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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中拉关系的发展历程划分为 ３
个阶段ꎮ １９７８—２００１ 年为第一阶段ꎬ “高访驱动” 是主线ꎬ 主要成

就包括中国扩大和巩固在拉外交阵地ꎬ 与部分拉美国家深化和升级

双边关系ꎬ 中国复关 / 入世得到拉美国家的理解和支持ꎮ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２ 年为第二阶段ꎬ “贸易驱动” 是主线ꎬ 主要成就包括中拉贸易

实现 “三级跳”ꎬ 贸易、 投资、 金融合作全面展开ꎬ 中拉双边关系

形成三层次、 多元化大格局ꎮ ２０１３ 年以来为第三阶段ꎬ 整体合作

是主线ꎬ 主要成就包括中拉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ꎬ 中拉经贸合作

跨入 “金融驱动” 阶段ꎬ 中拉开始对接 “一带一路”ꎮ 在中拉关系

发展诸多成就中ꎬ 准确把握拉美地区的 ３ 个特点、 构建中拉关系的

“四梁八柱” 是两项突出成就ꎮ 中拉双方正在进行新一轮战略调

适ꎬ 向拉美国家阐明中国新时代发展战略的经济意义ꎬ 展现中国继

续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ꎬ 支持拉美一体化和拉美国家团结ꎬ 分析总

结经贸合作经验ꎬ 探索多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合作机制ꎬ 将有助于推

进中拉整体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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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和文献综述

２０１８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ꎮ 本文拟从改革开放角度回顾 ４０ 年来中

拉关系发展历程ꎬ 梳理发展成就ꎬ 并提出如何进一步促进中拉关系发展的

思考ꎮ
回顾一段历史往往会从划分阶段开始ꎮ 贺双荣主编的 «中国与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① 基本按年代划分ꎬ 将 １９７８ 年以来的中拉关系发展进

程划分为 １９７８—１９８８ 年、 １９８９—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３ 个阶段ꎬ 将改革开

放、 苏东剧变 (１９８９—１９９１ 年)、 新千年作为主要参考节点ꎮ 郑秉文等学者

的 «中国与拉美关系 ６０ 年: 总结与思考»② 一文也基本按年代划分为 １９７８—
１９９２ 年、 １９９３—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１ 年以来 ３ 个阶段ꎬ 将改革开放、 中国与巴西建

立战略伙伴关系 (１９９３ 年)、 美国 “９１１ 事件” (２００１ 年) 作为主要参考节

点ꎮ 张庆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拉关系的阶段性特色与演变趋势»③ 一文将

中拉关系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ꎬ 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至 ２０００ 年为第一阶段ꎬ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为第二阶段ꎮ 赵重阳等学者的 «进入 “构建发展” 阶段的中拉关

系»④ 一文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拉关系发展划分为自发发展阶段

(１９４９ 年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自主发展阶段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至 ２０１２ 年)
和构建发展阶段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冷战结束、 中共十

八大作为主要参考节点ꎮ 这些学者的阶段划分都有各自的客观性、 合理性ꎮ
国内学者对中拉关系发展从不同视角提出了不同的看法ꎮ 吴洪英等学者

认为ꎬ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中国与拉美国家几乎同步实施了改革开放发展战

略ꎬ 这为中拉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推力和空间ꎬ 为了落实中国领导人提出的

要从战略高度重视拉美ꎬ 建议成立 “中拉论坛”ꎬ 制定中拉合作纲领和相关行

动计划ꎮ⑤ 刘荣根从国家关系、 党际关系、 经贸关系 ３ 个方面总结和分析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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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双荣主编: «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ꎮ
郑秉文、 孙洪波、 岳去霞: «中国与拉美关系 ６０ 年: 总结与思考»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０９ 年增刊 ２ꎮ
张庆: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拉关系的阶段性特色与演变趋势»ꎬ 载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 (社

会科学版)ꎬ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ꎮ
赵重阳、 谌园庭: «进入 “构建发展” 阶段的中拉关系»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ꎮ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课题组: «中国对拉丁美洲政策研究报告»ꎬ 载 «现代国际关

系»ꎬ 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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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以来中拉关系的发展ꎮ① 武菊指出ꎬ 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独立自主、 完

全平等、 互相尊重、 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四项原则ꎬ 同拉美各国政党开展友

好交往与合作ꎮ② 王翠文认为ꎬ 独立自主、 不干涉内部事务是中拉政党互信的

前提ꎬ 互鉴共进、 共同发展是中拉政党交流的主题ꎮ③ 楼项飞认为ꎬ 中拉间的

相互依赖正在从经济相互依赖向多方位相互依赖发展ꎮ④ 谌华侨将中拉关系划

分为 “政治稳定—经济竞争型” 关系、 “政治滞后—经济缓慢型” 关系和

“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型” 关系ꎮ⑤ 围绕着中国的大国战略ꎬ 江时学认为拉美

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是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⑥ꎬ 贺双荣认为拉美是中国构建命

运共同体的重要伙伴⑦ꎮ 绝大部分学者认为美国因素和台湾因素是中拉关系绕

不开的两大重要因素ꎮ 高奇琦认为ꎬ 在中美拉三边关系中ꎬ 中美关系是核心ꎬ
决定着三边互动的基本面⑧ꎮ 有学者对中拉论坛能否支撑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

系和整体合作表示质疑ꎬ 也有国外学者认为 “一带一路” 体现的是中国重塑

国际秩序的 “中国中心” 视野ꎬ 等等ꎮ
上述文献对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拉关系的发展具有建设性的借鉴意义ꎮ

本文以改革开放为视角ꎬ 以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为立足点ꎬ 回顾历程ꎬ 归纳

成就ꎮ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ꎬ 中国成功地实现了阶段性发展战略目标ꎬ 即发展自

己ꎬ 融入世界ꎬ 影响世界ꎮ １９７８—２００１ 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是发展自

己ꎬ 融入世界ꎮ ２００１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是中国融入世界的主要标

志性事件之一ꎬ 中拉关系的主线在此前后发生转换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中国

的世界影响力大幅度提升ꎬ 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及支撑和完善

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台柱之一ꎬ 中拉关系的主线转换升级ꎮ 因此ꎬ 本文以中

国 “入世” 和十八大为主要参考节点ꎬ 将改革开放以来中拉关系的发展历程

划分为 ３ 个阶段ꎬ 即 １９７８—２００１ 年为第一阶段ꎬ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为第二阶段ꎬ
２０１３ 年以来为第三阶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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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荣根: «对中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看法»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ꎮ
武菊: «深化中拉党际交往ꎬ 服务和谐社会建设»ꎬ 载 «当代世界»ꎬ 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ꎮ
王翠文: «中国共产党对拉丁美洲交往的历史进程及启示»ꎬ 载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ꎬ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ꎮ
楼项飞: «复合相互依赖视角下中拉关系的现状与特征»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ꎮ
谌华侨: «中国与拉美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地域性考量»ꎬ 载 «社会主义研究»ꎬ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ꎮ
江时学: «中国大外交中的拉丁美洲»ꎬ 载 «领导科学论坛»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ꎮ
贺双荣: «构建中拉 “命运共同体”: 必要性、 可能性及挑战»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ꎮ
高奇琦: «中美拉三边关系的影响因素及其战略应对»ꎬ 载 «国际观察»ꎬ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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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１９７８—２００１ 年以 “高访驱动” 为主线

在此阶段ꎬ 中拉关系发展的总任务是为改革开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ꎮ
政治领域的主要任务包括巩固和扩大在拉美地区的外交阵地ꎻ 突破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外交孤立和封锁ꎻ 争取拉美国家的理解和支持ꎬ 先是

力争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简称 “关贸总协定”ꎬ ＧＡＴＴ) 缔约国地位ꎬ 后

是加入 ＷＴＯꎬ 实现融入世界ꎮ 经济领域的主要任务是探索扩大经贸合作的途

径和方法ꎬ 促进经贸往来ꎮ 社会领域的主要任务是探索多层次、 多渠道、 多

领域的交流与合作ꎬ 提高相互了解和认知ꎬ 等等ꎮ
(一) 扩大和巩固在拉美地区的外交阵地

截至 １９７８ 年年底ꎬ 拉美地区有 ２８ 个国家ꎬ 但与中国建交的仅有 １２ 个ꎮ
至 ２００１ 年年底ꎬ 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建交国增至 １９ 个ꎮ

１９７８ 年以前中国先后与古巴、 智利、 秘鲁、 墨西哥、 阿根廷、 牙买加、
圭亚那、 巴西、 委内瑞拉、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苏里南、 巴巴多斯建交ꎮ
１９８０—２００１ 年中国虽然先后与 １０ 个拉美国家建交ꎬ 即厄瓜多尔 (１９８０ 年)、
哥伦比亚 (１９８０ 年)、 安提瓜和巴布达 (１９８３ 年)、 玻利维亚 (１９８５ 年)、 尼

加拉瓜 (１９８５ 年)、 格林纳达 (１９８５ 年)、 伯利兹 (１９８７ 年)、 乌拉圭 (１９８８
年)、 巴哈马 (１９９７ 年)、 圣卢西亚 (１９９７ 年)ꎬ 但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 年先后与格林

