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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和墨西哥建交以来ꎬ 双边经济合作发展迅速ꎮ
然而ꎬ 至墨西哥现任总统奥夫拉多尔执政以前ꎬ 墨西哥对中国的重

视程度并没有随着经济合作的增长而同步提高ꎬ 两者之间甚至出现

了错位情况ꎮ 那么ꎬ 哪些因素会影响一国政府对特定双边关系的重

视程度? 本文认为中墨双方的身份认同和经济合作期望共同影响了

墨西哥对与中国关系的重视程度ꎮ 本文使用话语分析和一致性测试

相结合的方法ꎬ 根据身份认知是否相似、 相互期望是否满足选择了

四个研究案例ꎮ 埃切维里亚执政期间ꎬ 墨西哥和中国的身份认知相

似ꎬ 但经济相互期望没有得到满足ꎻ 卡尔德龙执政期间ꎬ 墨西哥和

中国的经济合作迅速发展ꎬ 但在政治领域出现了巨大的认知分歧ꎬ
在这两个时期墨西哥都没有重视和中国的双边关系ꎮ 萨利纳斯执政

时期ꎬ 墨西哥与中国的身份认知不同ꎬ 经济合作空间也十分有限ꎬ
两国关系处于低谷ꎮ 培尼亚执政时期ꎬ 中墨身份认知相似ꎬ 经济合

作预期得到满足ꎬ 两国双边关系日益密切ꎮ 身份认同的优先级高于

经济合作期望ꎬ 经济合作期望的满足能够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ꎬ 身

份认同决定着两国关系的发展程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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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 经济合作与墨西哥的对华政策　

　 　 中国和墨西哥于 １９７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ꎬ 两国建交以来经济

合作飞速发展ꎬ ２００３ 年中国成为墨西哥第二大贸易伙伴ꎬ 墨西哥也是中国在

拉丁美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ꎬ 目前中墨双方已签署了多项双边条约ꎬ 涉及贸

易、 投资、 文化、 旅游、 教育、 科技、 交通和引渡等多个领域ꎮ① ２０１３ 年ꎬ
中墨两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ꎬ 墨西哥政府在北京和香港设立了办事处ꎬ
致力于促进两国经济合作发展ꎮ 从逻辑上看ꎬ 两国都有除经济利益之外在其

他方面加强进一步合作的需求ꎮ 然而现任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执政以前ꎬ
中墨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并未与经济关系同步发展ꎬ 甚至出现了错位的情况ꎮ
例如ꎬ ２００１ 年在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程中ꎬ 墨西哥与中国就市场准

入等问题未能达成协议ꎬ 墨西哥也成为与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会员中最后与

中国达成协议的国家ꎮ② ２００６ 年ꎬ 费利佩卡尔德龙政府与中国在气候治理

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并产生了外交摩擦ꎮ
上述情况表明ꎬ 中墨两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并不同步ꎬ 中国

在墨西哥外交议事日程上的优先地位没有随着双边经济合作的加深而同步提

高ꎬ 这是一个有待于解释的经验层面的问题ꎮ 由此ꎬ 在学理上我们需要阐明ꎬ
到底哪些因素会影响一国政府对特定双边关系的重视程度?

一　 文献回顾

关于为什么墨西哥没有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列为外交议事日程的优先事

项ꎬ 可将已有文献概括为四个一般性理论解释: 第一个解释是墨西哥政府缺

乏摆脱美国影响、 推行外交多元化的远见和能力ꎻ 第二个解释是墨西哥与中

国在美国市场上的经济竞争阻碍了中墨双边关系的发展ꎻ 第三个解释聚焦墨

西哥的国内问题ꎻ 最后一个解释则认为中墨两国缺乏在政治及文化上的认同ꎮ
下面对这四种解释进行描述和分析ꎬ 以确定它们是否成功地解释了上面提出

的问题ꎮ
第一ꎬ 墨西哥缺乏摆脱美国影响的远见和能力ꎮ 哈罗纳维哈斯认为ꎬ

墨西哥尚未形成一种具有战略性的政治纲领来指导其外交行动ꎬ 因此ꎬ 各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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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外交部网站ꎮ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ｌｉｃａｃｉｏｎｅｓ ｓｒｅ ｇｏｂ ｍｘ / ｔｒａｔａｄｏｓ /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ｖａ ｐｈｐ [２０２２ － ０７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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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于是否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持不同看法ꎮ① 康奈尔教授同样认为墨西哥未

十分重视与中国的关系是受美国的影响ꎬ 墨西哥甚至不愿意承认中国是世界

第二大国ꎮ② 虽然墨西哥与中国的关系受到了美国影响ꎬ 但这并不是决定性因

素ꎮ 正如前文所介绍的ꎬ 墨西哥与中国签署了涉及科技、 文化、 教育、 旅游

等领域的若干条约ꎬ 墨西哥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并寻求经济合作ꎮ 阿莫林

等学者认为ꎬ 墨西哥是唯一与美国拥有共同边界的拉丁美洲国家ꎬ 这导致墨

西哥的外交政策更多地取决于其国家能力ꎬ 即墨西哥的国家能力水平较高时ꎬ
其受到美国施加的压力较小ꎻ 但其国家能力水平相对较低时ꎬ 它的外交政策

大多服从于美国的意志ꎮ③ 由于地理位置接近、 物质国力水平不对称等因素ꎬ
美国对墨西哥的外交政策一直存在巨大影响ꎬ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因素是影

响墨西哥对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ꎮ 美国对墨西哥的巨大影响在不同问题上有

着强弱之分ꎬ 并不是墨西哥所有的外交政策都与美国保持步伐一致ꎬ 墨西哥

拥有自我决策的空间ꎬ 且一直在追求外交自主化和多元化ꎮ 历史上仍有许多

墨西哥对中国自主决策的证据ꎮ 例如ꎬ １９７１ 年墨西哥不顾美国的反对ꎬ 投票

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ꎮ④ 由此ꎬ 美国的影响并不能完全解释墨西哥

没有将中国置于外交议程优先地位的原因ꎮ
第二ꎬ 墨西哥与中国在美国市场存在经济竞争ꎮ 莱昂—曼里克斯等学者

认为ꎬ 墨西哥和中国双边贸易的逆差造成墨西哥对中国持有广泛的负面看

法ꎮ⑤ １９９４ 年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签订以来ꎬ 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在墨西哥

