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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拉关系

“美洲增长” 倡议对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的经济影响

宋海英　 王敏慧

内容提要: ２０１９ 年ꎬ 美国正式推出 “美洲增长” 倡议ꎬ 在参

与国、 战略意图、 集中领域等方面都与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

存在相似性ꎬ 让人不禁怀疑这一倡议是否对中国与拉美共建 “一
带一路” 产生不利影响ꎮ 本文基于两者的异同ꎬ 在阐释 “一带一

路” 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拉美经贸发展特征的基础上ꎬ 重点运用

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检验 “美洲增长” 倡议对中拉进出口贸易及

投资合作的影响ꎬ 发现 “美洲增长” 倡议显著地阻碍了中国对拉

美的直接投资ꎬ 却未对中国与拉美的贸易带来显著的负向影响ꎮ 这

一结果可能是三方面的原因所致: 一是 “美洲增长” 倡议提出的

时间较短ꎬ 经济影响具有滞后性ꎻ 二是拉美国家的判断力和自主性

越来越强ꎻ 三是中国不断提高的世界影响力让拉美国家意识到与中

国合作的必要性ꎮ 尽管 “美洲增长” 倡议暂未阻碍中国与拉美的贸

易ꎬ 但我们仍不能掉以轻心ꎬ 应在稳步推进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的同时ꎬ 尽可能缓和中美关系ꎬ 积极共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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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增长” 倡议对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的经济影响　

　 　 自从 ２０１３ 年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以来ꎬ 已有 １９ 个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 (以下简称拉美) 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ꎬ 而未

签署的 ５ 个国家 (巴西、 阿根廷、 墨西哥、 哥伦比亚和巴哈马) 也与中国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开展实质性合作ꎬ 可见ꎬ 这一倡议已覆盖拉美地区所有与

中国建交的 ２４ 个国家 (未包括尼加拉瓜)ꎬ 拉美作为 “一带一路” 倡议不可

或缺的重要参与方已实至名归ꎮ 然而ꎬ 美国于 ２０１８ 年推出 “美洲增长” 倡

议ꎬ 明确表示希望通过对拉美的能源、 交通运输和电信等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来实现与中国的抗衡ꎬ 进而削弱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①ꎮ 尽管拜登总统的

上任使美国对拉政策的具体措施和实施方式做出重大改变②ꎬ 但 “美洲增长”
倡议的本质意图及其集中方向都将在很长时间里延续下去ꎬ 以维护美国在拉

美地区的绝对统治地位③ꎮ “美洲增长” 倡议与 “一带一路” 倡议在提出时

间、 战略意图、 集中领域等方面的相似性使中美两国在拉美地区的相互牵制

性毋庸置疑ꎮ 那么ꎬ “美洲增长” 倡议对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是否产生影

响? 尤其在经贸领域ꎬ “美洲增长” 倡议对中国与拉美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会不

会带来负面影响? 今后ꎬ 该如何继续推进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向纵深发

展呢?
国内外学者就 “美洲增长” 倡议的研究不多ꎬ 专门针对其与中拉 “一带

一路” 合作之关系的研究更少ꎮ 但我们仍可以从学者们的研究中找出中美双

方对拉美地区的不同看法ꎮ 从美国的角度看ꎬ 自 １８２３ 年 “门罗主义” 问世ꎬ
美国在反对欧洲 “神圣同盟” 时就提出 “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④ꎬ 这在防止

拉美国家再次沦为欧洲殖民地的同时ꎬ 也将拉丁美洲划为美国的 “后院”ꎬ 进

而在一定意义上为近 ２００ 年后提出 “美洲增长” 倡议做好了铺垫ꎮ 迪特尔
奥伯恩德弗早在 １９７３ 年指出ꎬ 从二战结束到尼克松时代ꎬ 美国对拉美政策的

主要目标为: 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 对抗共产主义、 孤立古巴、 稳定拉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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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政治制度①ꎮ 可见ꎬ 美国要孤立和排除一切危及自身利益的组织和国家ꎬ
让拉美地区成为其经济发展的助推器ꎮ 从中国的角度看ꎬ 爱德华多Ｇ 莱吉

萨蒙阿斯图迪略等学者在阐述 “一带一路” 在拉美的意图时指出ꎬ 中国渴

望以平等、 互惠的原则同拉美国家建立全面伙伴关系ꎻ 中国欢迎世界各国加

入这个由中国牵头的命运共同体ꎬ 且不要求加入国让渡主权ꎬ 中国提倡在主

权平等的前提下互通有无、 相互促进②ꎮ
国内学者也有一些零星的相关研究ꎮ 对于 １９９０ 年美国提出的 “美洲倡

议”ꎬ 储玉坤认为ꎬ 这一倡议旨在加强美拉之间的经贸往来ꎬ 增加美国对拉美

的出口ꎬ 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ꎻ “美洲倡议” 在很大程度上对促进美拉各国经

济贸易增长的北美自由贸易区 (ＮＡＦＴＡ) 有深远的作用③ꎻ 因而ꎬ 这一倡议

也为 “美洲增长” 倡议的提出奠定了基础ꎮ 与 “美洲倡议” 相比ꎬ “美洲增

长” 倡议的针对性更强ꎬ 据美国国务院报道ꎬ “美洲增长” 倡议通过促进拉美

地区私营部门对能源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投资来支持经济发展④ꎮ 针对 “美洲增

长” 倡议ꎬ 杨建民认为ꎬ 这一倡议的提出是为了增强拉美国家对美国的依赖

程度ꎬ 进而制衡中国在西半球的影响力⑤ꎮ 郭语指出ꎬ 美国此举试图将中国塑

造为 “他者”ꎬ 从而孤立并挤出中国ꎬ 确保美国在拉美的优势地位⑥ꎮ 王义桅

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ꎬ 指出美国并不否认世界将进入命运共同体ꎬ 而

是要抵触中国在其中牵头的角色⑦ꎮ 从现有研究可以看出ꎬ 中国邀请拉美国家

加入 “一带一路” 倡议是希望促进拉美地区的发展ꎬ 以更好地实现全人类的

命运共同体ꎻ 而美国的做法无疑是在重拾 “门罗主义”ꎬ 为了防止中国插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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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增长” 倡议对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的经济影响　