纳达、 伯利兹和尼加拉瓜 ３ 国断交ꎬ 因此ꎬ 在此期间ꎬ 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建

交国数量增加了 ７ 个ꎮ
中国与主要拉美国家外交关系稳步发展ꎬ 如巴西、 墨西哥、 阿根廷、 委

内瑞拉、 哥伦比亚、 智利、 秘鲁、 古巴、 乌拉圭、 厄瓜多尔、 玻利维亚等ꎮ
在这些拉美国家中ꎬ 除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外ꎬ 其他国家均为资本主义国家ꎮ
中国不以意识形态画线ꎬ 奉行独立自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ꎬ 得

到了这些拉美国家的理解、 认可和接受ꎬ 尤其赞同中国反对霸权主义ꎬ 坚持

不干涉主义的主张ꎮ
中国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全面恢复ꎬ 中国领导人实现了对古巴的首次访问ꎮ

古巴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第一个建交国ꎬ 两国于 １９６０ 年建交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中期至 ７０ 年代末ꎬ 受中苏论战、 中国国内 “文化大革命” 等因素的影响ꎬ
中古关系一度较为冷淡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中国与古巴开始着手修复双边关

系ꎬ １９８９ 年两国外长实现互访ꎬ 两国关系完全恢复ꎮ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中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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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江泽民对古巴进行短暂访问ꎬ 实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对古巴的首访ꎮ
中国在中美洲、 加勒比地区的外交工作有所突破ꎬ 先后与 １ 个中美洲国

家 (尼加拉瓜) 和 ５ 个加勒比国家 (安提瓜和巴布达、 格林纳达、 伯利兹、
巴哈马、 圣卢西亚) 建交ꎬ 尽管此后又与其中的 ３ 国断交ꎬ 但到 ２００１ 年年

底ꎬ 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建交国增加了 ２ 个 (安提瓜和巴布达、 圣卢西亚)ꎬ
使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建交国数量由 １９７８ 年前的 ５ 个增至 ２００１ 年的 ７ 个ꎬ 占

加勒比地区国家数量的一半ꎮ
１９８０—１９８８ 年台湾当局推行 “实质外交”ꎬ 力图与拉美 “非邦交国” 建

立 “官方关系”ꎮ １９８８ 年至 ２０ 世纪末ꎬ 台湾当局推行 “务实外交”ꎬ １９９０ 年

其所谓的拉美 “邦交国” 达到 １６ 个ꎮ １９９３ 年以后台湾当局每年都发动其所

谓的 “邦交国” 支持台湾 “加入联合国”ꎬ 均被联合国拒绝列入联大议程ꎮ
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高ꎬ 加上外交努力ꎬ 一方面ꎬ １９９３—２０００ 年拉美地区的

“台湾入联” 提案国和连署国由 １２ 个减至 ５ 个ꎻ 另一方面ꎬ 巴哈马、 圣卢西

亚先后与中国建交ꎬ ２００１ 年台湾当局在拉美地区的所谓 “邦交国” 减至

１４ 个ꎮ
(二) 高层互访建立互信ꎬ 深化双边关系

１９８１—２００１ 年的 ２０ 年间ꎬ 中国总理访问拉美 ２ 次ꎬ 国家主席访问拉美 ４
次ꎮ 同期ꎬ 拉美建交国和非建交国的总统 (或代总统) 访华 ４８ 次ꎬ 总理访华

８ 次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国总理两次访问拉美ꎮ 第一次 (１９８１ 年 １０ 月) 属于顺

访ꎬ 借助赴墨西哥参加国际会议之机ꎬ 访问了墨西哥ꎮ 尽管如此ꎬ 这次拉美

之行仍被称作中拉关系的 “开拓之行”ꎮ 此访意在阐明中国的外交立场和两项

基本对外政策ꎮ 中国的外交立场是永远站在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一边ꎬ 两

项基本对外政策是: 第一ꎬ 反对霸权主义ꎬ 维护世界和平ꎻ 第二ꎬ 遵循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ꎬ 努力同其他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ꎮ 第二次 (１９８５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１１ 月 １２ 日) 是有史以来中国领导人对拉美地区的首次国事访问ꎬ 重

在 “求同”ꎬ 主要有 ３ 个方面ꎮ 第一ꎬ 提出 “中拉 ８ 个共同点”ꎬ 即双方有共

同的历史遭遇ꎬ 都经历过长期的英勇斗争ꎬ 都肩负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的重

任ꎬ 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ꎬ 都需要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ꎬ 都十分珍惜本国得

来不易的独立ꎬ 都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权ꎬ 都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ꎮ 第

二ꎬ 首倡 “中拉关系 ４ 原则”ꎬ 即和平友好ꎬ 互相支持ꎬ 平等互利ꎬ 共同发

展ꎮ 第三ꎬ 归纳 “中拉合作 ６ 基础”ꎬ 即各有优势、 互有需求ꎬ 相互借鉴ꎬ 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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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愿ꎬ 领域广阔ꎬ 少有恩怨ꎬ 互相信赖、 携手前进ꎮ
１９８９ 年中国发生 “政治风波” 后ꎬ 拉美地区是中国突破西方对中国外交

封锁的重要突破口ꎮ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国家主席杨尚昆应邀访问墨西哥、 巴西、 乌

拉圭、 阿根廷、 智利 ５ 国ꎬ 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拉丁美洲ꎮ 此访的突

出成果是达成了两项共识: 第一ꎬ 拉美国家同中国有广泛的一致利益和共同

利益ꎻ 第二ꎬ 中拉双方应共同为建立相互尊重的新型国际秩序作出努力ꎮ 当

年 ５ 月巴巴多斯总理来华访问ꎬ １１ 月阿根廷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ꎮ 这些

高层互访对中国打破西方国家的外交封锁提供了重要支持ꎮ
１９９３—２００１ 年江泽民主席 ３ 次访问拉美ꎬ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和中

拉关系史上创造了多项第一ꎮ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江泽民主席首访拉美ꎬ 使得中国外

交史上有了第一个 “战略伙伴” ———巴西ꎮ 当时ꎬ 按照时任副总理朱镕基的

定义ꎬ 战略伙伴关系是长期、 稳定、 互利合作的关系ꎮ 访问期间ꎬ 江泽民主

席提出了 “中巴关系 ４ 建议”: 第一ꎬ 增加高层互访ꎬ 密切政治关系ꎻ 第二ꎬ
推动经贸关系发展ꎻ 第三ꎬ 加强民间往来ꎻ 第四ꎬ 在国际事务中密切磋商、
加强协调、 相互支持ꎮ 江主席还提出了 “新型国际经济关系 ４ 主张”: 第一ꎬ
各国不分大小、 贫富ꎬ 一律平等ꎻ 第二ꎬ 各国拥有发展自主权ꎬ 享有资源自

决权ꎻ 第三ꎬ 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ꎬ 发展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ꎻ
第四ꎬ 促进南南合作ꎬ 谋求共同发展ꎮ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至 １２ 月 ３ 日江泽民主席二访拉美ꎬ 打开了建立 “中拉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的窗口ꎬ 即中国与墨西哥建立了 “跨世纪的全面合作伙

伴关系”ꎬ 墨西哥成为中拉关系发展进程中的第一个 “全面合作伙伴关

系” 国ꎮ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江泽民主席三访拉美ꎬ 首次提出 “全面合作关系”ꎮ ４ 月 ６

日ꎬ 江主席在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做了题为 “共同开创中拉友好合作的新世纪”
的重要演讲①ꎮ 首先ꎬ 向拉美地区阐明: 中拉贸易始于 １６ 世纪开辟的 “海上

丝绸之路”ꎬ 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ꎬ 中国发展战略是要在 ２１ 世

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ꎮ 其次ꎬ 向拉美地区承诺: 中国愿同拉美各国共同努

力ꎬ 推动中拉在 ２１ 世纪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 平等互利的全面合作关系ꎮ 最

后ꎬ 提出 ４ 点建议: 增进理解ꎬ 平等相待ꎬ 成为彼此信赖的朋友ꎻ 加强磋商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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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共同开创中拉友好合作的新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

员会的演讲»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７ 日第 １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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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支持ꎬ 在国际上维护中拉正当权益ꎻ 互利互惠ꎬ 共同发展ꎬ 努力扩大经

贸合作ꎻ 面向未来ꎬ 着眼长远ꎬ 建立广泛全面的合作关系ꎮ 时任中国外交部

副部长李肇星评价江主席此次访拉的意义时指出ꎬ 江主席此次访问明确了 ２１
世纪中拉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方向ꎬ 即在 ２１ 世纪建立中拉全面合作关系ꎮ

(三) 中拉经贸合作先慢后快

１９７９—２００１ 年的 ２３ 年间ꎬ 中拉贸易额由 １２ ６ 亿美元①增加到 １２６ 亿美

元②ꎮ 在此期间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至 ９０ 年代初是中拉贸易缓慢增长阶段ꎬ
１９９２ 年双边贸易额仅增至 ２９ ７ 亿美元③ꎮ 当时ꎬ 中拉双方都缺少外汇ꎬ 但彼