建立了中间平台以便将产品出口到美国ꎮ 冈萨雷斯加西亚同样认为墨西哥

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大部分集中在贸易领域ꎬ 墨西哥将中国视为其对美国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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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 经济合作与墨西哥的对华政策　

的直接竞争对手ꎬ 因此墨西哥无法调整对中国的政治态度ꎮ① 巴特萨吉认为墨

西哥是拉丁美洲国家中采取防御性贸易措施最多的国家ꎬ 以保护自己免受中

国贸易行为的影响ꎬ 这导致双边关系非常紧张ꎮ② 上述作者指出了中国和墨西

哥之间的经济冲突和墨西哥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ꎬ 但更多证据表明墨西哥在

商业、 服务和旅游等行业做出了大量努力来吸引中国的直接投资ꎮ 例如ꎬ 墨

西哥企业联合会宣布在 ２０２０ 年为全国的墨西哥商人开设中国课程ꎬ 以了解在

中国开展商业项目的机会ꎬ 同时为接受中国的投资做好准备ꎮ 从这个角度看ꎬ
关于墨西哥商人对中国普遍持有消极态度的观点是片面的ꎬ 虽然墨西哥将中国

视为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对手ꎬ 但同时也注重扩大与中国双边合作的机会ꎮ
第三ꎬ 墨西哥国内因素导致墨西哥不重视与中国的关系ꎮ 乌斯坎加认为

墨西哥国内治理能力缺乏ꎬ 打击腐败和国内犯罪行为耗费了墨西哥政府的大

量精力ꎬ 阻碍了墨西哥政府倾注大量资源调整外交政策ꎮ③菲耶罗详细阐述了

墨西哥对华外交政策在国内因素影响下一直不稳定ꎬ 典型案例就是中国竞标

建设 ２０１４ 年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高速铁路的失败ꎮ④不可否认ꎬ 国内问题影响

了墨西哥在国外的形象ꎬ 这不仅影响墨西哥与中国的双边关系ꎬ 也对其他双

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ꎮ 例如ꎬ 美国在 ２０２０ 年年初表达了对墨西哥监管变化、
合同执行和腐败等不确定性的担忧⑤ꎬ 西班牙和德国也声明如果墨西哥新政府

不尊重与外国公司签订的能源项目合同ꎬ 将难以吸引未来的欧洲投资进入该

国ꎮ 综上所述ꎬ 墨西哥的国内问题影响了墨西哥的对外关系ꎬ 这不仅仅影响

了与中国的双边关系ꎬ 也对墨西哥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ꎮ 因此ꎬ
这一观点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墨西哥没有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双边关系ꎮ

第四ꎬ 墨西哥和中国之间缺乏文化认同ꎬ 甚至在政治价值观方面存在冲

突ꎮ 拉米雷斯博尼利亚等学者认为ꎬ 由于 ２１ 世纪头两届墨西哥政府宣扬西

方民主、 人权和宗教价值ꎬ 它们认为中国不具备这些价值ꎬ 因此中墨关系中

—３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Ｊ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Ｇａｒｃíａ ａｎｄ Ｆ. Ｊ. Ｈａｒｏ Ｎａｖｅｊａｓꎬ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ｉａｓ ｙ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ｉａｓ Ｓｉｎｏ－ｍｅｘｉｃａｎａｓ: Ｈａｃｉａ
ｕｎａ Ｎｕｅｖａ Ａｇｅｎｄａ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ꎬ Ｍｅｘｉｃｏ Ｃｉｔｙ: ＤＲ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１７５ － １９４

Ｊｉａｎｇ Ｓ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１３３ － １５３

Ｃａｒｌｏｓ Ｕｓｃａｎｇａꎬ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８)”ꎬ ｉｎ Ｆｏｒ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５９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８５１ － ８７７

Ｆｉｅｒｒｏ Ｔꎬ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ｓ: Ｍｅｘｉｃｏ’ 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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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很多误解ꎮ①卡雷拉斯认为中国企业对拉美国家当地的法规和习俗缺乏了

解ꎬ 从而损害了中国在墨西哥国内的国家形象ꎬ 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公共外交

没有在墨西哥产生预期的效果ꎮ②雷斯也认为中国与拉美国家的文化交流水平

较低ꎬ 影响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ꎬ 进而导致两国的政治经济合作十分薄

弱ꎮ③ 如果根据文化相似性解释墨西哥的对外政策ꎬ 理论上墨西哥重视与美国

的关系是受到双方文化上相似性的影响ꎬ 但 ２０２０ 年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

显示ꎬ 墨西哥对中国的好感度高于美国 １４ 个百分点ꎮ④因此ꎬ 将文化认同差异

看作阻碍中墨关系的核心原因是不可取的ꎮ

二　 理论框架

关于为什么早期墨西哥没有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列为外交议事日程的优

先事项ꎬ 中国与墨西哥存在身份认知差异且经济合作期望水平较低导致两国

缺乏广泛的共同利益成为主要因素ꎮ 为了验证这一论点ꎬ 本文将提出理论假

设验证身份认同、 经济合作期望对国家关于特定双边关系重视程度的影响ꎮ
(一) 理论假设

本文认为ꎬ 中墨双方身份认同和经济合作期望水平两个因素共同影响了

墨西哥对与中国关系的重视程度ꎮ 身份认同分为认知相似和认知差异两种情

况ꎬ 经济合作期望分为满足和不满足两种情况ꎬ 上述两个变量两两组合可以

分为四种情况: 身份认知相似、 经济合作期望满足ꎻ 身份认知相似、 经济合

作期望不满足ꎻ 身份认知差异、 经济合作期望满足ꎻ 身份认知差异、 经济合

作期望不满足ꎮ 按照变量组合和理论逻辑ꎬ 本文提出两个假设并采用理论和

案例相结合方式证明该假设ꎮ 假设一: 中墨两国身份认知相似ꎬ 并且双方的

经济合作期望得到积极满足时ꎬ 墨西哥政府将重视与中国的关系ꎬ 并寻求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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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与中国的双边合作ꎮ 假设二: 中墨两国身份认知差异或双方经济合作期望