美和美洲事务ꎬ 对中国提出直接的警告和暗示①ꎮ
国内外涉及中美拉三边关系的论述不多ꎬ 且由于 “美洲增长” 倡议正式

提出的时间较短ꎬ 又受到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ꎬ 因而以 “美洲增

长” 倡议为切入点探讨其如何影响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的研究非常少ꎮ 本

文立足于 “美洲增长” 倡议与 “一带一路” 倡议的异同ꎬ 阐释中拉在 “一带

一路” 倡议下的经贸发展特征ꎬ 重点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检验 “美洲增

长” 倡议对中拉贸易及投资合作产生的影响ꎬ 进而为中美拉三者之间的经贸

关系提供新的解读ꎮ

一　 “美洲增长” 倡议与 “一带一路” 倡议的异同

就拉美地区而言ꎬ “美洲增长” 倡议与 “一带一路” 倡议在提出时间、
参与国家、 战略意图、 重点领域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重叠性 (见表 １)ꎬ 这使

得两者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ꎮ
“一带一路” 倡议是习近平主席 ２０１３ 年分别提出建设 “新丝绸之路经济

带” 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合作倡议ꎮ 借助中国与相关国家既有的双

多边机制及区域合作平台ꎬ “一带一路” 倡议旨在凭借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

号ꎬ 秉持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ꎬ 致力于将

世界各国包容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ꎬ 使沿线各国能享受到中国发展的红利ꎬ
推动全球的命运一体化②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中拉开发性金融合作机制成立时ꎬ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已向拉美的 １８ 个国家 (地区)、 ２００ 多个项目共计提供超

过 １０００ 亿美元的贷款ꎬ 并在设立丝路基金的基础上ꎬ 对拉美专设首期为 １００
亿美元的中拉产能合作投资专项基金③ꎮ 此外ꎬ 中国政策性银行、 商业银行及

其他金融机构的联合融资等贷款项目也有望在拉美地区拓展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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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增长” 倡议于 ２０１８ 年提出ꎬ 是一个以能源基础设施为重点的项目ꎬ
现已扩展到电信、 能源、 港口、 道路和机场等领域ꎮ 通过美洲创始会议与拉

美各国的政府进行密切合作ꎬ 包括高级别外交接触、 正式框架谅解备忘录、
非正式讨论、 技术援助和交流ꎬ 以及现有的双边对话和区域论坛达成合作伙

伴关系①ꎮ 据美国国务院统计ꎬ 美国公司在拉丁美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超

过 １０２ 个②ꎮ “美洲增长” 倡议将使美国与拉美地区所有的能源和基础设施项

目都得到改善和发展③ꎮ

表 １　 “一带一路” 倡议与 “美洲增长” 倡议在拉美地区的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 “美洲增长” 倡议

参与国家

巴拿马、 玻利维亚、 厄瓜多尔、 圭亚那、 萨尔瓦多、 苏里南、 乌拉圭、 牙买加、 智利

安提瓜和巴布达、 巴巴多斯、 多米尼
加、 多米尼克、 哥斯达黎加、 格林纳
达、 古巴、 秘鲁、 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 委内瑞拉

阿根廷、 巴西、 哥伦比亚、 洪都拉斯、 危地
马拉

战略意图
促进中拉贸易ꎻ 扩大拉美基础设施建
设ꎻ 增强中国金融在拉美的影响力

增强美国在拉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ꎻ 抵消中国
在拉美的影响ꎻ 孤立和打压委内瑞拉、 古巴和
尼加拉瓜

重点领域
基础设施建设、 电力、 交通运输、 电
信和能源等

能源和基础设施ꎬ 包括但不限于能源、 电信、
港口、 道路和机场

合作方式
多层次、 多渠道沟通磋商ꎬ 签署合作
备忘录或合作规划

高层接触、 谅解备忘录、 技术援助、 非正式讨
论、 双边对话、 区域论坛、 民间组织

资金来源

新丝路基金、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国家开发
银行、 中国—拉美及加勒比专项贷
款、 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等

一般政府资金、 私人资本、 专项援助资金、 世
界银行、 美洲开发银行、 美国进出口银行、 美
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ＤＦＣ)

现有规模
中国企业在拉美的投资超过 １２３０ 亿美
元ꎬ 中资银行的贷款超过 １３７０ 亿美元

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的新贷款预算达 ６００ 亿
美元

—２９—

①

②

③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Ｌａｕｎ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１ꎬ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ｕｙ
ｕｓｅｍｂａｓｓｙ ｇｏｖ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 ｌａｕｎｃｈ － ｏｆ － ｔｈｅ － ｇｒｏｗｔｈ － ｉｎ － ｔｈｅ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０１]

Ｊｅｆｆ Ａｂｂｏｔｔꎬ “Ａｍéｒｉｃａ Ｃｒｅｃ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ｓ Ｎｅｗ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ｕｓｈ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８ꎬ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ｔｏｗａｒｄ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ｒｇ / ｓｔｏｒｙ /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ｃｒｅｃｅ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ｓ － ｎｅｗ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ｐｕｓｈ － ｉｎ － ｌａｔｉ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０２]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ꎬ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Ａｓｋｅ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ＡＱｓ)”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ＦＡＱｓ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Ａｐｒｉｌ － ２０２０ － ５０８ ｐｄｆ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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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项目

第一类: 港口设施ꎬ 如中交疏浚集团
在 巴 拿 马 建 设 的 科 隆 集 装 箱 港
(ＰＣＣＰ)

第二类: 水电站建设ꎬ 如中国能源建
设集团在阿根廷的孔拉水电站项目

第三类: 特高压输电网ꎬ 如中国在巴
西建设的美丽山特高压输变电网

萨尔瓦多: ＤＦＣ 为液化天然气终端和天然气发
电厂提供 １０ 多亿美元贷款ꎬ 并扩大到机场
和港口建设

哥伦比亚: 提供 ５０ 亿美元支持基础设施和反
毒品项目

阿根廷: 为开发页岩油的 Ｖｉｓｔａ 油气公司提供
３ 亿美元贷款ꎻ 并提供 １０ 多亿美元的贷款
担保ꎬ 支持能源、 道路和机场建设

洪都拉斯: 资助 １４ 兆瓦的水电建设ꎬ 并签署
１０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合作项目