此扩大贸易额的意愿都很强烈ꎮ １９８５ 年中国总理访问拉美时ꎬ 提出了易货贸

易的建议ꎬ 使易货贸易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一度成为中拉贸易的重要方

式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拉贸易开始加速ꎬ １９９３ 年的贸易额为 ３７ １ 亿美元ꎬ
１９９５ 年达到 ６１ ２ 亿美元④ꎬ ２０００ 年突破 １００ 亿美元关口ꎮ

１９７９—２００１ 年期间中拉贸易发展有 ４ 个明显特点ꎮ 第一ꎬ 改革开放初期ꎬ
中国向拉美地区以出口初级商品为主ꎬ 从拉美地区进口工业制成品为主ꎮ 例

如中国 １９７８ 年开始向巴西出口原油ꎬ １９８３ 年的出口量达到 ２１４ 万吨ꎬ 从巴西

主要进口钢材、 生铁、 铝锭、 化纤、 纸浆和尿素等工业制成品ꎮ １９８５ 年中国

与古巴签订了一笔 “食糖换贷款” 协议ꎬ 与智利签订了向其出口 １０ 万吨原油

的合同ꎬ 国内学者将这两件事看作中拉经贸合作的大事⑤ꎮ １９７９—１９９３ 年期

间中国在中拉贸易中一直处于逆差地位ꎮ 第二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ꎬ 中拉贸

易结构逆转ꎬ 中国对拉商品出口以工业制成品为主ꎬ 在 １９９４ 年以后的大部分

年份里ꎬ 中国在对拉贸易中居顺差地位ꎮ 第三ꎬ 中国对拉贸易主要集中在巴

西、 墨西哥、 智利、 阿根廷、 巴拿马、 秘鲁、 委内瑞拉和古巴 ８ 个国家ꎬ
２００１ 年中国同这 ８ 个国家的贸易额合计约 １３１ ７ 亿美元ꎬ 占中拉贸易总额的

８８ ２％ ꎮ⑥ 第四ꎬ 中国与墨西哥、 智利、 巴西、 阿根廷、 秘鲁、 圭亚那、 厄瓜

多尔、 哥伦比亚等主要经贸合作伙伴建立了经济和贸易混合委员会ꎬ 这些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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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⑥

贺双荣主编: «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２１２ 页ꎮ

中国国家统计局: “国家数据” 数据库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２０]
④　 贺双荣主编: «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２４６ 页ꎮ
罗烈城: «中国同拉丁美洲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１９８５ 年第 ３ 期ꎮ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国家数据” 数据库中的统计数据计算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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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经贸混委会帮助双方彼此了解ꎬ 促进了双边经贸合作发展ꎮ
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较早实现了 “走出去”ꎮ １９８３ 年中国在智利设立了

在拉美地区的第一家合资公司ꎮ １９９２ 年中国的首都钢铁公司通过竞标ꎬ 收购

了亏损严重的秘鲁铁矿公司ꎬ 成立首钢秘鲁钢铁公司ꎮ 截至当时ꎬ 这是中国

企业在拉美地区的最大投资记录ꎮ 时至今日ꎬ 首钢秘鲁钢铁公司仍然是秘鲁

唯一的钢铁生产企业ꎮ
“资源一号” 卫星开创了 “南南合作” 典范ꎮ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巴西总统访华

期间ꎬ 中国与巴西签订了共同研制地球资源卫星的议定书ꎬ 中国称该项目为

“资源一号”ꎮ 按照计划ꎬ “资源一号” 卫星应于 １９９２ 年发射ꎬ 但由于受诸多

困难和不利因素的影响ꎬ 卫星发射日期多次推迟ꎬ 直到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资源一号” 卫星才成功发射ꎮ 这颗卫星原计划用 ４ 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研制与

发射工作ꎬ 但实际使用了 １２ 年的时间ꎮ 中巴两国政府不仅没有放弃ꎬ 反而大

力支持研制和发射工作ꎬ 这反映了中巴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长期性、 稳定性、
互利合作性ꎮ

(四) 中国的复关 / 入世得到了拉美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关贸总协定成立于 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 中国是其创始成员国之一ꎮ 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 关贸总协定一直没有恢复中国的创始成员国地位ꎮ １９８２
年 １１ 月中国获得关贸总协定观察员身份ꎬ １２ 月中国政府决定申请加入关贸总

协定ꎮ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中国向关贸总协定正式提出恢复缔约国地位的申请ꎬ 从此

开始了长达八年半的 “复关” 历程ꎮ
中国的复关谈判得到了大部分拉美国家的理解和支持ꎬ 其中部分拉美国

家还为中国复关做了大量工作ꎮ １９９２—１９９４ 年是中国复关的冲刺阶段ꎬ 在关

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中ꎬ 有 ７ 个关贸总协定成员国委派代表参与工作ꎬ 其中

有 ４ 个是拉美国家ꎬ 即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ꎮ 同时ꎬ 还有 ８ 个拉

美国家是中国工作组的联系国或观察员国ꎬ 即古巴、 牙买加、 墨西哥、 秘鲁、
乌拉圭、 厄瓜多尔、 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ꎮ 在这 １２ 个拉美国家中ꎬ 除萨尔瓦

多和洪都拉斯外ꎬ 其他 １０ 国均为中国的建交国ꎮ 这些拉美国家对中国复关基

本持支持态度ꎮ １９９４ 年年底ꎬ 在 ＷＴＯ 即将正式成立前夕、 中国即将完成复关

谈判并有可能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 ＷＴＯ 之时ꎬ 以美国为首的个别西方国家

突然向中国发难ꎬ 致使中国复关失败ꎮ
在 “入世” 过程中ꎬ 中国与拉美国家完成入世谈判相当于完成了全部双

边谈判的 １ / ３ꎮ ＷＴＯ 于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成立ꎬ ６ 月 ３ 日中国成为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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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ꎬ ７ 月中国启动入世历程ꎮ 在中国的入世谈判进程中ꎬ 有 ３７ 个 ＷＴＯ 成员国

与中国进行了双边谈判ꎬ 其中 １２ 个是拉美国家ꎬ 即智利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委

内瑞拉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乌拉圭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秘鲁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古

巴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巴西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阿根廷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哥伦比亚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危地马拉、 哥斯达黎加、 厄瓜多尔、 墨西哥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①ꎮ 智利是第一个与中国完成双边谈判的拉美国家ꎮ 到 ２００１ 年年中仍有 ５
个国家未完成与中国的双边谈判ꎬ 其中包括危地马拉、 哥斯达黎加、 厄瓜多

尔、 墨西哥 ４ 个拉美国家ꎬ 但当年 ６ 月份中国已经先后与美国和欧盟就中国

入世的遗留问题达成全面共识ꎬ 消除了中国入世的两个最大障碍ꎬ 中国入世

大局已定ꎮ 在这种局面下ꎬ 危地马拉、 哥斯达黎加、 厄瓜多尔 ３ 国放弃了与

中国的双边谈判ꎬ 而墨西哥则一直坚持谈判ꎬ 直到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才完成ꎬ 墨西

哥因此而成为最后一个与中国完成双边谈判的国家ꎮ

三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以 “贸易驱动” 为主线

加入 ＷＴＯ 以后ꎬ 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ꎬ 在工业制成品出口大幅度增长

的同时ꎬ 对能源、 原材料、 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进口需求也大幅度增长ꎮ 受

中国国内这些因素的影响ꎬ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中拉经贸合作出现跨越式发展ꎮ
(一) 中拉贸易 “三级跳”ꎬ 贸易、 投资、 金融合作全面展开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中拉贸易额在较短的时间内突破了 ２００ 亿、 １０００ 亿、 ２０００
亿美元ꎮ ２００３ 年达到 ２６８ 亿美元ꎬ 仅仅 ３ 年后 (２００７ 年) 就达到 １０２７ 亿美

元ꎬ 又一个 ３ 年后 (２０１１ 年) 达到 ２４１４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２ 年创造了阶段性峰值ꎬ
达到 ２６１３ 亿美元ꎮ②

中拉贸易 “三级跳” 展现了中拉之间的高度互补性ꎮ 同拉美国家相比ꎬ
中国拥有三大突出优势ꎬ 即国内市场规模庞大ꎬ 工业体系完整ꎬ 劳动力资源

丰富ꎮ 同中国相比ꎬ 拉美地区的突出优势是能源、 矿产、 农业资源丰富ꎮ 因

此ꎬ 中拉贸易有两个突出特点ꎮ 第一ꎬ 中国向拉美地区主要出口工业制成品ꎬ
从拉美地区主要进口资源类初级产品ꎬ 尤其是铁矿石、 大豆等大宗商品ꎬ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中国从巴西进口的铁矿石由 ２９７７ 万吨增至 １６４２０ 万吨ꎬ 从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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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括号内是与中国完成双边谈判的时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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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阿根廷进口的大豆由 ６６８ 万吨增至 ２９７９ 万吨ꎮ 中国大幅度增加这些大宗

商品的进口量ꎬ 在较大程度上提高了其国际市场价格ꎮ 中国从巴西进口铁矿

石的年均价由 ２００２ 年的 ２７ 美元 /吨提高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３８ 美元 /吨ꎬ 从巴西、
阿根廷进口大豆的年均价由 ２２５ 美元 /吨提高至 ６０４ 美元 /吨ꎮ① 中国的进口量