没有得到满足时ꎬ 墨西哥不会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列为外交议事日程的优先

事项ꎮ
根据自由主义理论ꎬ 国家之间经济合作期望水平越高ꎬ 国家之间政治关

系越紧密ꎮ 以下理论可以支撑经济合作促进政治合作的观点ꎮ (１) 战争的成

本和收益理论ꎮ 所罗门波洛契克在 １９８０ 年 «冲突与贸易» 一文中提出ꎬ 国

家之间的自由经济交往将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ꎬ 促进经济增长和国内繁

荣ꎬ 使参与国际经济交往的国家的整体财富都得到提高ꎮ① 罗斯克兰斯在 «虚
拟国家: 新世纪的财富与权力» 一书中从经济的虚拟化和财富的可移动性两

方面论证了经济相互依赖使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更加友善ꎮ② (２) 信号理论ꎮ
开展贸易往来的两个国家拥有更多的交流方式ꎬ 例如需要设立更多的使领馆

和其他主管经济的机构ꎬ 有助于更加了解对方的情况ꎬ 降低信息的不确定性ꎬ
避免国家之间由于信息不充分而爆发冲突ꎮ③ (３) 国内政治和经济联盟理论ꎮ
杰拉尔德 施奈德和冈特舒尔茨的研究从国内不同部门之间的博弈着手ꎬ
得出的结论是当贸易部门的力量占上风时ꎬ 国家会倾向于和平解决军事冲

突ꎮ④ (４) 文化认同理论ꎮ 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不仅能够产生客观的物质利

益ꎬ 而且能够促进各国之间人民的相互了解ꎬ 经济领域的合作机制可以扩展

和外溢到其他领域ꎬ 使合作层次不断提高ꎬ 从而建立争端解决机制ꎬ 确立共

同的利益预期和规范ꎬ 促使两国政治关系不断优化ꎮ
国家身份是建构主义的代表性概念ꎬ 建构主义认为国家是具有身份和利

益的实体ꎬ 身份和利益内生于行为体之间的互动ꎬ 并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反馈

进行再建构ꎮ 亚历山大温特将身份定义为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ꎬ 它可以产

生动机和行为特征ꎮ⑤ 国家身份的内容包含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其内部的自我

认知ꎬ 能够构建国家属性ꎻ 另一方面是外部认知ꎬ 它在国家间的互动中形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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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国家在国家社会中的角色定位ꎮ 身份决定利益、 利益决定行为是身份建构

主义的核心观点ꎬ 国家身份通过影响国家利益的界定从而影响国家战略的选

择ꎮ 国家身份对国家外交行为的影响从两方面得以实现ꎬ 一是通过影响国家

的偏好和对利益的界定ꎬ 从而影响国家外交战略的制定ꎻ 二是国家身份会以

一种规范的形式存在ꎬ 从而制约国家战略的选择ꎮ 引入身份认知因素可以解

释为什么两个国家经济合作期望互相满足、 拥有巨大的经济合作空间却不选

择深度合作ꎮ 如果一方认为另一方不是拥有诚信和正义的合作伙伴ꎬ 就会担

心后续合作的稳定性和长期性ꎬ 也会更加在乎双方之间的相对收益ꎬ 避免对

方不断增长的实力变为对自身的威胁ꎮ
基于以上理论ꎬ 本文将墨西哥对中国的身份认同和经济合作期望作为自

变量ꎬ 将墨西哥是否重视与中国的政治关系看作因变量ꎬ 两个自变量共同影

响着中墨双边关系 (见表 １)ꎬ 只有当身份认同相似、 互相拥有经济合作期望

时ꎬ 双方才会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ꎬ 并将与对方的双边关系置于外交议程的

优先地位ꎮ

表 １　 身份认同、 经济合作与双边关系

经济合作期望满足 经济合作期望不满足

身份认知相似 重视双边关系 不重视双边关系

身份认知差异 不重视双边关系 双边关系恶化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ꎮ

(二) 案例选择

对于身份认同和相互期望的具体分析ꎬ 本文将使用话语分析和基于过程

跟踪的一致性测试相结合的定性方法ꎮ 话语分析可以根据对现有资料的分析

界定出行为体的身份和相互期望ꎬ 一致性测试和过程追踪的结合可以识别出

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ꎮ 本文认为ꎬ 国际结构和国内政府对于

行为体的身份认同都能产生影响ꎮ 在国际结构层面ꎬ 本文将通过考察国际体

系下墨西哥和中国身份认同的演变ꎬ 将话语分析应用于每个案例ꎬ 以确定它

们的身份最相似的时候和最不相似的时候ꎮ 在这个层面上ꎬ 文章试图找出中

国和墨西哥多年来身份认同的异同ꎬ 并检测出与它们匹配最多和匹配最少的

时段ꎮ 至于国内政府层面ꎬ 文章将在每个案例中实施话语分析ꎬ 以展示墨西

哥与中国有关的外交政策话语的连续性和变化ꎮ 话语分析的主要来源将包括

政府、 政府间组织、 条约、 公约和谈判的档案ꎮ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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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文的假设侧重于路径依赖的历史过程ꎬ 我们将选择涵盖从 １９７２ 年

(中墨双边关系开始) 到 ２０２２ 年 (中墨双边关系现状) 整个历史时期的相关

案例ꎮ 本文整理了自建交以来墨西哥政府与中国签署的双边协定总数ꎬ 分析

了墨西哥在历届总统任期内签署的双边条约类型ꎬ 发现在某些总统任期内ꎬ
墨西哥政府更愿意将与中国的合作主题多样化ꎬ 而有些总统任期内其政府与

中国签署的协议数量较少ꎬ 对于开展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兴趣较低ꎮ 同样地ꎬ
通过观察墨西哥在中国直接投资的演变和中国在墨西哥直接投资的演变ꎬ 文