危地马拉: 为水力发电厂资助 ２ 亿美元ꎬ 并签
署 １０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合作协议

加勒比地区: 提供 ２５００ 万美元的贷款担保ꎬ 用于
非石油能源和小规模可再生能源项目

资料来源: “Ｇｏｂｉｅｒｎｏ ｄｅ ＥＥꎬ ＵＵ Ｌａｎｚａ Ｉｎｉｃｉａｔｉｖａ ‘Ａｍéｒｉｃａ Ｃｒｅｃｅ’”ꎬ Ｖｏｚ ｄｅ Ａｍéｒｉｃａꎬ １７ ｄｅ ｄｉｃｉｅｍｂｒｅ
ｄｅ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ｏｚｄｅ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ｏｍ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ａ － ｆｉｎａｎｚａｓ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２８]ꎻ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ｇｒｏｗｔｈ － ｉｎ － ｔｈｅ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０１]ꎻ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 “一带一
路” 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ꎬ 中国一带一路网ꎬ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ｒｏｌｌ / ７７２９８ ｈｔｍ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０２]

(一) 参与国家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首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所指出的ꎬ “一
带一路” 倡议向世界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开放ꎬ 不排除、 也不针对任何一个

国家ꎮ 截至目前ꎬ 与中国签署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的拉美国家已有 １９ 个①ꎮ
同时ꎬ 尽管与中国建交的另外 ５ 个拉美国家②尚未签署合作文件ꎬ 但也接受了

中国大量的投资ꎮ 可以说ꎬ “一带一路” 倡议已覆盖所有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的拉美国家ꎬ 中国欢迎所有拉美国家与中国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携手共进ꎮ
“美洲增长” 倡议的参与国与加入 “一带一路” 倡议的拉美国家存在较

大的重叠性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ꎬ 巴拿马、 玻利维亚、 厄瓜多尔、 圭亚那、 萨

尔瓦多、 苏里南、 乌拉圭、 牙买加和智利等 ９ 国既加入了 “一带一路” 倡议ꎬ
也加入了 “美洲增长” 倡议ꎮ 此外ꎬ 还有巴西、 阿根廷、 哥伦比亚、 洪都拉

斯、 危地马拉等国也参与了 “美洲增长” 倡议ꎮ 从经济实力来看ꎬ 根据世界

银行的资料ꎬ ２０１９ 年 “美洲增长” 倡议的参与国已覆盖拉美地区 ＧＤＰ 总量的

６８ ３９％ ꎮ 因此ꎬ “美洲增长” 倡议的签约国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拉美地区的

经济命脉ꎬ 这将为美国在拉美地区开展经贸活动做好铺垫ꎮ

—３９—

①

②

包括智利、 圭亚那、 玻利维亚、 乌拉圭、 委内瑞拉、 苏里南、 厄瓜多尔、 秘鲁、 哥斯达黎加、
巴拿马、 萨尔瓦多、 多米尼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安提瓜和巴布达、 多米尼克、 格林纳达、 巴巴多

斯、 古巴和牙买加ꎮ
包括巴西、 阿根廷、 墨西哥、 哥伦比亚、 巴哈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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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战略意图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是为了让世界分享中国快速发展的红利ꎬ 携手所有期

望更快更好发展的国家和人民ꎬ 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ꎮ 对于拉美地区而言ꎬ 中国

可以借助 “五通” (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ꎬ 为

拉美国家提供发展的经验和帮助ꎬ 进而密切中拉关系ꎬ 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ꎮ
“美洲增长” 倡议的提出正如早年的 “门罗主义” 政策ꎬ 美国一方面希

望帮助拉美地区实现经济上的突破ꎬ 成为拉美的 “救世主”ꎻ 另一方面更希望

牢牢控制拉美地区ꎮ 尽管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 Ｒ 埃文埃利斯认为ꎬ “美洲

增长” 倡议不是为了与中国企业竞争基础设施建设ꎬ 而是希望利用私人部门

的投资来促进拉美的繁荣ꎬ 并通过增加透明度和良好治理为拉美地区提供更

好、 更可持续的选择①ꎬ 但不容否认的是ꎬ “美洲增长” 倡议在一定程度上是

对中国等新崛起大国提出的警告: 拉美地区只能是美国的ꎬ 其他国家不能代

替美国在拉美地区的位置ꎮ
(三) 重点领域

“一带一路” 倡议和 “美洲增长” 倡议都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关注的重

点ꎬ 因为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硬件条件ꎬ 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兴旺

发达ꎮ 在其他的重点集中领域ꎬ 两个倡议也存在很大的相似性ꎬ 诸如能源、
电信和交通运输等ꎮ 这一方面说明ꎬ 这些领域是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关键领域ꎬ
另一方面ꎬ 结合美方提出 “美洲增长” 倡议的意图及两者提出的时间先后ꎬ
我们有理由怀疑ꎬ 这是美方有意为之ꎬ 意图在这些重点领域将中国挤出拉美

市场ꎬ 从而实现独控其 “后院” 的目标ꎮ
诚然ꎬ 如表 １ 所示ꎬ “美洲增长” 倡议与 “一带一路” 倡议在合作方式、

资金来源及规模、 具体项目等方面都存在差异ꎬ 这是与中美两国在经济制度、
经济规模等方面的差异密不可分的ꎬ 进而必将对拉美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带来不同的影响ꎮ

二　 中拉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经贸发展特征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以来ꎬ 中国与拉美的双边贸易总额不断扩大ꎬ 总体

—４９—

① Ｍａｔ Ｙｏｕｋｅｅꎬ “Ａｍéｒｉｃａ Ｃｒｅｃｅꎬ ｔｈｅ Ｕ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ꎬ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ａｌｏｇｏｃｈｉｎｏ ｎｅｔ / ｅｎ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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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呈现增长态势ꎮ 中拉进出口产品结构互补ꎬ 贸易潜力巨大ꎬ 但中国对拉美

地区的投资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ꎬ 投资领域有待拓展ꎮ
(一) 中拉贸易规模不断扩大ꎬ 处于增长态势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及拉美市场的不断发展ꎬ 中拉之间的贸易