大幅度增加ꎬ 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ꎬ 不仅使拉美国家的出口收入大幅度

增加ꎬ 还带动了大量外资流入拉美地区ꎬ 拉美地区出现了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的

第一个经济繁荣周期ꎮ 第二ꎬ 中拉贸易整体上保持平衡ꎮ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中国

对拉贸易的年均平衡值为 － ２ ４ 亿美元②ꎬ 其含义是在对拉贸易中ꎬ 中国的年

均贸易逆差约为 ２ ４ 亿美元ꎮ 但是ꎬ 在 ３３ 个拉美国家中ꎬ 中国对 ２８ 个国家长

期处于贸易顺差地位ꎬ 只对 ５ 个国家 (智利、 巴西、 委内瑞拉、 秘鲁、 哥斯

达黎加) 处于逆差地位ꎮ
墨西哥是中国在拉美地区较为特殊的贸易伙伴ꎮ 墨西哥的 “客户工业”

(出口加工业) 规模较大ꎬ 主要面向美国市场ꎬ 汽车、 家电、 电子、 纺织服装

等是主要行业ꎮ 随着墨西哥客户工业出口规模扩大ꎬ 墨方从中国进口零配件、
中间产品、 半成品的贸易额大幅度上升ꎬ 两国之间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内

贸易ꎬ 为墨方客户工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ꎮ 中国向墨西哥出口的零

配件、 中间产品、 半成品等产品相当一部分是经由第三国转口到墨西哥的ꎬ
但墨西哥按原产地原则进行进口统计ꎬ 所以ꎬ 按照墨方的统计ꎬ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墨西哥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贸易额由 ６２ ７ 亿美元增至 ５６９ ３ 亿美元ꎬ 其对华

贸易逆差由 ５６ ２ 亿美元增至 ５１２ １ 亿美元ꎮ③ 同时ꎬ 中墨两国在美国市场和

墨西哥本土市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ꎮ 这些因素使墨方对中墨双边经贸合

作带有一定程度的偏见ꎮ
中国与智利、 秘鲁、 哥斯达黎加 ３ 国签订了自贸协定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中国

与智利签订自贸协定ꎬ 这是中国与拉美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ꎬ 当时ꎬ
该协定主要是货物贸易协定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中智两国签署了关于服务贸易的补

充协定ꎬ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又签署了关于投资的补充协定ꎬ 至此ꎬ 中智两国自贸协

定涵盖了商品、 服务和投资三大领域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中智两国签订自贸协定升

—０２—

①

②

③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的统计数据计算ꎮ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２８]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 “国家数据” 数据库相关统计数据计算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２２]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统计数据ꎬ 以墨西哥为 “报告方”ꎬ 以中国为其 “伙伴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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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议定书ꎬ 双边零关税产品比例高达 ９８％ 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中国和秘鲁签订自贸

协定ꎬ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正式生效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中国与哥斯达黎加签订自贸协

定ꎬ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正式生效ꎮ
拉美地区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二大目的地ꎮ ２００２ 年中国对拉美地区

直接投资流量约为 １０ ４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１ 年达到 １１９ ４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２ 年回落至

６１ ７ 亿美元ꎮ 在此期间ꎬ 中国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存量由 ４６ ２ 亿美元增至

６８２ １ 亿美元ꎮ① 拉美地区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和总存量中所占的比重

均居第二位ꎬ 仅次于亚洲ꎮ 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非金融类和金融类两大类ꎮ
中国在拉美地区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 矿产、 基础设施、 农

业等领域ꎬ 金融类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英属开曼群岛ꎮ 这

两个群岛是全球著名的 “税收天堂” 和离岸金融中心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中国对

拉美地区直接投资年均流量约 ７９ ３ 亿美元ꎬ 其中 ６８ ９ 亿美元流向这两个群

岛ꎬ 约占地区流量的 ８７％ ꎮ ２０１２ 年中国在这两个群岛的直接投资存量约

６０９ ２ 亿美元ꎬ 占地区存量的 ８９％ ꎮ②

２００５ 年以后ꎬ 中国与拉美地区的金融合作规模迅速扩大ꎬ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年

中国金融机构向委内瑞拉、 巴西、 阿根廷、 厄瓜多尔等近 ２０ 个拉美国家累计

发放贷款 ８００ 多亿美元ꎬ 主要用于支持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 民生工程、 资

源开发等项目ꎮ
(二) 中拉双边关系形成三层次、 多元化格局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中国国家主席、 国务院总理、 国家副主席共访问拉美 １０
次ꎬ 访问 １２ 个拉美国家ꎮ 同期ꎬ 有 ２０ 个拉美国家的总统 /总理共访问中国

５７ 次ꎮ
高频度的高层互访推进了中拉经贸合作ꎮ 国家主席胡锦涛 ５ 次访问拉美ꎬ

访问 ７ 个国家ꎮ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２ 次访问拉美ꎬ 访问 ５ 个国家ꎮ 国家副主席

曾庆红访问拉美 １ 次ꎬ 访问 ５ 个国家ꎮ 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２ 次访问拉美ꎬ
访问 ８ 个拉美国家ꎮ 国家领导人的这些访问在中拉经贸合作目标、 推进自由

贸易、 争取市场经济地位、 避免双重征税、 达成投资保护协定等方面都取得

多项突破和重大进展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国家主席胡锦涛首访拉美ꎬ 宣布争取将中

拉双边贸易额到 ２０１０ 年突破 １０００ 亿美元ꎬ 中国在拉直接投资存量翻番ꎻ 宣

—１２—

①

②

贺双荣主编: «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３４３ 页ꎮ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国家数据” 计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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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启动中国与智利的自贸协定谈判ꎻ 获得巴西、 阿根廷、 智利、 秘鲁等拉美

国家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ꎬ 等等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温家宝总理二访拉美ꎬ
与巴西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十年合作规划»ꎬ 这

是中国与拉美国家签署的第一份长期合作规划ꎮ 截至 ２０１２ 年年底ꎬ 中国与 ７
个拉美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ꎬ 与 １４ 个拉美国家签订了投资保护

协定ꎮ
双边关系深化升级ꎬ 形成了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 战略伙伴关系 ＋ 多种

友好关系” 的中拉关系格局ꎮ 中国与巴西的双边关系升级为 “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ꎬ 与墨西哥、 秘鲁、 阿根廷、 委内瑞拉、 智利 ５ 国升级为 “战略伙伴关

系”ꎬ 与牙买加、 圭亚那等加勒比国家建立 “共同发展的友好关系”ꎬ 与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建立 “互利发展的友好关系”ꎬ 与古巴的关系定位为 “好朋友、
好同志、 好兄弟”ꎬ 等等ꎮ 根据不同的伙伴关系定位ꎬ 中国与有关拉美国家建

立了相应的双边磋商与合作机制ꎬ 例如中国与巴西副总理—副总统级的 “中
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 与墨西哥的两国外长级常设委员会、 与委内瑞拉

的高级混合委员会ꎬ 等等ꎮ
此阶段中国与 ３ 个拉美国家 “一复、 一断、 俩建交”ꎮ “一复” 是指中国

与格林纳达复交ꎮ 格林纳达位于东加勒比海ꎬ 面积约 ３４４ 平方千米ꎮ 该国于

１９８５ 年 １０ 月与中国建交ꎬ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与台湾当局 “建交”ꎬ ８ 月中国宣布与

该国断交ꎮ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中国与格林纳达恢复外交关系ꎮ “一断” 是指中国与

圣卢西亚断交ꎮ 圣卢西亚也位于东加勒比海ꎬ 面积约 ６１６ 平方千米ꎬ １９７９ 年

独立ꎬ １９９７ 年与中国建交ꎮ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圣卢西亚与台湾当局恢复所谓的 “外
交关系”ꎬ 中国宣布中止同圣卢西亚的外交关系ꎮ “俩建交” 是指中国与多米

尼克、 哥斯达黎加 ２ 个拉美国家建交ꎮ 多米尼克位于东加勒比海ꎬ 面积约 ７５１
平方千米ꎬ １９７８ 年独立ꎮ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中国与多米尼克建交ꎬ 建交后中国援建

一座体育场、 一座小学、 一条公路和一座医院ꎮ 哥斯达黎加位于中美洲ꎬ 面

积约 ５ １ 万平方千米ꎬ 素有 “中美洲的小瑞士” 之称ꎬ １８２１ 年独立ꎮ １９４４ 年

哥斯达黎加与国民党政府建交ꎮ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 日哥斯达黎加财长秘密访华ꎬ
与中国签署了建交公报ꎬ ６ 日哥总统宣布中哥建交ꎮ 截至 ２０１２ 年年底ꎬ 与中

国建交的拉美国家数量增至 ２１ 个ꎬ 同台湾当局保持所谓 “外交关系” 的国家

减至 １２ 个ꎮ
(三) 中国政府发表第一份对拉政策文件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中国政府发布了第一份 «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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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ꎮ 文件前言部分阐明了 ３ 个立足点ꎬ 即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ꎬ “中
国是发展中国家”ꎬ “拉美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文件第一部分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地位和作用” 指出ꎬ 拉美地区发展潜力巨大ꎬ 拉美各国

