Ａｃｃｅｓｏ ａ ｌａｓ Ｔｅｃｎｏｌｏｇíａ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ｓ ｐａｒａ Ｅｎｆｒｅｎｔａｒ ｌｏｓ Ｅｆｅｃｔｏｓ ｄｅｌ ＣＯＶＩＤ－１９ꎬ

Ｉｎｆｏｒｍｅ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ＶＩＤ－１９ꎬ Ｎｏ ７ꎬ ２６ ｄｅ ａｇｏｓｔｏ ｄｅ ２０２０ꎬ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ｄｅ Ｃｈｉｌｅꎬ 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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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过程中面临的最主要挑战之一就是缺乏发展新工业、 产业和高附加值产品

所需的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劳动力ꎮ 教育普及率低、 教育过程中使用数字

技术比较有限以及创新投入水平较低已成为该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ꎮ 拉美地

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 ５０％ ꎬ 而 ＯＥＣＤ 国家达到了 ７４％ ꎻ 在计算机拥有率

方面ꎬ 拉美地区每 ４２ 名学生才拥有 １ 台计算机ꎬ 而 ＯＥＣＤ 国家每 ８ 名学生就

拥有 １ 台计算机ꎻ 拉美地区和 ＯＥＣＤ 国家每百万居民专利项目拥有量分别为 １
项和 ２１１ 项ꎻ 拉美地区研发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仅为 ０ ６７％ ꎬ 而 ＯＥＣＤ 国家这

一指标达 ２ １５％ ꎮ① 教育水平不高和创新能力不足ꎬ 无法为劳动力市场提供

充分掌握数字技术的人才ꎬ 不仅会影响拉美企业的劳动生产力和竞争力ꎬ 也

会为中拉深入开展数字经济合作造成障碍ꎮ
第三ꎬ 美国不断强化对华竞争战略ꎬ 将对中拉顺利开展数字经济合作带

来诸多阻碍ꎮ 特朗普执政时期ꎬ 明确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ꎬ 并在政治、
经济、 人文、 科技和安全等各领域采取了一系列的对华遏制措施ꎮ 新冠疫情

暴发后ꎬ 本已紧张的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ꎬ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

打压不断升级ꎮ 具体来看ꎬ 中拉数字经济合作从以下两方面直接受到来自美

国的压力ꎮ 一是推出 “美洲增长倡议”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直

接制衡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美国国务院官网正式发

布了扩大版 “美洲增长倡议”ꎮ 该倡议为期 １０ 年ꎬ 由美国国务院、 财政部、
商务部、 能源部、 国际发展署、 进出口银行和国际发展金融公司等部门和机

构共同参与实施ꎮ 它的主要政策围绕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展开ꎬ 包括机场、
港口、 能源、 公路、 通信和电子网络等ꎮ 该倡议的主要目标是加大对拉美能

源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参与度和掌控力ꎬ 同时挤压中国等域外国家在该地

区的战略空间和重大利益ꎮ② “美洲增长倡议” 的推出对拉美国家来说无疑多

了一种选择ꎬ 多了一份从中美博弈中获得更多利益的机遇ꎬ 同时也对中拉开

展 “一带一路” 合作及其框架下的 “数字丝绸之路” 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ꎮ 二是制定 “清洁网络” (Ｃｌｅ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计划ꎬ 对中国 ＩＣＴ 产业进行全方

位精准打击ꎮ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５ 日ꎬ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推出

扩展版 “清洁网络” 计划ꎮ 该计划在原先 ５Ｇ 清洁路径计划基础上ꎬ 制定了新

的五大措施ꎬ 具体包括: (１) 清洁运营商 (Ｃｌｅａｎ ｃａｒｒｉｅｒ)ꎬ 确保 “不受信任”

—０５—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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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运营商不能与美国电信网络连接ꎻ (２) 清洁商店 (Ｃｌｅａｎ ｓｔｏｒｅ)ꎬ 把

“不受信任” 的应用从美国移动应用商店中删除ꎻ (３) 清洁应用软件 (Ｃｌｅａｎ
ａｐｐｓ)ꎬ 防止 “不受信任” 的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在它的应用商店中预装 (或
者提供下载) 受信任的应用软件ꎻ (４) 清洁云端 (Ｃｌｅａｎ ｃｌｏｕｄ)ꎬ 防止美国公