往来日益增多ꎮ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ꎬ 中拉进出口贸易总体上呈现不断

扩大的态势ꎬ 贸易总额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２５９５ ２６ 亿美元扩大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１４６ １８
亿美元ꎬ 增长了 ２１ ２３％ (见图 １)ꎮ

图 １　 “一带一路” 倡议以来中国与拉美的贸易额

资料来源: 根据国际贸易中心 ( ＩＴＣ) 的数据整理并绘制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 ｏｒｇ /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１２]

从贸易差额来看ꎬ 如果以中国与拉美国家最初签署 “一带一路” 合作文

件的 ２０１７ 年为界ꎬ 在文件签署之前ꎬ 中国对拉美地区的出口超过了中国从拉

美地区的进口ꎬ 呈现出贸易顺差特征ꎻ 但在与拉美国家陆续签署合作文件并

实质性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之后ꎬ 中国扩大了从拉美国家的进口ꎬ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年期间中国与拉美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特征ꎮ ２０２０ 年中方的贸易

逆差额达 １４９ ５８ 亿美元ꎮ
从贸易增速来看ꎬ 在 ２０１７ 年之前ꎬ 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滞后效应及货

币紧缩政策等的影响ꎬ 中拉贸易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曾出现负增长ꎬ 部分年份即

使有增长ꎬ 增速也相当低ꎻ 而在 ２０１７ 年之后ꎬ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辐射效应

的带动ꎬ 中拉贸易不断扩大ꎬ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的贸易增速接近 ２０％ ꎮ ２０２０
年ꎬ 即便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ꎬ 中拉贸易总额仍旧超过 ３０００ 亿美元ꎮ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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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中拉贸易的增长速度 (％ )

年份 进出口总额增长率 出口增长率 进口增长率

２０１３ ０ ０２ － ０ ８９ ０ ９９

２０１４ ０ ５８ １ ４０ － ０ ２９

２０１５ － ９ ９０ － ２ ７０ － １７ ６２

２０１６ － ８ ３８ － １３ ４５ － １ ９６

２０１７ １９ １０ １４ ６５ ２４ ０６

２０１８ １９ １１ １３ ５６ ２４ ８４

２０１９ ３ ０３ ２ ０３ ３ ９６

２０２０ － ０ ０９ － ０ ８１ ０ ５７

资料来源: 根据 ＩＴＣ 的数据计算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 ｏｒｇ /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１２]

(二) 中拉进出口结构互补ꎬ 合作潜力巨大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ꎬ 对于国外产品的

进口需求也不断增强ꎬ 而拉美地区盛产水果、 牛肉、 大豆等农产品以及铁矿

石等金属ꎬ 对于满足中国消费者日益提高的需求具有天然的资源优势ꎬ 因此ꎬ
中国从拉美地区进口的货物不断增多ꎮ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从拉美国家进口的前八

种产品分别为大豆 (２８４ ８３ 亿美元)、 铁矿 (２７８ ６３ 亿美元)、 铜矿 (２３３ ０８
亿美元)、 石油 (１９２ ７７ 亿美元)、 精炼铜 (９５ ３０ 亿美元)、 冷冻牛肉

(６８ ５１ 亿美元)、 化学浆 (４１ ９０ 亿美元) 和电子集成电路 (２２ ４５ 亿美元)ꎮ
上述 ８ 类产品的进口占当年中国自拉美货物进口总额的 ７３ ８８％ (见图 ２)ꎮ

图 ２　 ２０２０ 年中国自拉美进口的主要产品

资料来源: 根据 ＩＴＣ 数据库数据计算并绘制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 ｏｒｇ /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１２]

—６９—



“美洲增长” 倡议对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的经济影响　

而中国对拉美地区的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ꎮ 尽管中国对拉美的出

口产品涉及 ５０００ 多个种类ꎬ 但出口的产品相对比较集中ꎬ 主要出口附加值不

高的工业制成品及玩具、 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 (见表 ３)ꎮ

表 ３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拉美出口的主要产品

排名 出口产品 出口额 (亿美元) 占对拉出口总额的比重 (％ )

１ 无线网络电话 ４６ ９７ ３ １３

２ 液晶器件 ４２ ８８ ２ ８６

３ 数据处理机 ３０ ４３ ２ ０３

４ 纺织品 ２６ ６２ １ ７８

５ 机器 ２６ ３０ １ ７６

６ 轮式玩具 ２５ ７２ １ ７２

７ 光敏半导体器件 ２４ ３８ １ ６３

８ 彩电接收装置 ２３ ４０ １ ５６

９ 电话机 ２１ ９１ １ ４６

１０ 自动数据处理机 ２１ ０６ １ ４１

１１ 介质油和制剂 １８ ０７ １ ２１

１２ 货运船舶 １７ ４５ １ １６

１３ 广播电视传输接收设备 １５ １５ １ ０１

总计 ３４０ ３３ ２２ ７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ＩＴＣ 数据库数据计算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 ｏｒｇ /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１２]

上述分析表明ꎬ 中国与拉美的进出口产品存在较大的差异ꎮ 同时ꎬ 我们

也不难发现中拉进出口产品和市场都存在较高的集中性ꎮ 中国主要与拉美地

区的巴西、 墨西哥、 智利、 秘鲁、 阿根廷、 哥伦比亚、 巴拿马、 厄瓜多尔和

乌拉圭等国开展进出口贸易ꎬ 而与其他拉美国家的贸易合作较少ꎮ 因此ꎬ 在

“一带一路” 倡议的持续推进下ꎬ 在实现中拉进出口贸易结构互补的同时ꎬ 我

们也必须意识到ꎬ 中拉贸易结构仍停留在产品较为单一的初级阶段ꎬ 贸易的

产品仍集中在初级加工产品上ꎬ 中拉贸易还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ꎬ 双方的贸

易潜力不容小觑ꎮ
(三) 中国对拉美的投资布局集中ꎬ 合作领域有待拓展

近年来ꎬ 中国对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 服务业、
金融业和科学技术行业ꎮ ２０１９ 年ꎬ 对前五大行业的直接投资存量合计 ３６８２ ４
亿美元ꎬ 占中国对拉美投资总额的 ８４ ４％ (见图 ３)ꎮ 其中ꎬ 信息技术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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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比重最高ꎬ 达到 ３６％ ꎬ 符合双方产业优势互补的特性ꎮ