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ꎬ 拉美各国有着联合自强的强烈愿望ꎬ 在

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ꎮ 第二部分 “中国同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的关系” 指出ꎬ 中拉双方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ꎬ 面临相同的发展任务ꎻ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双方关系呈现出全方位、 多层次、 宽领域发展的新局

面ꎮ 第三部分 “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 明确了下一阶段的总目标是

建立和发展全面合作伙伴关系ꎬ 实现这一目标的 ３ 项基本措施是扩大共识、
深化合作、 密切交流ꎬ “一个中国原则” 是政治基础ꎮ 第四部分 “加强中国同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全方位合作” 的关键词是 “全方位合作”ꎬ 提出了政治ꎬ
经济ꎬ 人文和社会ꎬ 和平、 安全和司法 ４ 个领域的一系列政策措施ꎮ 第五部

分 “中国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组织的关系” 指出ꎬ 中国愿意同拉美的地

区组织加强各领域的交流、 磋商与合作ꎮ
(四) 中拉两层次整体互动和合作初露端倪

中拉两层次整体互动和合作的第一层次是全球多边框架内的协调与合作ꎮ
中国和拉美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ꎬ 有共同的身份认同ꎬ 在维护世界和平、 捍

卫发展中国家权益等方面有共同的利益诉求ꎮ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 中拉

在联合国框架内ꎬ 在反对霸权主义、 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领域开

展了广泛合作ꎮ 冷战结束后ꎬ 随着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ꎬ 中拉在推动世界

多极化、 国际关系民主化、 改革全球治理机制等方面密切互动与合作ꎬ 在多

边贸易谈判、 气候变化、 网络安全、 全球金融体系改革、 反对恐怖主义等重

大议题上有共同关切ꎮ 中国与巴西、 墨西哥、 阿根廷同为 Ｇ２０ 成员国ꎬ 中国

和巴西都是 “金砖国家”ꎬ 中国与这些拉美国家的立场协调基本保持顺畅ꎮ
ＡＰＥＣ 也是中国与有关拉美国家的重要互动平台ꎮ

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ꎬ 尤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改革议题ꎬ 中拉之间有

一定分歧ꎮ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简称 “拉共体”)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成立后ꎬ 在其连续几年的年度峰会公报中均 “主张联合国改革”ꎮ 该主张有两

种含义: 第一种ꎬ 一些拉美国家主张取消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 “一票否决

权”ꎻ 第二种ꎬ 一些拉美国家主张增加拉美国家在安理会常任理事会中的代表

席位ꎬ 以提高常任理事国的地区代表性ꎮ 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巴西的

“大国追求”ꎬ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巴西曾一度与日本、 印度、 德国组成 ４ 国集团ꎬ 提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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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４ 国集体 “入常” 的要求ꎬ 中国断然予以否决ꎮ 中国支持巴西在联合国发

挥更大作用ꎬ 但坚决反对巴西及 ４ 国集团的改革方案ꎮ
第二层次是中拉整体互动ꎬ 尝试整体合作ꎮ 中国通过美洲国家组织、 美

洲开发银行等区域性多边国际组织和多边金融机构尝试对拉整体合作ꎮ 美洲

国家组织的前身是成立于 １８９０ 年的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ꎬ １９４８ 年改称现名ꎬ
除古巴外ꎬ 其他北美洲和南美洲的 ３４ 个国家均为该组织的成员国ꎮ 经中国申

请ꎬ ２００５ 年中国正式成为美洲国家组织的第 ６０ 个常驻观察员国ꎮ 美洲开发银

行成立于 １９５９ 年ꎬ 中国于 １９９３ 年提出加入申请ꎬ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正式加入ꎮ
中国通过拉美地区的次区域组织尝试推动中拉整体合作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中国就与拉美地区的主要次区域组织建立了联系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国与这些次区域组织的互动显著加强ꎮ 中国与南方共同市场 (简称 “南共

市”)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建立了对话机制ꎬ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举行了首次对话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温家宝总理访问阿根廷时ꎬ 与南共市国家领导人举行了视频会议ꎮ
此外ꎬ 中国与安第斯共同体 (１９６９ 年成立)、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 (２００４ 年成

立)、 太平洋联盟 (２０１２ 年成立) 等次区域组织也建立并保持了联系ꎮ １９９７
年中国加入加勒比开发银行ꎬ 该银行成立于 １９６９ 年ꎬ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有 ２８
个成员ꎬ 中国是唯一的亚洲成员ꎮ

拉共体的成立为中拉开展整体合作提供了平台和基础ꎮ 拉共体是拉美国

家自己的政治对话组织ꎬ 对内协调立场ꎬ 对外共同发声ꎮ 拉共体的源头可以

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ꎮ 受美苏争霸的影响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萨尔瓦多、
尼加拉瓜、 危地马拉 ３ 个中美洲国家各自国内发生武装冲突ꎬ 引发了 “中美

洲危机”ꎮ １９８３ 年哥伦比亚、 墨西哥、 巴拿马、 委内瑞拉 ４ 国外长在巴拿马的

孔塔多拉岛召开会议ꎬ 成立旨在调停中美洲危机的 “孔塔多拉集团”ꎮ １９８４
年巴西、 阿根廷、 秘鲁、 乌拉圭 ４ 国在秘鲁首都利马成立了 “孔塔多拉支持

集团” (也称作 “利马集团”)ꎮ 这两个集团共同反对美国的军事干预ꎬ 反对

美苏两国在拉美地区争霸ꎬ 谋求拉美地区的和平ꎮ １９８６ 年这两个集团在巴西

里约热内卢成立了 “里约集团”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在里约集团的基础上ꎬ ３３ 个拉

美国家成立了拉共体①ꎮ 南北美洲共有 ３５ 个国家ꎬ 除加拿大和美国外ꎬ 其他

３３ 个国家均为拉美国家ꎮ 因此ꎬ 拉共体是一个完全由拉美国家成立的、 拉美

地区自己的政治对话与协调组织ꎮ 中国从一开始就大力支持孔塔多拉集团的

—４２—

① 古巴于 ２００８ 年加入里约集团ꎬ ２０１１ 年拉共体成立时古巴成为拉共体成员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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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主张ꎮ 里约集团成立后ꎬ 中国一直与其保持紧密联系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拉美时ꎬ 尽管拉共体刚成立半年左右ꎬ 但温

总理提出的成立中拉合作论坛、 适时举行中拉领导人会晤等倡议ꎬ 得到了拉

美和加勒比国家的积极响应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拉共体前任、 现任和候任轮值主席

国 “三驾马车” (分别是智利外长、 委内瑞拉外长、 古巴副外长) 一起访华ꎬ
商定建立中国—拉共体 “三驾马车” 外长对话机制ꎮ

四　 ２０１３ 年至今以 “整体合作” 为主线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拉共体首届峰会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ꎬ 决定由各国外长

协调创建中拉论坛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６ 月 ６ 日习近平主席首访拉美ꎬ 应邀

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哥斯达黎加、 墨西哥 ３ 国进行国事访问ꎬ 访问期间积

极推动建立以中拉合作论坛为核心的中拉整体合作机制ꎬ 得到各方积极响应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拉共体第二届峰会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ꎬ 通过了支持建立中拉

论坛的特别声明ꎮ
(一) 中拉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ꎬ 中拉关系形成立体化大格局

中拉论坛是 “中国—拉共体论坛” 的简称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习近平主席二访

拉美ꎬ 应邀赴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ꎬ 对巴西、 阿根廷、 委内

瑞拉、 古巴 ４ 国进行国事访问ꎬ 在巴西利亚出席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

导人会晤ꎬ 并发表了 «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巴西利亚会晤联合声

明» (简称 “巴西利亚会晤联合声明”)ꎮ 该联合声明宣布ꎬ 中拉建立平等互

利、 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ꎬ 正式成立中拉论坛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中拉论

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ꎬ 通过了 «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

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ꎬ 并发表了 «北京宣言»ꎮ 宣言强调ꎬ 中拉论坛是进一步

深化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平台、 新起点、 新机遇ꎮ
与 «巴西利亚会晤联合声明» «北京宣言» 的发表基本同步ꎬ 中国领导

人提出了中拉务实合作新框架ꎬ 该框架主要由 ３ 大要素构成ꎬ 包括 ５ 个领域

“五位一体” 指导思想ꎬ 务实合作的 “１ ＋ ３ ＋ ６” 框架、 产能合作的 “３ × ３”
模式ꎮ 前 ２ 大要素是习近平主席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二访拉美期间提出的ꎮ ５ 个领域

“五位一体” 指导思想是指中拉双方在政治领域ꎬ 应真诚互信ꎻ 在经贸领域ꎬ
应合作共赢ꎻ 在人文领域ꎬ 应互学互鉴ꎻ 在国际事务领域ꎬ 应密切协作ꎻ 在

中拉关系领域ꎬ 地区性、 区域性合作与双边关系应相互促进ꎮ “１ ＋ ３ ＋ ６” 务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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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合作框架中的 “１” 是指 “一个规划” (即 «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

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ꎻ “３” 是指 “三大引擎”ꎬ 即贸易、 投资和金融合作ꎻ
“６” 是指 “六大重点领域”ꎬ 即能源资源、 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 制造业、
科技创新、 信息技术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李克强总理应邀访问拉美ꎬ 对巴西、 智利、 秘鲁、 哥伦比亚