章将确定在对外投资合作领域最积极和最不积极的墨西哥政府ꎮ
根据上述身份认知和相互期望是否满足的分类ꎬ 本文选择了四个案例ꎬ

按照时间排序如下: 路易斯埃切维里亚 (Ｌｕｉｓ Ｅｃｈｅｖｅｒｒíａ) 总统任期内的墨

西哥政府ꎬ 卡洛斯萨利纳斯 (Ｃａｒｌｏｓ Ｓａｌｉｎａｓ) 总统任期内的墨西哥政府ꎬ 费

利佩卡尔德龙 (Ｆｅｌｉｐｅ Ｃａｌｄｅｒóｎ) 任期内的墨西哥政府和恩里克培尼亚
涅托 (Ｅｎｒｉｑｕｅ Ｐｅñａ Ｎｉｅｔｏ) 任期内的墨西哥政府ꎮ 其中ꎬ 在路易斯埃切维

里亚总统任期内ꎬ 墨西哥与中国的国家身份认知相似ꎬ 但经济合作期望没有

得到满足ꎻ 在卡洛斯萨利纳斯总统任期内ꎬ 墨西哥与中国的国家身份认知

存在差异且经济合作期望没有得到积极的满足ꎻ 在费利佩卡尔德龙任期内ꎬ
墨西哥与中国的国家身份认知存在差异ꎬ 但是经济合作期望得到满足ꎻ 在恩

里克培尼亚涅托任期内ꎬ 墨西哥与中国的国家身份认知相似且经济合作

期望得到满足 (见表 ２)ꎮ

表 ２　 墨西哥政府案例分析

经济合作期望满足 经济合作期望不满足

身份认知相似 恩里克培尼亚涅托政府 路易斯埃切维里亚政府

身份认知差异 费利佩卡尔德龙政府 卡洛斯萨利纳斯政府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ꎮ

三　 案例分析

本文在上述四个案例中进行过程追踪和一致性测试ꎬ 以观察在身份认同

和经济合作期望相互作用下产生的理论模型所期望的结果ꎮ 即在第一个案例

中ꎬ 需要检验墨西哥对中国的重视程度是否会随着经济合作期望的实现而变

化ꎬ 是否与中墨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相一致ꎻ 在第二和第三个案例中ꎬ 需要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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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当身份认知满足、 经济合作期望不满足或者身份认知不同、 经济合作期

望满足时ꎬ 双方是否仍旧没有进一步合作的行为ꎻ 在第四个案例中ꎬ 需要检

验当身份认知和经济合作期望都不满足时ꎬ 双边关系是否恶化ꎬ 成为墨西哥

最不重视与中国关系的时期ꎮ
(一) 中墨身份认知相似ꎬ 经济合作水平有待提高 (１９７０—１９７６ 年)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中国和墨西哥的国家身份定位都是 “第三世界” 国家ꎬ

这一身份认同改变了两国在对外关系中的关注重点ꎬ 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ꎮ
路易斯埃切维里亚成为墨西哥总统时ꎬ 国际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是美

苏战略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ꎻ 二是苏联推行霸权主义政策ꎬ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逐渐解体ꎬ 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且深陷越战泥

潭ꎬ 西方国家对美国的离心力加大ꎻ 三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改变了世界政

治力量的对比关系ꎬ 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ꎮ 墨西哥国内环境的变

化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ꎬ 美国出现经济危机ꎬ 墨西哥依赖美国的进口主导型

经济模式迫切需要调整ꎬ 贸易关系多样化势在必行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埃切维里亚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两个重点: 一是强调多元

化ꎬ 包括对外经济关系的多样化ꎬ 意识形态的多元化ꎬ 强调不同政治制度的

国家可以和平共处ꎻ 二是奉行第三世界主义ꎬ 明确宣布墨西哥和 “第三世界”
的发展中国家利益基本一致ꎮ 埃切维里亚总统强调ꎬ 墨西哥可以接受和容忍

不同类型的政治思想ꎬ 主动帮助墨西哥塑造第三世界国家身份ꎮ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ꎬ 埃切维里亚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ꎬ 墨西哥的外交政策致力于加强与

发展中国家的关系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基于对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国际格局发展态

势的判断ꎬ 开始用 “三个世界” 的划分标准来确定国家身份ꎮ １９７４ 年毛泽东

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ꎬ 美国、 苏联是第一世界ꎬ 日本、 欧洲国家、
澳大利亚、 加拿大是第二世界ꎬ 亚洲国家除了日本外都属于第三世界ꎬ 整个

非洲和拉丁美洲都是第三世界ꎮ①埃切维里亚政府认识到ꎬ 支持中国重返联合

国和安理会的国家和组织日益增加ꎬ 孤立中国的政策不能继续下去ꎮ②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ꎬ 中国和墨西哥对第三世界国家身份的解读是基本一致的ꎬ 这种国

家身份认同在两国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可以体现: “中国和墨西哥作为第三世界

—８９—

①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ꎬ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１９９４ 年ꎬ 第 ６００ － ６０１ 页ꎮ
冯秀文: « “不要忘记第三世界的朋友” ———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里亚访问记»ꎬ 载 «百年

潮»ꎬ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６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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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ꎬ 坚决拒绝已受到历史谴责的霸权行径和新老殖民主义ꎮ”①这种身份认

同促使墨西哥主动缓和两国政治关系: 首先ꎬ 墨西哥明确支持恢复中华人民

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立场ꎻ 其次ꎬ 墨西哥主动断绝了同台湾地区当局

的 “外交关系”ꎻ②最后ꎬ １９７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与墨

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在纽约签署了建交公报ꎮ③

在此期间墨西哥和中国经济合作期望较低ꎬ 经济合作没有成为影响两国

关系的突出要素ꎮ 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双方合作层次低ꎬ 双方合作的

领域多为农业和简单工艺品ꎬ 与墨西哥期望的工业贸易相差甚远ꎮ 墨西哥对

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为棉花、 糖、 谷物、 纱线和纺织品ꎬ 中国将大米、 罐头

等食品ꎬ 以及线、 生丝、 纸和动物毛发、 皮革等产品投放到墨西哥市场ꎮ 二

是双方贸易量波动大ꎬ 且总量十分有限ꎮ 就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总额来说ꎬ

１９７３ 年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额为 １３００ 万美元ꎬ 到 １９７５ 年却显著下降了 ７５％ ꎬ
到 １９７６ 年年底ꎬ 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总额仅为 ８６０ 万美元ꎬ 仅占墨西哥当时