图 ３　 ２０１９ 年中国对拉美地区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ꎬ 第 ９４ － １０６ 页ꎮ
ｈｔｔｐ: / / ｉｍａｇｅ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ｆｅｃ / ２０２１０２ / ２０２１０２０２１６２９２４８８８ ｐｄｆ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１２]

随着中国 ５Ｇ 产业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日渐成熟ꎬ 在 “一带一路” 倡

议的推动下ꎬ 中拉双方正加快合作的步伐ꎬ 对于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相对落

后的拉美地区ꎬ 中国将在很大程度上给予帮助ꎬ 助推拉美地区在技术、 金融

等领域实现突破ꎮ

三　 “美洲增长” 倡议对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的经济影响

从中拉进出口贸易及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角度看ꎬ “美洲增长” 倡议会

对中国与拉美共建 “一带一路” 产生重要的影响ꎮ
(一) “美洲增长” 倡议对中拉经贸发展的短期影响

１ “美洲增长” 倡议影响中拉进出口贸易

为了考察 “美洲增长” 倡议对中拉进出口贸易的影响ꎬ 笔者以该倡议首

次提出的 ２０１８ 年为界ꎬ 将倡议提出以来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 中国与拉美各国的

年平均进出口额与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头 ５ 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 的年平均

进出口额进行对比ꎬ 发现 “美洲增长” 倡议提出前后ꎬ 中国与拉美的进

出口贸易存在较大的变动ꎬ 但不同拉美国家受到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

(见表 ４)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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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中国与拉美国家贸易额的变动

贸易总额的变动 Ｔ
(万美元)

国家 (地区)
(个)

具体国家

Ｔ < － １０００ ７
阿根廷、 巴哈马、 哥斯达黎加、 古巴、 尼加拉瓜、
巴拿马、 委内瑞拉

－ １０００ < Ｔ < ０ ６
安提瓜和巴布达、 多米尼克、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
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里南、 乌拉圭

０ < Ｔ < １０００ ６
巴巴多斯、 伯利兹、 格林纳达、 牙买加、 巴拉圭、
圣卢西亚

１０００ < Ｔ １４
玻利维亚、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多米尼加、 厄
瓜多尔、 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 圭亚那、 海地、 洪
都拉斯、 墨西哥、 秘鲁、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整理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１２]

在 ３３ 个拉美国家中ꎬ “美洲增长” 倡议提出之后与中国的年均进出口贸

易总额大于倡议提出之前的有 ２０ 个 (见表 ４)ꎬ 约占总数的 ６１％ ꎻ 与中国的

年均进出口贸易总额小于此前的有 １３ 个ꎬ 约占总数的 ３９％ ꎮ 贸易额增幅最大

的国家是巴西ꎬ 提高了约 ３４ １２ 亿美元 /年ꎻ 进出口额降幅最大的国家是委内

瑞拉ꎬ 减少了约 ７ ４５ 亿美元 /年ꎮ 由此可见ꎬ 几乎所有拉美国家与中国的进

出口贸易都受到了 “美洲增长” 倡议及其他因素的影响ꎮ 但需要指出的是ꎬ
随着中拉关系的日趋稳固ꎬ “美洲增长” 倡议的干扰并不能阻止中国继续与拉

美国家共建 “一带一路”ꎮ
２ “美洲增长” 倡议影响中国对拉直接投资

为了考察 “美洲增长” 倡议对中拉投资的影响ꎬ 笔者仍以 ２０１８ 年为界ꎬ
将该倡议提出以来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 中国对拉美各国的年均直接投资存量

与倡议提出前 ５ 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 的年均直接投资存量进行对比ꎬ 发现

“美洲增长” 倡议提出前后ꎬ 中国对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变化较大ꎬ 不同拉美

国家受到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 (见表 ５)ꎮ

表 ５　 中国对拉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变动

投资额的变动 Ｉ (万美元)
国家 (地区)

(个)
具体国家

Ｉ < － ５０００ ３ 阿根廷、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 ５０００ < Ｉ < － １０００ ２ 圭亚那、 巴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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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００ < Ｉ < ０ ７
安提瓜和巴布达、 伯利兹、 多米尼克、 多米尼
加、 危地马拉、 萨尔瓦多、 苏里南

Ｉ ＝ ０ ２ 海地、 圣基茨和尼维斯

０ < Ｉ < １０００ ４
格林纳达、 尼加拉瓜、 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和
格林纳丁斯

１０００ < Ｉ < ５０００ ３ 哥斯达黎加、 古巴、 洪都拉斯

５０００ < Ｉ １２
巴哈马、 巴巴多斯、 玻利维亚、 巴西、 智利、
牙买加、 墨西哥、 巴拿马、 秘鲁、 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 乌拉圭、 委内瑞拉

资料来源: 中国商务部ꎬ 由 ＥＰＳ ＤＡＴＡ 整理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ｐｓｎｅｔ 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１２]

从表 ５ 中可见ꎬ 除海地、 圣基茨和尼维斯外ꎬ 其余拉美国家从中国获取

的直接投资都受到 “美洲增长” 倡议不同程度的影响ꎮ “美洲增长” 倡议提

出之后中国的投资额超过倡议提出之前的国家有 １９ 个 (见表 ５)ꎬ 约占总数的

５８％ ꎻ 中国的投资额低于倡议提出之前的有 １２ 个国家ꎬ 占总数的 ３６％ ꎮ 从具

体国家来看ꎬ “美洲增长” 倡议提出前后中国的投资额正向变动最大的是巴

西ꎬ 直接投资存量增加了约 １５ ２５ 亿美元 /年ꎻ 中国的投资额减少最多的是哥

伦比亚ꎬ 直接投资存量降低了约 １ ４３ 亿美元 /年ꎮ
(二) “美洲增长” 倡议影响中拉进出口贸易的实证分析

前述分析表明ꎬ “美洲增长” 倡议对中国与拉美的贸易和投资都产生影

响ꎬ 且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ꎮ 下面对 “美洲增长” 倡议对中拉贸

易和投资的影响程度进行实证检验ꎮ
１ 模型的构建

考虑到分析 “美洲增长” 倡议对中拉进出口贸易的影响ꎬ 我们借用引力

模型的扩展形式加以估计ꎮ 因变量 (被解释变量) 用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进出