４ 国进行正式访问ꎬ 访问期间就中拉产能合作事宜提出了 “３ × ３” 模式ꎮ 第

一个 “３” 是指中拉产能合作的 ３ 大优先领域ꎬ 即拉美地区的物流、 电力、 信

息 ３ 大通道ꎬ 合作方式是中拉共建ꎮ 第二个 “３” 是指合作机制ꎬ 双方通过企

业与企业、 社会与社会、 政府与政府 ３ 层次沟通与互动ꎬ 推进 ３ 大领域的共

建ꎮ 第三个 “３” 是指金融合作ꎬ 通过拓展基金、 信贷、 保险 ３ 条融资渠道ꎬ
丰富融资方式ꎬ 增加融资来源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底ꎬ 中拉之间形成了 “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 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 ＋战略伙伴关系 ＋ 多种友好关系” 立体化大格局ꎬ 其中ꎬ 中国与巴

西、 墨西哥、 阿根廷、 智利、 秘鲁、 委内瑞拉、 厄瓜多尔 ７ 国建立了 “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ꎬ 与哥斯达黎加、 乌拉圭建立了 “战略伙伴关系”ꎮ
(二) 中国政府发表第二份对拉政策文件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中国政府发布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ꎬ 这一文件

被称作中国政府第二份对拉政策文件ꎮ 在文件前言中ꎬ 发展中拉关系的时代

“定位” 为: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ꎬ 中

国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离不开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在内广大发展中国

家的共同发展ꎮ 文件第一部分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充满活力与希望的热

土” 指出ꎬ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国际格局中不断崛起的一支重要力量ꎮ 第二部分 “处于全面合作新阶段的

中拉关系” 指出ꎬ 中拉论坛的成立为中拉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ꎬ 中拉全面合

作伙伴关系以平等互利为基础ꎬ 以共同发展为目标ꎮ 第三部分 “推动中拉全

面合作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指出ꎬ 新阶段的总目标是中拉成为携手发展的

命运共同体ꎬ 基本指导思想是 “五位一体” 和 “一个中国” 原则ꎮ 第四部分

“深入推进中拉各领域合作” 包括政治ꎬ 经贸ꎬ 社会ꎬ 人文ꎬ 国际协作ꎬ 和

平、 安全、 司法ꎬ 整体合作ꎬ 三方合作等 ８ 个方面ꎮ
(三) 中拉经贸合作跨入 “金融驱动” 阶段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份ꎬ 据不完全统计ꎬ 中国向拉美地区提供的各类贷款

承诺超过 ２２００ 亿美元ꎬ 贷款余额超过 ８５０ 亿美元ꎮ 同年 １—１０ 月份ꎬ 中拉商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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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贸易总额约 ２１０２ 亿美元①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 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达到 ２０７５ 亿美元ꎬ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１５ ３％ ꎬ 稳居第二位ꎮ② 英属开曼群岛和英属维

尔京群岛仍然是中国对拉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ꎬ 例如 ２０１６ 年中国对两地的

直接投资额分别为 １３５ ２ 亿美元、 １２２ ９ 亿美元ꎬ 二者合计约 ２５８ １ 亿美元ꎬ
约占中国对拉直接投资流量的 ９５％ 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 中国在开曼群岛的直

接投资存量约为 ８８７ ７ 亿美元ꎬ 在维尔京群岛约为 １０４２ １ 亿美元ꎬ 两地合计

约 １９２９ ８ 亿美元ꎬ 约占中国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存量的 ９３％ ꎮ③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份ꎬ 中国企业在巴西电力领域的投资成效显著ꎬ 国家电

网巴西控股公司成为巴西主要的电力输送企业之一ꎻ 三峡集团在巴西合资或

控股的装机容量达到 ８２７ 万千瓦ꎬ 成为巴西第二大电力生产企业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 “中国港湾”) 投资、 建设和运营的牙

买加南北高速公路全线竣工通车ꎬ 这不仅是中国港湾的首个境外公路 ＢＯＴ 项

目ꎬ 也是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的首个交通基础设施 ＢＯＴ 项目ꎮ 牙买加自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开始计划修建这条公路ꎬ 南北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圆了牙买加半个世

纪的梦想ꎮ
中拉贸易结构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ꎬ 并出现了 “量增额减” 现象ꎮ 中国

主要从拉美地区进口初级产品ꎬ 尤其是大豆、 铁矿石、 铜精矿、 原油等 ４ 种

大宗商品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中国从部分拉美国家进口这 ４ 种大宗商品的数量均

有较大幅度增长ꎬ 例如铜精矿的进口量增幅高达 １７５ １％ ꎬ 原油为 ９８ ４％ ꎬ 大

豆为 ５５ ２％ ꎬ 铁矿石为 ３０ ７％ ꎮ 尽管中拉双边贸易量保持增长ꎬ 但贸易额有

所减少ꎬ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由 ２６３３ 亿美元减至 ２１６６ 亿美元ꎮ 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是导致贸易额减少的主要原因ꎬ 例如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中国从部分拉美国家进口

铁矿石的平均价格下跌了 ５７ ２％ ꎬ 铜精矿价格下跌了 ４４ ２％ ꎬ 原油价格下跌

了 ４３ ３％ ꎬ 大豆价格下跌了 ３２ ６％ ꎮ④

(四) 中国实现与巴拿马建交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中国和巴拿马建交ꎬ 使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建交国增至 ２２
个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巴雷拉总统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ꎬ 习近平主席当面称赞巴

—７２—

①
②
③
④

根据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计算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ｉｎｄ 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２８]
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中国对外投资报告»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４ 页ꎮ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ｉｎｄ 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２８]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计算ꎮ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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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拉总统: “你毅然作出同中国建交的政治决断ꎬ 又实现访华ꎮ 这就是英雄好

汉的壮举ꎮ”① 巴拿马位于中美洲ꎬ 面积 ７ ５ 万多平方千米ꎬ 人口 ３９０ 多万ꎮ
巴拿马因巴拿马运河而著称于世ꎬ 该运河是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 连接南美

洲和北美洲的交通枢纽要道ꎮ 美国是巴拿马运河的第一大用户ꎬ 中国是第二

大用户ꎮ １９９６ 年中巴先后在对方首都设立商代处ꎬ 双边贸易快速发展ꎬ 巴拿

马成为中国对拉商品出口的重要中转和集散地ꎮ 中巴贸易促进了巴拿马航运、
金融、 保险、 商贸、 旅游等服务业的发展ꎬ 创造了大量就业ꎮ 近年来ꎬ 巴拿

马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居拉美地区榜首ꎮ
(五) 中拉开始对接 “一带一路”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乌拉圭通过中乌两国政府联合声明ꎬ 表示将研究如何对接

“一带一路”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智利总统巴切莱特表示ꎬ 智利是沟通亚洲与拉美的

桥梁国家ꎬ 已经为参与 “一带一路” 做好了准备ꎻ 同月ꎬ 阿根廷通过中阿两

国政府联合声明ꎬ 明确表示参与 “一带一路” 合作ꎮ ９ 月ꎬ 习近平主席与墨

西哥总统培尼亚在厦门会谈时ꎬ 培尼亚总统表示ꎬ 墨方愿意参加 “一带一路”
建设ꎮ １１ 月ꎬ 中国与巴拿马签署 “一带一路” 建设备忘录ꎬ 这是中国与拉美

国家签署的第一份 “一带一路” 建设备忘录ꎮ 在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简称 “亚投行”) 方面ꎬ 继巴西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成为亚投行的准创始成员国之

后ꎬ ２０１７ 年 ３—１２ 月ꎬ 秘鲁、 委内瑞拉、 玻利维亚、 智利、 阿根廷、 厄瓜多

尔 ６ 个国家加入亚投行的申请先后获得批准ꎮ 这一系列进展标志着经过几年

的沟通与交流ꎬ 中拉开启了 “一带一路” 对接与合作之门ꎮ

五　 对中拉关系的几点思考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拉关系的发展ꎬ 有以下两方面的思考ꎮ
(一) 中拉关系发展的 ２ 项突出成就

在中国对拉关系发展的诸多成就中ꎬ 有 ２ 项较为突出ꎬ 对当前及未来的

中拉关系进一步发展具有基础性和指导性意义ꎮ
１ 准确把握拉美地区的 ３ 个特点

人们经常用 “亚非拉” 来指代发展中国家 (地区)ꎬ 但同亚洲和非洲的

发展中国家 (地区) 相比ꎬ 拉美地区有 ３ 个显著特点ꎮ

—８２—

① «习近平同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举行会谈»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第 ０１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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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 绝大部分拉美国家独立较早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底ꎬ 拉美地区有 ３３
个国家ꎬ 这些国家可以分为两组ꎬ 第一组为 １９ 个 “拉丁美洲国家”ꎬ 第二组

为 １４ 个 “加勒比地区国家”ꎮ 第一组包括 １８ 个西班牙语国家和 １ 个葡萄牙语

国家 (巴西)ꎬ 除巴拿马和古巴两个西班牙语国家于 ２０ 世纪独立外ꎬ 其他 １７
个国家都是 １８４４ 年以前独立的ꎮ 第二组国家中ꎬ 除海地 (法语国家) 于 １８０４
年独立外ꎬ 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是在 ２０ 世纪 ６０—８０ 年代独立的ꎮ 在 ２００ 多年的