进口总额的 ０ １４％ (见表 ３)ꎮ

表 ３　 埃切维里亚政府期间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 (单位: 亿美元ꎻ％ )

年份
中国对墨西哥的

出口总额
较上年

出口增幅
墨西哥

进口总额
自华进口占墨西哥
进口总额的比重

１９７３ ０ １３ / ０ ３８ ０ ３４

１９７４ ０ ３５ １７０ ０ ６１ ０ ５８

１９７５ ０ ０９ － ７５ ０ ６６ ０ １３

１９７６ ０ ０９ ０ ０ ６０ ０ １４

资料来源: ＩＭＦꎬ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ｉｍｆ ｏｒｇ /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ａｓｐｘ? ｋｅｙ ＝ ６１７２６
５０７ [２０２２ － ０８ － １５]

就墨西哥对中国的出口总额来看ꎬ １９７３ 年墨西哥的出口价值为 ３９００ 万美

元ꎬ 但第二年便下降了 ５６％ ꎬ 虽然出口额在 １９７５ 年又恢复了 ４９％ ꎬ 但到

１９７６ 年又下降了 ６２％ ꎬ 仅占墨西哥总出口的 ０ ２８％ (见表 ４)ꎮ

—９９—

①

②

③

«关于墨西哥合众国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公报»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站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ｊｒｚｇ / ２０１３ － ０６ / ０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４１９８４４ ｈｔｍ [２０２２ － ０８ － １５]
«墨西哥外交部发表声明ꎬ 宣布墨西哥政府同蒋介石集团 “断交”»ꎬ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７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第 ６ 版ꎮ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墨西哥合众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ꎬ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７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第 １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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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埃切维里亚政府时期墨西哥对中国的出口 (单位: 亿美元ꎻ％ )

年份
墨西哥对

中国的出口总额
较上年

出口增幅
墨西哥

出口总额
对华出口占墨西哥出

口总额的比重

１９７３ ０ ３９ － ２２ ６１ １ ７２

１９７４ ０ １７ － ５６ ２９ ９３ ０ ５７

１９７５ ０ ２５ ４９ ２９ １６ ０ ８７

１９７６ ０ １０ － ６２ ３４ ６９ ０ ２８

资料来源: ＩＭＦꎬ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ｉｍｆ ｏｒｇ /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ａｓｐｘ? ｋｅｙ ＝ ６１７２６５
０７ [２０２２ － ０８ － １５]

墨西哥仅仅在经济层面将自己界定为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ꎬ 墨西哥政

府并未打算参加第三世界国家相关的政治会议ꎬ 墨西哥政府甚至担心与国内

保守派团体发生冲突而不愿意公开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ꎮ 在经

济领域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认同使得墨西哥与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接触ꎬ
当中国无法满足墨西哥的经济合作期望时ꎬ 墨西哥政府便没有足够的动力高

度重视与中国的关系ꎮ
(二) 中墨身份认知差异ꎬ 经济合作空间有限 (１９８８—１９９４ 年)
卡洛斯萨利纳斯执政时期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ꎬ 优先考虑与美国

的关系ꎮ 萨利纳斯总统于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发表就职演说ꎬ 称在对外政策方面

要更加重视经济效益ꎬ 寻求与美国关系新的平衡ꎮ 在亚太地区ꎬ 墨西哥对日

关系的优先性高于中国ꎬ 因为墨西哥政府认为日本带给墨西哥的经济收益远

高于中国ꎮ
墨西哥政府在 «１９８９—１９９４ 年国家发展计划» 中描述墨西哥的国家身份

为奉行自由主义的工业化国家ꎬ 区域一体化的趋势最终将使墨西哥政府专注

于实现与美国的一体化ꎮ 当时的墨西哥并未将中国视为自由主义的工业化国

家ꎬ 因此ꎬ 没有制定战略来促进与中国的合作ꎬ 中墨经济合作总量仍然十分

有限ꎬ 并且增长趋势十分不稳定ꎬ 大多数年份处于负增长 (见表 ５)ꎮ

表 ５　 萨利纳斯政府时期墨西哥对中国的出口 (单位: 亿美元ꎻ％ )

年份
墨西哥对

中国的出口总额
较上年

出口增幅
墨西哥

出口总额
对华出口占墨西哥
出口总额的比重

１９８９ ０ ８０ － ５０ ２３０ ４８ ０ ３９

１９９０ ０ ６０ － ２６ ２７１ ６７ ０ ２４

１９９１ １ ４８ １２３ ４２７ １０ ０ ３５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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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 １ ４４ － ２ ４６２ ００ ０ ３１

１９９３ ０ ４５ － ６９ ５１８ ８６ ０ ０９

１９９４ ０ ４２ － ６ ６０８ ８２ ０ ０７

资料来源: ＩＭＦꎬ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ｉｍｆ ｏｒｇ /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ａｓｐｘ? ｋｅｙ ＝ ６１７２６
５０７ [２０２２ － ０８ － １５]

除双方贸易总量较低之外ꎬ 墨西哥和中国的产品在北美市场还存在严重

竞争关系ꎮ 萨利纳斯政府制定关税税率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行动ꎬ 更加恶化了

墨西哥与中国的双边关系ꎮ 据墨西哥外交部称ꎬ 墨西哥对中国的萤石征收

１５％的关税ꎬ 对某些类型的纱线和织物征收超过 ５００％ 的关税ꎮ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ꎬ
墨西哥政府公布了一系列反补贴措施ꎬ 进一步加剧了与中国的紧张关系ꎮ 在

政治领域ꎬ 萨利纳斯政府主张与中国台湾当局和解ꎬ 作为其促进墨西哥在东

亚出口战略的一部分ꎬ 这极大恶化了墨西哥与中国的关系ꎮ 萨利纳斯总统认

为ꎬ 墨西哥和中国政府从身份上来讲根本不可能合作ꎬ 与台湾当局进行经济

合作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ꎮ 例如ꎬ １９９１ 年墨西哥高级官员访问中国台湾省

台北市ꎬ 引发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的抗议活动ꎮ
直到萨利纳斯总统执政结束前ꎬ 墨西哥和中国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ꎬ