口额表示ꎻ 自变量 “美洲增长” 倡议用虚拟变量表示ꎬ 如果拉美国家加入

“美洲增长” 倡议ꎬ 变量取值为 １ꎬ 否则为 ０ꎻ 引力模型涉及的变量有中国和

拉美国家的 ＧＤＰ、 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地理距离ꎮ 此外ꎬ 笔者将中国对拉美国

家的直接投资也纳入模型加以控制ꎬ 因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促进了

贸易①ꎮ 扩展的引力模型如下: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 β０ ＋ β１ＡＣ ｊｔ ＋ β２ＧＤＰ ｉｔ ＋ β３ＧＤＰ ｊｔ ＋ β４Ｄｉｓｉｊｔ ＋ β５ＦＤＩｉｊｔ ＋ η ｊ ＋ μｔ ＋ εｉｊｔ

—００１—

① 参见王培志、 孙利平: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高出口效率»ꎬ 载 «国际贸易问题»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４３ － １５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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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式中ꎬ ｉ 和 ｊ 分别表示中国和拉美国家ꎬ ｔ 表示时间 (年份)ꎻ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表示

第 ｔ 年中国 ｉ 与拉美国家 ｊ 的进出口总额ꎻ ＡＣ ｊｔ 表示第 ｔ 年拉美国家 ｊ 是否加入

“美洲增长” 倡议ꎻ ＧＤＰ ｉｔ 表示第 ｔ 年中国 ｉ 的经济总量、 ＧＤＰ ｊｔ 表示第 ｔ 年拉美

国家 ｊ 的经济规模ꎻ Ｄｉｓｉｊｔ 表示第 ｔ 年中国 ｉ 与拉美国家 ｊ 之间的地理距离ꎻ ＦＤＩｉｊｔ
表示第 ｔ 年中国 ｉ 对拉美国家 ｊ 的直接投资额ꎻ 其他变量 η ｊ 为国家固定效应、 μ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 εｉｊｔ 为随机扰动项ꎮ
在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上ꎬ 由于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于 ２０１３ 年提

出ꎬ 因而笔者选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间的数据ꎮ 同时ꎬ 考虑到拉美地区拥有 ３３ 个

独立的国家①ꎬ 笔者将这些国家都纳入模型ꎬ 进而采用面板数据加以模拟ꎮ 中

国与拉美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ꎬ 中国和拉美国家的

ＧＤＰ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ꎬ 距离数据来自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ꎬ 中国对拉美国

家的直接投资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ꎮ
２ 模型估计结果

考虑到原始数据中出现较多的 ０ 值ꎬ 以及面板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ꎬ
笔者运用泊松伪极大似然估计 (ＰＰＭＬ) 模拟引力方程②ꎬ 控制了时间和国家

等个体效应的模型估计结果参见表 ６ꎮ
从模型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ꎬ “美洲增长” 倡议对中拉贸易产生了正向

的推动作用ꎮ ＡＣ ｊ 的回归系数为正ꎬ 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ꎬ 表明尽管 “美洲

增长” 倡议的提出似乎具有针对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的打算ꎬ 但在该倡议

提出以来的两年时间里ꎬ 其对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贸易往来不但没有产生副作

用ꎬ 反而有明显的促进作用ꎮ 这似乎与理论推理相悖ꎬ 因此提出几点猜想ꎮ
首先ꎬ “美洲增长” 倡议的提出时间较短ꎬ 美国虽然对拉美地区采取了扩大投

资等政策措施ꎬ 但由于签订合作协议的拉美国家不多ꎬ 其经济影响存在一定

的滞后性ꎬ 短时间内尚未能明显地干扰中拉贸易ꎮ 其次ꎬ 拉美已不再是对美

国言听计从的 “后院” 了ꎬ 许多拉美国家都掌握着外交主动权并进行权衡利

弊ꎬ 既不愿意放弃美国这个超级伙伴ꎬ 也不愿意放弃与中国的经贸往来ꎮ 最

—１０１—

①

②

包括墨西哥、 危地马拉、 尼加拉瓜、 哥斯达黎加、 巴拿马、 古巴、 海地、 多米尼克、 牙买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苏里南、 委内瑞拉、 洪都拉斯、 萨尔瓦多、 哥伦比亚、 巴西、 巴巴多斯、 格林纳

达、 多米尼加、 圣卢西亚、 厄瓜多尔、 秘鲁、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巴哈马、 圭

亚那、 玻利维亚、 智利、 阿根廷、 巴拉圭、 乌拉圭、 伯利兹、 安提瓜和巴布达ꎮ
参见史沛然: «拉丁美洲与亚洲的农产品贸易潜力分析»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 － １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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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ꎬ 近年来中国的国力日益强盛ꎬ 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给参与国带

来的红利有目共睹ꎮ 因此ꎬ 拉美国家不会轻易舍弃这个增加经济利益的机会ꎬ
这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 “美洲增长” 倡议对中拉贸易的不利影响ꎮ

表 ６　 “美洲增长” 倡议影响中拉贸易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ＡＣ ｊ １ １９９∗∗∗ (０ ０００) １ ５５１∗∗∗ (０ ０００)

ＧＤＰｉ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０ ９８０)

ＧＤＰ ｊ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Ｄｉｓｉｊ ０ ０００ (０ ５４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２７)

ＦＤＩｉｊ － ０ ０００ (０ ２６９) － ０ ０００ (０ ５３４)

常数项 １０ ２０３∗∗∗ (０ ０００) － ２４７ １９３ (０ ５４０)