民的个人敏感信息和企业的知识产权被外国对手从百度、 阿里巴巴、 腾讯等

云系统中进行存储和处理ꎻ (５) 清洁电缆 (Ｃｌｅａｎ ｃａｂｌｅ)ꎬ 保证连接美国和全

球互联网的海底电缆不被中国大规模破坏并进行情报收集ꎮ①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ꎬ 企图对中国 ＩＣＴ 企业进行全方位打压ꎬ 达到遏

制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目的ꎮ “清洁网络” 计划推出以来ꎬ 美国通过威逼和利

诱的方式要求世界各国加入其中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ꎬ 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发展、
能源与环境的副国务卿基斯克拉奇 (Ｋｅｉｔｈ Ｋｒａｃｈ) 对巴西、 智利、 厄瓜多

尔、 巴拿马和多米尼加等拉美 ５ 国进行了访问ꎬ 其中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

推销 “清洁网络” 计划ꎬ 把华为排除在其 ５Ｇ 网络架构之外ꎮ 在访问巴西期

间ꎬ 美国以提供资金的方式利诱巴西供应商放弃华为ꎬ 从西方国家的供应商

处采购替代产品ꎮ 通过此次访问ꎬ 巴西、 厄瓜多尔和多米尼加三国政府表态

加入该计划ꎬ 而智利和巴拿马则未明确表态ꎮ 除了在官方访问时游说拉美政

府放弃与中国 ＩＣＴ 企业合作外ꎬ 美国政府同时在积极利用其驻拉美各国使馆

游说这些国家加入 “清洁网络” 计划ꎮ 据墨西哥 «太阳报» 的报道ꎬ 美国驻

墨大使克里斯托弗兰道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Ｌａｎｄａｕ) 邀请墨西哥加入 “清洁网络”
计划ꎬ 呼吁墨西哥政府为了其公民、 企业和国家安全做出正确的 ５Ｇ 决定ꎮ②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美国正式完成了政权更替ꎬ 但拜登上台之后并没有放弃

把中国视为最主要竞争对手的立场ꎮ 拜登政府将继续高度重视网络安全问题ꎬ
中美网络空间领域将迎来竞争但不失控的局面ꎬ 其中竞争为主的基调不会发

生本质变化ꎮ 首先ꎬ 拜登政府将继续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借口阻碍中国互

联网企业的海外经营活动ꎬ 推动形成符合美国利益且具有排他性的技术版图ꎬ
加速中美高科技 “脱钩” 的步伐ꎮ 其次ꎬ 中美关于全球网络空间规则主导权

的竞争会更为激烈ꎮ 美国将继续利用其主导的排他性多边机制来削弱中国在

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中的影响力ꎮ 最后ꎬ 拜登政府将继续强调美国在网络空间

的 “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ꎬ 以确保在面对中国等竞争对手时的优势地位ꎮ 尤

—１５—

①
②

详见美国国务院官网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ｔｈｅ － ｃｌｅａｎ － ｎｅｔｗｏｒｋ /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１１]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Ｘａｎｔｏｍｉｌａꎬ “Ｐｉｄｅ Ｌａｎｄａｕ ａ Ｍéｘｉｃｏ Ｓｕｍａｒｓｅ ａ Ｉｎｉｃｉａｔｉｖａ Ｃｏｎｔｒａ Ｔｅｃｎｏｌｏｇíａ Ｃｈｉｎａ”ꎬ Ｓｏｌ ｄｅ

Ｍéｘｉｃｏꎬ ２５ ｄｅ ｎｏｖｉｅｍｂｒｅ ｄｅ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ｌｓｏｌｄｅｍｅｘｉｃｏ ｃｏｍ ｍｘ / ｆｉｎａｎｚａｓ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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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经济领域ꎬ 拜登政府将继续利用国内立法和国际规则两条路径对中国 ＩＣＴ
产业发展进行施压ꎬ 以确保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ꎮ① 拉美作为美国传统势力范

围ꎬ 中拉在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不断深化将继续引起美国警惕和干涉ꎮ

四　 中拉数字经济合作的前景

随着新冠疫苗陆续问世和全球大规模接种疫苗阶段的到来ꎬ 新冠疫情将

逐渐得到控制ꎬ 疫后经济社会的复苏更考验政府的治理能力ꎮ 拉美各国在遭

受本轮新冠疫情冲击后ꎬ 迫切需要通过吸引投资和提振经济来缓解压力ꎬ 使

本国社会经济向着平等、 包容和可持续方向发展ꎮ 中拉加大数字经济合作ꎬ
共建 “数字丝绸之路”ꎬ 不仅有利于深化中拉合作ꎬ 也有利于双方共同实现社

会经济转型发展的需求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发布的 «携手构

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行动倡议» (以下简称 “行动倡议”) 和 ２０２１ 年第七