由于缺乏共同的身份认同和经济合作期望ꎬ 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并未被墨西哥政

府视为高度优先事项ꎮ 在萨利纳斯执政期间ꎬ 墨西哥将自己界定为自由主义工

业国家ꎬ 将经济合作重心放在了西方工业国家ꎬ 因此ꎬ 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处于

不稳定状态ꎬ 涉及贸易保护和制裁措施ꎮ 这一阶段是两国关系的低谷时期ꎮ
(三) 中墨身份认知差异ꎬ 经济合作空间巨大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
费利佩卡尔德龙执政期间ꎬ 墨西哥和中国在政治领域的身份认知存在

差异ꎬ 尤其是在民主制度和民主的文化功能方面ꎬ 这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ꎮ
两国之间虽然在经济层面拥有巨大合作空间ꎬ 却未形成高度制度化的合作机

制ꎮ 墨西哥依旧把美国作为外交工作的重心ꎬ 没有把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放在

首要位置ꎮ 卡尔德龙政府的国家发展计划表明ꎬ 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优先

事项与促进民主价值观相对应ꎬ 当时墨西哥和中国对民主的理解存在分歧ꎬ
墨西哥并不认可中国为民主国家ꎮ

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空间缓和着中墨关系ꎬ 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ꎮ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７ 日ꎬ 卡尔德龙总统和胡锦涛主席在柏林举行了会谈ꎬ 双方就深

化 “中墨战略伙伴关系” 表达了看法ꎮ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ꎬ 中墨两国政府签署了

«反补贴配额过渡贸易协定»ꎬ 墨西哥将取消中国在 ２００１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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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制定的反倾销措施ꎮ 就对外贸易来说ꎬ 尽管在卡尔德龙总统执政期间墨西

哥对中国的出口总额每年都在增长ꎬ 执政头三年墨西哥对中国的出口分别增

长了 １３％ 、 １０％和 ６％ ꎬ 直到执政结束时ꎬ 墨西哥对中国的出口仅占墨西哥

出口总额的 １ ７７％ (见表 ６)ꎮ

表 ６　 卡尔德龙政府时期墨西哥对中国的出口 (单位: 亿美元ꎻ％ )

年份
墨西哥对

中国的出口总额
较上年

出口增幅
墨西哥

出口总额
对华出口占墨西哥
出口总额的比重

２００７ ２２ ２４ １３ ２７１８ ７５ ０ ８２

２００８ ２４ ４１ １０ ２９１３ ４３ ０ ８４

２００９ ２５ ８９ ６ ２２９７ ０４ １ １３

２０１０ ４６ ６０ ８０ ２９８４ ７３ １ ５６

２０１１ ６４ １６ ３８ ３４９４ ３３ １ ８４

２０１２ ６５ ４６ ２ ３７０７ ７０ １ ７７

资料来源: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０１]

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也在不断增长ꎬ 在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分别增长了

２１％ 和 １６％ ꎬ ２０１０ 年中国出口再次增长至 ４０％ ꎬ 到卡尔德龙政府任期结束

时ꎬ 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占墨西哥进口总额的 １５ ４５％ ꎬ 创下双边贸易的新纪

录 (见表 ７)ꎮ

表 ７　 卡尔德龙政府时期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 (单位: 亿美元ꎻ％ )

年份
中国对墨西哥
的出口总额

较上年
出口增幅

墨西哥
进口总额

自华进口占墨西哥进口
总额的比重

２００７ ３０３ ３３ ２１ ２８１９ ４９ １０ ７６

２００８ ３５２ ６１ １６ ３０８６ ０３ １１ ４３

２００９ ３２８ ５２ － ７ ２３４３ ８５ １４ ０２

２０１０ ４５９ ７８ ４０ ３０１４ ８２ １５ ２５

２０１１ ５２６ １９ １４ ３５０８ ４３ １５ ００

２０１２ ５７２ ９３ ９ ３７０７ ５２ １５ ４５

资料来源: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０１]

经济合作期望对两国关系起推动促进作用ꎬ 身份认同因素则决定着两国关

系的发展程度ꎬ 卡尔德龙总统执政期间中墨政治身份认知差异限制了两国关系

的进一步发展ꎮ ２００９ 年 ４—５ 月ꎬ 受墨西哥甲型流感病毒 (Ｈ１Ｎ１) 疫情影响ꎬ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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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要求一批墨西哥人抵华后进行隔离ꎬ 这种情况被墨西哥媒体夸大后在

墨西哥国内产生了负面效应ꎮ 卡尔德龙总统认为墨西哥的感染病例比中国的非

典型肺炎 (ＳＡＲＳ) 病例多是因为墨西哥政府公布的数据更加透明ꎮ 作为反击ꎬ
中国决定关闭其在墨西哥的领事馆两周ꎬ 并临时暂停直航的服务ꎮ

受两国临时暂停政治关系的影响ꎬ 中国企业在墨西哥的投资信心下降ꎬ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 年中国对墨西哥直接投资存量虽然从 １ ５１ 亿美元增长至 ５ ２４ 亿

美元ꎬ 主要涉及能源、 基础设施、 制造业、 矿业、 金融等领域ꎮ 相比其他拉

美国家ꎬ 中国对墨西哥的投资规模相对有限ꎬ ５ ２４ 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规模仅

相当于中国对厄瓜多尔直接投资额的一半ꎬ 甚至不到中国对巴西直接投资额

的 １ / ４ꎬ 这与墨西哥身为拉美地区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极不相称ꎮ①

(四) 中墨身份认知相似ꎬ 经济领域密切合作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２ 年恩里克培尼亚涅托正式就任墨西哥总统ꎬ 此时全球经济不断

复苏ꎬ 世界各国开展多边合作以实现共同发展目标ꎮ 全球政治局势开始出现

新的动态ꎬ 奥巴马政府推出转向亚洲政策ꎬ 中国推出 “一带一路” 倡议ꎬ 全

球事务受到两国之间日益紧张关系的影响ꎮ 中美两国都是墨西哥的重要贸易

伙伴ꎬ 墨西哥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国家发展计划» 中明确了墨西哥政府的主要

行动方针ꎬ 其中和中国进行接触被认为是特别优先事项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ꎬ 习近