国家 ＮＯ ＹＥＳ

时间 ＮＯ ＹＥＳ

Ｎ ２２５ ２２５

Ｒ２ ０ ７２１ ０ ７２６

注: ∗、 ∗∗、 ∗∗∗分别代表 １０％ 、 ５％ 、 １％的显著性水平ꎮ

资料来源: 笔者计算并绘制ꎮ

尽管 “美洲增长” 倡议在后续推进的过程中可能会对中拉共建 “一带一

路” 产生阻碍ꎬ 但我们相信ꎬ 中国凭借自身的优势能够克服其负面影响ꎬ 化

被动为主动ꎮ
(三) “美洲增长” 倡议影响中国对拉美投资的实证分析

１ 模型的构建

为了更加全面地阐释 “美洲增长” 倡议对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的经济

影响ꎬ 笔者以中国对拉美国家的直接投资额作为因变量构建模型ꎮ 在自变量

的选择上ꎬ 除了 “美洲增长” 倡议虚拟变量外ꎬ 还选择了中国对拉美国家的

出口ꎬ 中国与拉美国家的 ＧＤＰꎬ 拉美国家的资源禀赋、 创新能力及互联网普

及率等变量ꎮ 选取中国对拉美国家的出口变量ꎬ 是因为出口能促进对外直接

投资①ꎮ 将中国和拉美国家的 ＧＤＰ、 拉美国家的资源禀赋 (用燃料和矿石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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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李捷瑜、 李杰、 王兴棠: «出口网络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中国的理论与经验分

析»ꎬ 载 «国际贸易问题»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０２ － １１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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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出口的比重表示) 纳入模型的原因主要是投资国和东道国的经济规模、
东道国的资源禀赋都会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①ꎮ 拉美国家的创新能

力变量用专利数量表示ꎬ 因为按照产业梯度转移寻求型投资理论ꎬ 东道国的

专利申请数量越多ꎬ 其创新能力越强ꎬ 越容易消化吸收来自宗主国的成熟产

业或 “边际产业”ꎬ 进而越容易吸收直接投资②ꎮ 互联网普及率变量是使用互

联网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ꎬ 东道国的互联网普及率是影响直接投资的重要

因素③ꎮ
因此ꎬ 模型的形式如下:
ＦＤＩｉｊｔ ＝ β０ ＋ β１ＡＣ ｊｔ ＋ β２Ｅｘｉｊｔ ＋ β３ＧＤＰ ｉｔ ＋ β４ＧＤＰ ｊｔ ＋ β５Ｒｅｓ ｊｔ ＋ β６Ｐａｔ ｊｔ ＋ β７Ｎｅｔ ｊｔ

＋ η ｊ ＋ μｔ ＋ εｉｊｔ

上式中ꎬ ＦＤＩｉｊｔ 表示第 ｔ 年中国 ｉ 对拉美国家 ｊ 的直接投资额ꎻ ＡＣ ｊｔ 表示第 ｔ
年拉美国家 ｊ 是否加入 “美洲增长” 倡议ꎻ Ｅｘｉｊｔ 表示第 ｔ 年中国 ｉ 对拉美国家 ｊ
的出口额ꎻ ＧＤＰ ｉｔ 表示第 ｔ 年中国 ｉ 的经济规模、 ＧＤＰ ｊｔ 表示第 ｔ 年拉美国家 ｊ 的
经济规模ꎻ Ｒｅｓ ｊｔ 表示第 ｔ 年拉美国家 ｊ 的资源禀赋ꎻ Ｐａｔ ｊｔ 表示第 ｔ 年拉美国家 ｊ
的创新能力ꎻ Ｎｅｔ ｊｔ 表示第 ｔ 年拉美国家 ｊ 的互联网普及率ꎻ 其他变量 η ｊ 为国家

固定效应、 μ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 εｉｊｔ 为随机扰动项ꎮ
在样本的选择与数据来源上ꎬ 笔者选取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间中国对拥有独立

国家主权且有 ４ 年以上接受中国投资经验的 １４ 个拉美国家④的面板数据进行

模拟ꎻ 拉美国家的专利数量、 使用互联网的人数、 总人口、 燃料和矿石及所

有商品的贸易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ꎬ 其他变量的数据来源与第一个模

型中的来源相同ꎮ
２ 模型估计结果

为了规避面板数据模型可能出现的异方差ꎬ 笔者继续使用泊松伪极大似

然估计进行模拟ꎬ 模型的估计结果参见表 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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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杨栋旭、 于津平: «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理论

与经验证据»ꎬ 载 «国际经贸探索»ꎬ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６５ － ８０ 页ꎮ
张荣: «中国对拉美地区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及对策建议»ꎬ 东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ꎬ ２０１３ 年ꎬ 第 ２３ 页ꎮ
参见杜群阳、 邓丹青: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ꎬ 载 «地理科

学»ꎬ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３９６ － ４０１ 页ꎮ
包括阿根廷、 巴哈马、 巴巴多斯、 伯利兹、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墨西哥、 巴拿马、 秘鲁、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乌拉圭、 圣基茨和尼维斯、 委内瑞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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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美洲增长” 倡议影响中国对拉美投资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ＡＣ ｊ － ０ ７２０∗∗ (０ ０３３) － ０ ８８７∗∗∗ (０ ００５)

Ｅｘｉｊ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３５)

ＧＤＰｉ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５６７)

ＧＤＰ ｊ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Ｒｅｓｊ － ０ ０３５∗∗∗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０)

Ｐａｔ ｊ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Ｎｅｔ ｊ ０ ０６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２９ (０ １３３)

常数项 １０ ８８５∗∗∗ (０ ０００) ９３９ ３６２∗ (０ ０６３)

国家 ＮＯ ＹＥＳ

时间 ＮＯ ＹＥＳ

Ｎ ５６ ５６

Ｒ２ ０ ６７４ ０ ７１３

注: ∗、 ∗∗、 ∗∗∗分别代表 １０％ 、 ５％ 、 １％的显著性水平ꎮ

资料来源: 笔者计算并绘制ꎮ

从模型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ꎬ “美洲增长” 倡议阻碍了中国对拉美的投

资ꎮ 两个模型中 ＡＣ ｊ 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负ꎬ 表明拉美国家加入 “美洲增长”
倡议对于中国扩大对拉直接投资产生了不利影响ꎮ 虽然 “美洲增长” 倡议并