届拉美信息社会部长级会议通过的 “拉美 ２０２２ 数字议程” 两份文件为中拉开

展数字领域合作指明了方向ꎮ
“行动倡议” 将 ２０１９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发布的 «携手构建网络空

间命运共同体» 中提出的理念化为实际行动ꎮ 它呼吁各国政府、 国际组织、
互联网企业、 技术社群、 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观ꎬ 把网络空间建设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发展共同体、 安全共同体、 责任共同

体和利益共同体ꎮ 它从发展共同进退、 安全共同维护、 治理共同参与、 成果

共同分享四个方面ꎬ 提出了 ２０ 项行动倡议ꎮ② “拉美 ２０２２ 数字议程” 是对

“拉美 ２０２０ 数字议程” 的延续和改进ꎬ 其中除了关于抗击疫情和刺激经济复

苏的特别章节外ꎬ 一共包括 ８ 个行动领域及下设的 ３９ 个特定行动目标ꎮ③ 它

与 “行动倡议” 涉及的内容有许多共同之处ꎮ 未来中拉双方可以在这两份纲

—２５—

①

②

③

陈东晓、 鲁传颖: «竞争但不失控: 共建中美网络安全新议程»ꎬ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ꎬ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ꎬ 第 ４ － ５ 页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ｉｉｓ ｏｒｇ ｃｎ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Ｉｎｆｏ / ５２５８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０３]

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行动倡议»ꎬ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ｉｃｗｕｚｈｅｎ ｃｎ / ｗｅｂ２０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ｌｅａｓｅ / ２０２０１１ / ｔ２０２０１１１８＿２１６８８５８９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２０]

“拉美 ２０２２ 数字议程” 旨在成为促进拉美地区各国在数字领域合作的催化剂ꎬ 成为就社会经

济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而制定促进政策设计、 能力建设和政治对话的机制ꎮ 它的 ８ 个行动领

域分别为: 数字基础设施ꎬ 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ꎬ 数字政府ꎬ 数字包容、 技能和能力ꎬ 促进可持续

发展的新兴技术ꎬ 数字信任和安全ꎬ 区域数字市场和数字区域合作ꎮ 参见 ＣＥＰＡＬꎬ “Ａｇｅｎｄ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ｒａ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ｙ ｅｌ Ｃａｒｉｂｅ ( ｅＬＡＣ２０２２)”ꎬ ２６ ｄｅ ｎｏｖｉｅｍｂｒｅ ｄｅ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ｉａｅｌａｃ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７ /
ｓｉｔｅｓ / ｅｌａｃ２０２０ － ２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 － ００９０３＿ ｃｍｓｉ ７＿ ａｇｅｎｄ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ａｃ２０２２ ｐｄｆ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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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性文件的基础上ꎬ 根据当前中拉数字经济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ꎬ 有针对

性地开展合作ꎮ
第一ꎬ 加强双方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ꎬ 助推拉美地区互联互

通建设ꎮ 新冠疫情暴发后ꎬ 拉美各国联网需求激增ꎬ 进一步暴露了数字基础

设施的不足ꎮ 为了缩小拉美不同国家之间、 城市和农村间、 穷人和富人之间

的数字鸿沟ꎬ 建立更为普及性、 可负担和高质量的网络连接ꎬ 拉美各国政府

需要不断加大技术和资金投入ꎮ 中国可以利用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技

术优势以及中拉合作基金和丝路基金等融资渠道的资金优势ꎬ 在双边和多边

框架内ꎬ 深化在 ５Ｇ 网络、 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各领域的合作ꎬ 共同推动拉美