发展进程中ꎬ 拉美地区在许多方面和诸多领域是发展中国家的先行者、 探路

者ꎬ 积累了可供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借鉴的经验与教训ꎮ
第二ꎬ 拉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ꎮ １９８０ 年拉美地区人均 ＧＤＰ 约为

２３６１ 美元ꎬ 城市化率为 ６４ ３％ ꎬ 而亚洲发展中国家这两项指标分别仅为 ７３２
美元和 ２７ １％ 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分别为 ９３９ 美元和 ２２ ４％ ꎮ ２０１７ 年拉美地区

人均 ＧＤＰ 约为 ９１４０ 美元ꎬ 城市化率为 ８０ ３％ ꎬ 而亚洲发展中国家这两项指

标分别为 ５２１３ 美元和 ４９ ５％ 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分别为 ２３７２ 美元和 ３８ ９％ ꎮ
１９８０ 年拉美地区的人均 ＧＤＰ 是中国 (３０９ 美元) 的 ７ ６ 倍ꎬ ２０１７ 年中国的人

均 ＧＤＰ (８５８３ 美元) 已接近拉美地区的平均水平ꎮ① 除智利、 乌拉圭等少部

分拉美国家属于高收入经济体外ꎬ 大部分拉美国家长期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ꎬ
中国与这些拉美国家面临的一项共同任务是尽快跨越中等收入阶段ꎬ 迈向高

收入发展阶段ꎮ
第三ꎬ 拉美地区较早成为国际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ꎮ １９４５ 年联合国成

立时ꎬ 在其 ５１ 个创始成员国中有 ２０ 个拉美国家ꎮ １９４８ 年联合国设立 “拉丁

美洲经济委员会”ꎮ 随着加勒比地区的独立国家不断增多ꎬ １９８４ 年拉丁美洲经

济委员会更名为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简称拉美经委会)ꎬ 拉美

地区和拉美国家的国际政治含义日益凸显ꎮ １９８４ 年有 １６ 个拉美国家是关贸总

协定成员国ꎮ １９９５ 年有 ３０ 个拉美国家成为 ＷＴＯ 的创始成员国ꎮ 在争取国际

经济新秩序和发展中国家权益方面ꎬ 拉美国家率先发起倡议和行动ꎬ 并取得

了一些显著成效ꎮ

—９２—

① 人均 ＧＤＰ 数据来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ꎬ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０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ｗｅｏ / ２０１７ / ０２ / ｗｅｏｄａｔａ / ｗｅｏｓｅｌｇｒ ａｓｐｘ [２０１７ － ０８ － ２０]ꎮ 拉

美地区为 ３２ 个国家人均 ＧＤＰ 的平均值ꎬ 亚洲为 ３０ 个国家的人均 ＧＤＰ 平均值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为 ４５
个国家人均 ＧＤＰ 平均值ꎮ 城市化率数据来源: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ꎬ Ｗｏｒｌ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２０１４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ｓａ ｕｎ ｏｒｇ / ｕｎｐｄ / ｗｕｐ /
ＤａｔａＱｕｅｒｙ /  [２０１７ － ０８ － ２０]ꎮ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率为亚洲数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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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构建中拉关系的 “四梁八柱”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ꎬ 与拉美地区有一定程度和规模的历史交

集ꎬ 尤其是 １６ 世纪中后期欧洲列强通过其殖民体系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延伸

到拉美地区ꎮ 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ꎬ 中国与除古巴外的拉美国家分

属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两大阵营ꎬ 中拉政治交往、 经贸往来、 国际合作较

少ꎬ 但是保持着少量的社会交流ꎮ
毛泽东的 “三个世界划分” 理论和邓小平关于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

题” 的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和对外关系的重要理论基础ꎮ 以从实际

出发、 实事求是、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基本原理为指导ꎬ 中国明确了自

己的世界定位、 时代定位以及中心任务ꎬ 即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ꎬ 经济建

设是发展的中心任务ꎮ “发展中” 作为形容词时ꎬ 它用于表明一个国家 (地
区) 的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发展阶段ꎮ 但对于中国而言ꎬ 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

了 “发展中” 在较大程度上是一个动词ꎬ “发展” 无止境ꎬ 中国永远处在发

展的道路上ꎮ 十几亿人口在解决了温饱和整体实现了小康后ꎬ 更加需要美好

生活ꎬ 中国虽然地大物博ꎬ 但人均资源拥有量难以完全满足美好生活的需要ꎮ
基于这些基本原理和基本国情ꎬ 中国的外交和对外关系理论完全不同于欧洲

的传统 “大国均衡理论”ꎬ 也完全不同于两大阵营、 美苏争霸的 “超级大国均

势理论”ꎮ
中国的理论可以概括为 “四观”ꎬ 即世界观、 时代观、 国家观、 价值观ꎮ

这 “四观” 也是中拉关系发展的 “四梁”ꎮ 三个世界划分、 国际政治格局多

极化、 经济全球化等属于世界观范畴ꎬ 和平与发展属于时代观范畴ꎮ “人民至

上” 是中国国家观的核心ꎬ 中国尊重西方国家的主权观、 人权观ꎬ 但西方国

家过于强调 “权” 而轻视 “国” 和 “人”ꎬ 而 “人民至上” 则将主权和人权

有机地统一起来ꎮ 中国认可和接受和平、 民主、 平等、 包容等普世价值ꎬ 但

中国更重视体现和实现这些普世价值的 “秩序”ꎮ 笔者曾多次谈到自己的一点

体会ꎬ 即美国民主是 “一只在法制笼子里自由飞翔的小鸟”ꎬ 美国将 “这只小

鸟” 送给了许多发展中国家ꎬ 却没有把法制这个 “笼子” 或 “编织这个笼

子” 的能力带给相关的发展中国家ꎮ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基因是 “秩
序”ꎬ 巴西国旗上印着 “秩序与进步”ꎬ 民主社会是在法制和传统道德、 宗教

等行为规范约束下的有序社会ꎮ 对于国际政治、 经济、 社会秩序ꎬ 需要改革

那些不合理、 不合时宜的成分ꎬ 使国际秩序能够更好地体现和实现普世价值ꎬ
而不是凭借强权和实力随意打破或更改国际秩序ꎮ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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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层次利益” 和 “四领域合作” 构成了中拉关系发展的 “八柱”ꎮ 前者

是指中拉双方共同的全球利益、 地区利益、 双边利益以及各自的单边利益

(即各自的发展战略)ꎻ 后者是指双方为了实现四层次利益而在国际、 政治、
经济、 社会四大领域的交流与合作ꎮ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

中拉经贸发展是 “四梁八柱” 的主要经济基础ꎬ 中共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和

国家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国阶段性发展目标的实现和勇往直前的发展进程ꎮ
(二) 中拉关系发展正在经历新一轮战略调适期

近 ５ 年来ꎬ 中拉关系发生了两方面的重大变化ꎮ 一方面ꎬ 中拉双方高层

互访以及多层次、 多渠道、 多领域的交流和交往达到历史新高度ꎬ 双方建立

了全面合作伙伴关系ꎬ 确立了务实合作新框架ꎮ 另一方面ꎬ 受全球经济复苏

乏力、 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且持续低迷、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部分拉美国家

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等因素的影响ꎬ 虽然中拉商品贸易量保持增长ꎬ 但贸

易额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减少ꎬ 双边贸易结构不合理、 不均衡的状况没有得

到明显改善ꎮ 笔者认为这些现象的出现是中拉关系正在进行新一轮战略调适

的正常表现ꎮ 同 ４０ 年前相比ꎬ 虽然时移世异ꎬ 但中拉又同处新一轮改革与调

整进程之中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中国启动了新一轮广泛而深刻的改革开放进程ꎬ 尤其

是对国家发展思想和国家发展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ꎮ 因此ꎬ 在改革开放 ４０ 年

中拉关系发展成就基础上ꎬ 尽可能缩短中拉战略调适期ꎬ 应该是当前及今后

一段时期中拉关系发展的重要命题之一ꎮ
１ 阐明新时代中国发展思想和发展战略的经济意义

中国新时代国家发展思想可以概括为 “复兴中华ꎬ 有所作为ꎬ 引领世

界”ꎮ “复兴中华” 在较大程度上属于国内发展范畴ꎬ “有所作为ꎬ 引领世界”
在较大程度上属于国际合作范畴ꎬ 两个范畴相互交融ꎬ 相辅相成ꎬ 协同促进ꎮ

在战略部署方面ꎬ “复兴中华” 要在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ꎬ
分两个阶段来实现: 第一阶段 ２０２０—２０３５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ꎬ 成为高收入经

济体ꎻ 第二阶段 ２０３５—２０５０ 年实现现代化ꎬ 成为发达经济体ꎮ 以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为中心ꎬ 实现可持续、 高质量的经济增长ꎮ 为了实现两大阶段性目