未对中国与拉美的贸易产生负面影响ꎬ 但由于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与

“美洲增长” 倡议都将投资的重点领域放在能源、 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等部

门ꎬ 随着拉美国家陆续加入 “美洲增长” 倡议ꎬ 原本需要中国投资的国家接

受了来自美国的投资ꎮ 因此ꎬ “美洲增长” 倡议下来自美国的投资在一定程度

上取代了 “一带一路” 倡议下来自中国的投资ꎬ 使得拉美国家对于中国的投

资需求有所减少ꎮ

四　 中国的应对策略

尽管前文的分析暂未发现 “美洲增长” 倡议对中国与拉美的双边贸易带

来明显的阻碍作用ꎬ 但对中国与拉美的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ꎮ 因

此ꎬ 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ꎬ 应该积极采取措施ꎬ 主动化解 “美洲增长” 倡议

对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的不利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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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保持战略定力ꎬ 促进中美共赢

其一ꎬ 构建 “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 “中美利益共同体”ꎮ 美国针对中国

的包括 “美洲增长” 倡议在内的各项举措ꎬ 其原因是认为中国的日益繁荣和

强大已危及美国的利益和国际地位ꎬ 尤其近年来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深

入推进ꎬ 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和投资等合作不断扩大ꎬ 这让美国倍感

压力ꎮ 那么ꎬ 如何减少美国的顾虑ꎬ 甚至在获得美国的支持下ꎬ 继续推行

“一带一路” 倡议呢? 这就要求中美双方共建 “利益共同体”ꎮ 中美作为世界

上颇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ꎬ 两者之间相互牵制的趋势显而易见ꎬ 尤其在当今

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大潮中ꎬ 没有任何一方能独善其身ꎮ 在 “一带一路” 倡

议的背景下寻求中美双方共同利益的长期性和稳定性ꎬ 将美国的利益与中国

的利益相结合ꎬ 找到互惠互赢的交叉点①ꎬ 让美国意识到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持续推进也会对美国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ꎮ

其二ꎬ 共享发展红利ꎬ 展现大国担当ꎮ “美洲增长” 倡议的提出使中美两

国在拉美地区的关系一度出现僵化ꎮ 此时中国表现出的大国胸襟将发挥作用ꎬ
哪怕知道美国的顾虑和抵触ꎬ 我们仍应将 “一带一路” 的红利分享给美国ꎬ
并随时欢迎美国的加入ꎮ 中美双方可以先建立 “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相关机

制ꎬ 在 “美洲增长” 倡议和 “一带一路” 倡议之间寻找共同利益ꎬ 转变互相

抵触的态度ꎬ 让中美双方最大限度地接受对方的倡议ꎮ 中国可以将与 “一带

一路” 沿线国家签订的互惠机制分享给美国ꎬ 让美国感受到 “一带一路” 倡

议确确实实是在为全世界谋福利ꎮ 中国不生事但也不怕事ꎬ 无论美方对待中

拉共建 “一带一路” 的态度如何ꎬ 中国都将毫不避讳地直面美国的各项举措ꎬ
坚定初心ꎬ 保持战略定力ꎬ 展现大国担当ꎬ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ꎬ 坚

定不移地推动 “一带一路” 在拉美及全世界不断完善ꎬ 共建人类更美好的

未来ꎮ
(二) 稳步推进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其一ꎬ 以拉美的实际需求为着力点ꎬ 发展健康的双边贸易ꎮ 截至目前ꎬ

已有 １９ 个拉美国家与中国签署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ꎮ 今后ꎬ 为了更有效地

发展中拉贸易ꎬ 我们必须坚持以拉美地区的实际需求为着力点②ꎮ 在高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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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宋瑞琛: «美国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认知及中国的策略选择———基于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和外交关系委员会学者观点的分析»ꎬ 载 «国际展望»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５７ － ７４ 页ꎮ
张红颖: «中拉合作视角下拉美 “转型中发展” 战略解析»ꎬ 载 «当代经济»ꎬ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５ － １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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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能源等领域ꎬ 中国较拉美地区有优势ꎬ 拉美也需要相关技术和人才的指

导ꎻ 在农产品和矿石等方面ꎬ 拉美地区有较多的资源储备ꎬ 拉美国家需要将

这些大自然的馈赠转化为资金以带动经济社会的进步ꎬ 而中国可以帮助拉美

国家满足这一需求ꎮ 因此ꎬ 要想更持久更有效地密切中拉关系ꎬ 我们就必须

清楚地知道对方需要什么ꎬ 我们能够提供什么帮助ꎮ 中国致力于构建 “人类

命运共同体” 的愿望从未改变ꎬ 也不会因为美国的某些政策乱了阵脚ꎮ 在未

来的合作中ꎬ 中国将继续在航空航天、 ５Ｇ 通信和能源等领域对拉美伸出援

手ꎬ 推动建立健康的贸易关系ꎬ 深入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在拉美地区的

实践ꎮ
其二ꎬ 拓展中拉多边合作舞台ꎬ 推动 “一带一路” 走深走实ꎮ 中拉双方

应在 “一带一路” 的指引下ꎬ 通过多边合作机制ꎬ 推进拉美地区的 “五通”
建设ꎬ 不断拓展多边合作舞台①ꎮ 一方面是合作内容的多样化ꎮ 中拉进出口贸

易的产品较为单一ꎬ 具有很强的集中性ꎮ 因此ꎬ 中拉在重视贸易互补性的同

时ꎬ 更应该持续开拓贸易合作的无限潜力ꎮ 例如ꎬ 在帮助拉美国家提升科学

技术能力的同时ꎬ 不断增加其农产品的附加值ꎬ 促进双方优势互补ꎬ 不断丰

富中拉进出口贸易的产品种类ꎮ 另一方面是贸易国家的多元化ꎮ 拉美地区有

３３ 个独立的国家ꎬ 中国已与 １９ 个拉美国家签署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ꎬ 与

中国开展贸易的拉美国家也集中在巴西、 墨西哥和智利等 ８ 个国家ꎮ 截至目

前ꎬ 拉美地区仍有 ９ 个国家尚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ꎮ 秉持欢迎任何国家加

入 “一带一路” 倡议的原则ꎬ 在考虑到拉美地区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的同时ꎬ 要不断拓展与拉美各国的合作往来ꎬ 将贸易合作对象逐步扩充ꎬ 不

断推动拉美地区发展的平衡性ꎬ 解决分配不公等问题ꎬ 推动多边合作的真正

落实ꎮ
(责任编辑　 高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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