各国内部和地区内各国间的互联互通建设ꎬ 为拉美地区各国加快数字化转型

进程、 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 推动区域数字市场和数字区域合作提供技术和

融资支持ꎮ
第二ꎬ 加强在网络空间治理和应对网络安全挑战方面的务实合作ꎬ 增强

网络空间战略互信ꎮ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ꎬ 拉美地区数字化转型明显加速ꎬ 跨

境数据流动和服务显著增加ꎬ 加强互联网安全和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等方

面协调与合作的需求也在快速提升ꎮ 中拉可以围绕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开展经

验交流ꎬ 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管理等规则制定方面进行政策沟通

和协调ꎬ 推动实现规则标准国际互认ꎮ 双方也可进一步深化在打击网络犯罪

和网络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ꎬ 为构建和平、 安全和开放的国际网络空间而共

同努力ꎮ
第三ꎬ 加大数字化人才培养和促进公众数字素养方面的合作ꎬ 为实现可

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ꎮ 新冠疫情加速了全球经济社会向数字化过渡ꎬ 凸显

了数字化人才的不足ꎬ 也提升了不同阶层提升数字素养的需求ꎮ 中拉可以利

用现有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平台ꎬ 或者创造新的平台ꎬ 针对数字化人才培养和

数字技术可获得性等领域开展深入交流与务实合作ꎮ 一方面ꎬ 促进产学研融

通发展方面的交流与合作ꎮ 除了官方层面的合作外ꎬ 中拉可以积极推动双方

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及企业建立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网络ꎬ 加快数字技

术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转化的步伐ꎮ 另一方面ꎬ 为老年人、 残疾人、 妇女和

儿童等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针对性产品和服务ꎬ 促进公众数字素养的普及和

提升ꎬ 使得智慧城市建设和经济数字化转型能够真正惠及各阶层民众ꎮ 例如ꎬ
面对疫情以及墨西哥数字化转型的需求ꎬ 华为公司在墨西哥开展了多项合作

和人才项目ꎮ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ꎬ 华为墨西哥公司与墨西哥政府联合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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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种子” 项目ꎬ 旨在为当地培养信息与通信人才ꎮ① １１ 月 ２５ 日ꎬ 华为墨

西哥公司和该国教育部签署合作协议ꎬ 双方将以墨西哥国家技术学院为平台ꎬ
利用华为信息与技术网络学院平台和在线课堂ꎬ 为 ５ 万多名墨西哥师生提供

数字知识培训和专业认证机会ꎮ②

第四ꎬ 鉴于美国将继续对 “数字丝绸之路” 建设制造障碍ꎬ 中拉需要采

取更为灵活务实的应对之道ꎮ 美国对经济和科技竞争议题进行安全化、 政治

化操作ꎬ 软硬皆施要求他国选边站的行为注定不得人心ꎬ 无法真正阻止中拉

双方开展更为广泛、 务实的合作ꎮ 中拉在利用数字技术抗击新冠疫情以及推

动疫后经济复苏方面拥有更为广泛的共同利益ꎮ
拜登政府对华网络空间和数字领域政策采取以延续前任政府为主的做法ꎬ

将继续对中拉数字经济合作带来压力和挑战ꎮ 为了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ꎬ 一

方面ꎬ 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和美国政府的沟通与协调ꎬ 为缓和双方竞争关系

提供更多空间ꎮ 中美需要恢复和建立多层次的网络对话机制以寻求更多合作

机会、 构建中美网络空间互信以实现双方在网络空间的良性竞争、 发展和协

调国际法在网络空间中的实践以有效促进中美网络博弈的战略稳定、 推动数

字经贸合作使其成为中美经贸合作的新增量、 积极构建在科技产业领域的良

性竞争关系以促进双方的互利共赢ꎮ③ 中美竞争关系的缓和可以避免拉美国家

陷入非此即彼的两难境地ꎬ 有利于拉美数字化进程的顺利推进ꎮ 另一方面ꎬ
中国政府和企业需要充分评估美国为遏制 “数字丝绸之路” 建设所推出的各

项政策和行动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ꎬ 制定应对之策ꎮ 在官方层面ꎬ 中拉政府

可以就深化数字经济合作进行政策沟通和制定务实的合作框架ꎬ 推动 “行动

倡议” 和拉美数字议程的对接ꎮ 在企业层面ꎬ 中资企业要充分评估投资项目

的经济、 社会和环境影响ꎬ 用技术和成本优势赢得市场的同时ꎬ 提升中资企

业在拉美的形象ꎬ 以实际行动去回击美国的指控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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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华为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发起了 “未来种子” 项目ꎬ 邀请各国高校学生来华交流和学习ꎬ 旨在帮助

世界各国培养 ＩＣＴ 人才ꎬ 拉美已有多国学生受益其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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