平主席与培尼亚总统进行对话ꎬ 两国认识到它们的共同利益是优先发展经济ꎬ
这是墨西哥实现对中国身份认知转变的重要因素ꎮ 培尼亚总统承认ꎬ 中国已

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和国际关系中的平衡力量ꎬ 他也表示墨西哥和中

国都是新兴经济体ꎬ 两国元首宣布将中墨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ꎮ 中墨两国都在努力以相似的身份达成对彼此的积极认同ꎬ 其中最重要的

相似身份就是 “发展中国家” 和 “新兴经济体”ꎮ 除了传统的经济领域合作ꎬ
两国还签署了两项文化和法律合作条约ꎬ 第一项条约涉及文物的保护、 移交

和归还等议题ꎬ 第二个条约旨在促进中墨海关行政事务的互助ꎬ 以保护国际

贸易供应链的安全ꎮ②

—３０１—

①

②

李紫莹: «中国与墨西哥经贸合作的发展趋势与前景»ꎬ 载 «国际贸易»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９ 期ꎬ 第

３４ 页ꎮ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Ｍｕｔｕ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Ｍａｔｔｅｒｓ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３ꎬ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ｌｉｃａｃｉｏｎｅｓ ｓｒｅ ｇｏｂ ｍｘ / ｔｒａｔａｄｏｓ / ＡＲＣＨＩＶＯＳ / ｃｈｉｎａ ＿ ａｓｉｓｔ ＿ ａｄｍｖａ ＿ ａｓｕｎｔｏｓ ＿
ａｄｕａｎｅｒｏｓ ｐｄｆ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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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和中国的贸易给两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ꎬ 稳步上升的合作期

望同步强化了墨西哥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的看法ꎮ 在培尼亚总统执政期间ꎬ
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总额几乎每年都在上升ꎬ 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ꎬ ２０１８ 年

年底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占到了墨西哥进口总额的 １８ ０６％ (见表 ８)ꎮ

表 ８　 培尼亚政府时期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 (单位: 亿美元ꎻ％ )

年份
中国对墨西哥的

出口总额
较上年

出口增幅
墨西哥

进口总额
自华进口占墨西哥
进口总额的比重

２０１３ ６１６ １９ ８ ３８１２ １０ １６ １６

２０１４ ６６５ ４９ ８ ３９９９ ８４ １６ ６４

２０１５ ７０２ ４３ ６ ３９５２ ３４ １７ ７７

２０１６ ６９８ １０ － １ ３８７ ０７ １８ ０４

２０１７ ７４４ ８２ ７ ４２０３ ９５ １７ ７２

２０１８ ８３８ ７４ １３ ４６４３ ０２ １８ ０６

资料来源: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０５]

这一时期中国对墨西哥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ꎬ 推动了

墨西哥国内的经济发展ꎮ 尽管在 ２０１５ 年受到高铁投标事件的影响ꎬ 中国对墨

西哥的直接投资额相较 ２０１４ 年出现了小幅波动ꎬ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中国对墨西哥

直接投资的涨幅均超过了 ５０％ (见表 ９)ꎮ

表 ９　 培尼亚政府时期中国对墨西哥的直接投资 (单位: 亿美元ꎻ％ )

年份
中国对墨西哥的

直接投资额
较上年

投资增幅
墨西哥的

外国直接投资总额
中国投资占墨西哥外国直接

投资总额的比重

２０１３ ０ ６５ － ５３ ４８２ １７ ０ １４

２０１４ １ ３５ １０８ ３０４ ５ ０ ４４

２０１５ ０ ８２ － ３９ ３５４ ３７ ０ ２３

２０１６ １ ５２ ８５ ３１０ ６７ ０ ４９

２０１７ ２ ７７ ８１ ３４２ ００ ０ ８１

２０１８ ４ １５ ５０ ３３７ ４０ １ ２３

资料来源: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ｂ ｍｘ / ｓｅ /
ａｃｃｉｏｎｅｓ － ｙ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ｓ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ｉｄａｄ － ｙ －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ｄａｄ －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 ｅｘｔｒａｎｊｅｒａ － ｄｉｒｅｃｔａ? ｓｔａｔｅ ＝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０１]

除了进出口贸易合作ꎬ 墨西哥和中国还在经济和文化等多个领域开展了

大量合作ꎮ 两国签署了多项外交合作文件ꎬ 如八项关于促进投资和产业合作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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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谅解备忘录ꎬ 以及就技术合作、 工业产权合作、 墨西哥石油公司与中国石

油公司的合作、 墨西哥石油公司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合作等签署合作文件ꎮ
除此之外ꎬ 两国元首宣布 ２０１５ 年为 “墨西哥旅游年”ꎬ 开展了多项活动推动

中国游客前往墨西哥ꎮ 自此之后ꎬ 两国的文化交流取得重大进展ꎬ 学术交流

和奖学金项目不断发展ꎬ 联合科研不断增多ꎮ
墨西哥将中国看作外交关系中的优先事项ꎬ 当两国出现矛盾时ꎬ 墨西哥

反应迅速、 避免恶化两国关系ꎬ 如 ２０１４ 年的高铁投标事件ꎮ 墨西哥政府发起

了与墨西哥城—克雷塔罗高铁建设、 运营和维护相关的国际公开招标ꎬ 中方

企业铁建总公司中标三天后墨西哥政府宣布取消此次招标结果ꎬ 某些墨西哥

政客和大众媒体暗示其中可能涉及腐败行为ꎮ 这种情况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严

重担忧ꎬ 因为这是中国在当地的第一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ꎬ 墨西哥政府迅速

做出反应ꎬ 同意向中国企业铁建总公司提供经济补偿ꎬ 显示了培尼亚政府与

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意图ꎮ
２０１７ 年ꎬ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重新谈判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中的

部分条款ꎬ 制定更严格的移民政策ꎮ 在这种形势下ꎬ 墨西哥更加重视与中国

的关系ꎬ 寻求在中美两国之间找到平衡点ꎮ 培尼亚政府在重新谈判 «北美自

由贸易协定» 时表示ꎬ 墨西哥同样愿意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ꎬ 寻求与

中方在贸易、 投资、 能源、 电信、 旅游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

与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成员国签署了 «圣地亚哥宣

言»ꎬ 旨在扩大多边合作ꎬ 重点关注政治、 安全、 贸易投资、 基础设施等多方

面议题ꎮ①

综上可见ꎬ 身份认同和经济合作期望得到满足对促进中墨两国关系深入

发展具有影响ꎬ 并提高了中国在墨西哥外交事务中的重要性ꎮ 在这一时期ꎬ
墨西哥将中墨两国都看作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ꎻ 尽管美国给中墨关系造

成了一定阻碍ꎬ 但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广泛利益使得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ꎮ

四　 结论与启示

上述四个研究案例肯定了文章最初所提出的假设ꎬ 即具有相似的身份认

—５０１—

① « “一带一路” 为中拉合作锦上添花 (专家解读 “一带一路”)»ꎬ 环球网ꎬ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６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６０８０３６１０５６５０９２５０４０＆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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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且彼此的经济合作期望得到满足时ꎬ 墨西哥政府会将中国置于外交关系中

的优先地位ꎮ 相比之下ꎬ 当两国的身份认知不同或双方的经济期望没有得到

积极满足时ꎬ 双边关系往往会变得脆弱ꎮ 中墨两国的身份认同度越高ꎬ 经济

合作期望对外交关系的促进作用也会进一步强化ꎬ 墨西哥将高度重视与中国

的关系ꎮ 第一个案例路易斯埃切维里亚执政时期ꎬ 国际格局和国内背景为

墨西哥政府接触中国提供了良好的契机ꎬ 墨西哥和中国在国家身份中发现了

共同特征ꎬ 墨西哥将自己和中国都看作是第三世界国家ꎬ 开始缓和与中国的

关系ꎮ 但当时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并没有帮助墨西哥解决国内经济发展的问题ꎬ
墨西哥担心过度接触中国会影响其与美国的关系ꎬ 因此ꎬ 这届墨西哥政府没

有足够的动力来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关系ꎮ 第二个案例卡洛斯萨利纳斯执政

时期ꎬ 国际经济区域一体化盛行ꎬ 墨西哥将自己看作是自由主义经济的工业

化国家ꎬ 当时墨西哥的外交重心是通过签署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实现与美

国的经济一体化ꎮ 当时中国工业尚不发达ꎬ 被墨西哥看作发展中国家ꎬ 因此ꎬ
两国之间经济合作的收益十分有限ꎮ 在身份认同和经济合作收益均有限的影

响下ꎬ 墨西哥与中国的关系处于低谷时期ꎮ 第三个案例费利佩卡尔德龙执

政期间ꎬ 中墨两国的经济合作总量逐年上升ꎬ 但是两国在民主、 人权和可持

续发展等意识形态领域存在巨大分歧ꎬ 此时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并未被视为墨

西哥的首要任务ꎮ 第四个案例是恩里克培尼亚涅托总统执政期间ꎬ 中墨

双方认同了彼此的发展中国家身份ꎬ 强化了经济合作的稳定预期ꎬ 此时墨西

哥从中国进口的份额占其进口总量的最大份额ꎬ 中国对墨西哥的对外直接投

资也处于高速增长时期ꎮ
综上所述ꎬ 身份认同和经济合作相互期望决定着中国在墨西哥外交议程

中的优先性ꎬ 经济合作期望的满足能够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ꎬ 身份认同决定

着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程度ꎮ 身份认同的优先级高于经济合作期望ꎬ 当一国

将对方看作对手或敌人时ꎬ 巨大的经济合作空间也无法阻挡两国关系的恶化ꎮ
上述结论对中国和墨西哥未来双边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ꎮ

第一ꎬ 拓展中墨双方经济合作深度ꎬ 扩大双方经济合作期望ꎮ 经济合作

期望是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ꎬ 从中长期看ꎬ 中国可以为墨西

哥提供新的发展模式和合作方向ꎬ 中国企业有资金、 有技术ꎬ 更有开拓墨西

哥市场的强烈意愿和兴趣ꎬ 可以成为该地区国家迈向新发展模式的可靠合作

伙伴ꎮ 中国和墨西哥可以积极深化产能合作ꎬ 促进电子商务合作ꎬ 平衡贸易

结构ꎮ 在此过程中ꎬ 共建 “一带一路” 能够成为中墨对接合作需求的平台ꎬ

—６０１—



身份认同、 经济合作与墨西哥的对华政策　

助力该地区国家释放更多的发展潜能ꎮ
第二ꎬ 巩固发展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ꎬ 深化两国之间政治认同ꎮ 中

国和墨西哥都是发展中国家ꎬ 处在相似的发展阶段ꎬ 肩负着相同的发展任

务ꎮ ２０１３ 年ꎬ 中墨两国元首宣布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ꎬ 中

墨双边关系处于历史以来黄金时期ꎮ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ꎬ 中墨两国在抗击

疫情方面一直保持紧密的交流与合作ꎬ 增强了政治互信ꎬ 借此机遇中墨双

方可以进一步深化政治认同ꎬ 加强双方在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等领域

的深度合作ꎬ 打造中墨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ꎮ 除此之外ꎬ 中国可以加强

与拉美多边组织的联系ꎬ 通过加强与包括墨西哥在内的太平洋联盟国家的

合作ꎬ 强化亚太区域发展理念ꎬ 提出中国与墨西哥关系发展的中长期规划

和建议ꎮ
第三ꎬ 重视对墨西哥公共外交ꎬ 深化两国社会和文化认同ꎮ 国家身份包

括内部自我认知和外部认知两个方面ꎬ 中国除了重视自我身份的构建ꎬ 还要

重视对墨西哥的身份传播ꎬ 即构建墨西哥对中国的身份认知ꎮ 中国的国家形

象是墨西哥公众对中国国家性质和行为特点的整体价值判断和情感取向ꎬ 公

共外交可以将关于中国的零散信息进行整合ꎬ 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认知环境ꎬ
避免墨西哥公众受到个别媒体误导而片面认知中国形象ꎮ 中国需要关注墨西

哥国内民众的信息诉求ꎬ 对关于中国的负面信息及时做出反馈ꎬ 合理利用新

媒体平台ꎬ 提高公共外交传播的有效性ꎬ 深化墨西哥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

认同ꎮ
(责任编辑　 王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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