标ꎬ 仅就经济总量而言ꎬ 到 ２１ 世纪中期ꎬ 较为保守的估计ꎬ 中国经济总量还

需要翻两番ꎮ
按人民币不变价格计ꎬ １９７８—２０１６ 年中国 ＧＤＰ 由 ３５９３ 亿元增至 ７３ ５ 万

亿元ꎬ 增长了近 ２０４ 倍ꎮ 今后几年ꎬ 在年均 ＧＤＰ 增长率不低于 ６％的情况下ꎬ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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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的 ＧＤＰ 可以达到 ９３ ５ 万亿元左右ꎬ 人均 ＧＤＰ 约 ６ ６ 万元ꎮ ２０２１—
２０３５ 年年均 ＧＤＰ 增长率在不低于 ４％的情况下ꎬ ２０３５ 年的 ＧＤＰ 可达 １７０ 万亿

元左右ꎬ 人均 ＧＤＰ 约为 １２ 万元ꎮ ２０３６—２０５０ 年年均 ＧＤＰ 增长率在不低于

３％的情况下ꎬ ２０５０ 年的 ＧＤＰ 可达 ２６５ 万亿元左右ꎬ 人均 ＧＤＰ 约为 １９ ５ 万

元ꎮ １９７８—２００９ 年中国用了 ３１ 年的时间使中国人均 ＧＤＰ 由 ３８５ 元提高至 ２ ６
万元ꎮ①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中国 ＧＤＰ 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 ２９ ４％ ②ꎬ
可以想见ꎬ 在 ２０２０—２０５０ 年的 ３１ 年里ꎬ 只要中国经济实现预期的增长和发

展ꎬ 中国经济的全球普惠程度ꎬ 尤其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普惠程度ꎬ
将大幅度提高ꎮ

“有所作为ꎬ 引领世界” 是中国经济增长外溢的自然要求ꎬ 扩大开放、 增

加进口、 加大对外投资力度、 推进国际金融合作、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是重

要的外溢机制ꎮ 全球 ２３ 个主要发达国家以往的发展轨迹表明ꎬ 随着发展水平

的提高ꎬ 商品进口额、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占 ＧＤＰ 的比

重 ３ 个指标会相应提高ꎬ 中国的这 ３ 个指标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

距ꎮ ２０１６ 年商品进口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ꎬ 中国为 １３ ４％ ꎬ 主要发达国家为

１８ ６％ ꎻ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 ＧＤＰ 的比重ꎬ 中国为 １１ ４％ ꎬ 主要发达国家为

４３ ９％ 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第二季度ꎬ 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占 ＧＤＰ 的比重ꎬ 中国仅

为 ８ ３％ ꎬ 主要发达国家则高达 １８５ ７％ ꎮ③

贸易、 投资、 金融合作是经济外溢的主要渠道ꎬ 外溢效应的传递应该是

双方向和多边的ꎬ 同时渠道也应该是畅通的ꎮ 在提高市场开放程度和扩大商

品进口方面ꎬ 中国有较大自主权ꎮ 在对外投资、 对外金融合作等领域ꎬ 无论

中国还是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ꎬ 都受到现行国际政治

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中不合理因素的较多制约ꎮ 因此ꎬ 中国要有所作为ꎬ
在完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和优化全球治理机制的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ꎬ 推进

—２３—

①
②

③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ｉｎｄ 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２８]
根据世界银行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中的 ＧＤＰ 统计数据计算ꎬ 按 ２０１０ 年美元不变价

格计ꎮ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ＤＩ) ꎬ Ｌａｓｔ Ｕｐｄａｔｅｄ: １２ / １４ /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ｓｐｘ? ｓｏｕｒｃｅ ＝ ｗｏｒｌｄ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２５]

商品进口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根据世界银行有关数据计算ꎬ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 ＧＤＰ 的比重根据

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世界银行有关数据计算ꎬ 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占 ＧＤＰ 的比重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数据计算ꎮ 本文选择了 ２３ 个主要发达国家: 澳大利亚、 奥地利、 比利时、 加拿

大、 丹麦、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日本、 卢森堡、 荷兰、 新西兰、 挪

威、 葡萄牙、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英国、 美国ꎮ 商品进口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

ＧＤＰ 的比重涉及全部 ２３ 个国家ꎬ 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占 ＧＤＰ 的比重则不包括以色列和新西兰两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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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和世界各国人民ꎬ 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

民共享发展成果ꎮ
２ 展现中国建设开放型大国的胸怀和气魄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和深化改革的措施ꎬ 其中具有

深远影响和战略意义的是自由贸易试验区 (简称 “自贸试验区”)ꎮ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 年中国形成了 “１ ＋ ３ ＋ ７” 的 １１ 个自贸试验区格局ꎮ “１” 是第一批

(２０１３ 年) 的 １ 个自贸试验区ꎬ 即上海自贸试验区ꎮ “３” 是第二批 (２０１５ 年)
的 ３ 个自贸试验区ꎬ 分别为广东、 福建、 天津自贸试验区ꎮ “７” 是第三批

(２０１７ 年) 的 ７ 个自贸试验区ꎬ 分别为辽宁、 浙江、 河南、 湖北、 重庆、 四

川、 陕西自贸试验区ꎮ 从自贸试验区的设立顺序来看ꎬ 自东向西ꎬ １１ 个自贸

试验区从东部沿海向中部、 西部拓展ꎮ 从自贸试验区的地域分布来看ꎬ １１ 个

自贸试验区遍及中国版图的东西南北ꎮ 从自贸试验区的改革力度来看ꎬ 上海

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目录从最初的近 ２００ 项缩减至不足 １００ 项ꎮ 这些自贸

试验区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的 “试验田”ꎮ
按美元现价计ꎬ ２０１７ 年中国的人均 ＧＤＰ 约为 ８５８３ 美元ꎬ 低于拉美地区

的平均水平ꎬ 仅相当于 ２３ 个主要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４７０００ 美元) 的 １８％ ꎮ①

但中国政府以建设开放型大国的气魄向世界庄严承诺: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

关闭ꎬ 只会越开越大ꎮ”②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赋予自由贸易

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ꎬ 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ꎮ”③１２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指出ꎬ “有序放宽市场准入ꎬ 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

管理模式ꎬ 继续精简负面清单”ꎮ④

贸易需要有来有往ꎬ 投资需要有进有出ꎬ 金融需要双向流动ꎬ 如果过

于强调单向性ꎬ 在日益充满全球竞争与合作的中国市场上是很难有竞争优

势的ꎮ
３ 以中拉论坛为重要平台ꎬ 支持拉美一体化进程和拉美国家团结

从历史的角度看ꎬ 拉共体的成立和发展受 ３ 方面因素的影响较大ꎮ 第一ꎬ
团结反霸ꎬ 维护和平ꎮ 拉美国家长期坚持团结反霸ꎬ 集体维护地区和平ꎬ 例

—３３—

①

②

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ꎬ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７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０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ｎｓ / ｃｓ ａｓｐｘ? ｉｄ ＝ ２８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２５]

③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ꎬ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第 ０１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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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集体签署无限期有效的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①ꎬ “孔塔多拉集团”
和 “孔塔多拉支持集团” 为解决 “中美洲危机” 而进行努力和尝试ꎬ 等等ꎮ
第二ꎬ 内协立场ꎬ 外争权益ꎮ 例如ꎬ 拉美国家集体发起争取 ２００ 海里海洋权

运动ꎬ “里约集团” (１９８６—２０１１ 年) 在加强磋商、 增强团结、 协调立场等方

面成效显著ꎬ 等等ꎮ 第三ꎬ 经济发展ꎬ 实力提升ꎮ 拉共体成立之前ꎬ 拉美地

区经历了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的首轮经济繁荣ꎬ 为拉共体的成立提供了较好的经

济基础ꎮ
美国将南北美洲看作一个整体ꎬ 即 “西半球”ꎮ 美国对拉政策有 ３ 条底

线ꎬ 即不允许西半球以外的大国在拉美地区谋求军事存在ꎬ 不允许与美国不

一致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入拉美并在拉美传播ꎬ 不允许动摇美元在拉美地

区的主导地位ꎮ 美国长期封锁古巴ꎬ 在阿根廷与英国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

争端中支持英国ꎮ 拉共体将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看作一个整体ꎬ 用 “一个立场、
一个声音” 反对美国对古巴、 阿根廷的做法和主张ꎮ ２０１７ 年围绕是否认可委

内瑞拉的制宪大会ꎬ 拉美国家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ꎬ 尽管如此ꎬ 当美国总统

特朗普扬言要对委进行军事干预时ꎬ 遭到拉共体全体成员国的一致谴责和反

对ꎮ 拉美国家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ꎬ 但不影响绝大部分拉美国家同美国保持

政治、 经济、 安全等领域的全面合作ꎮ
中国一贯支持拉美国家的团结和一体化进程ꎬ 拉共体的成立是中拉建立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基础ꎬ 中国是拉美地区经济增长与繁荣的重要因素ꎬ
因此ꎬ 有拉美学者指出②ꎬ 中拉论坛增强了拉共体的活力ꎮ 美国乐见中拉经贸

合作能够促进拉美经济发展ꎮ 中国的对美政策立场是不对抗、 不冲突、 合作

共赢ꎬ 但在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发展中国家 (地区) 利益方面ꎬ 中国坚定地

站在拉美国家一边ꎮ
拉美地区还有 １１ 个国家与台湾当局保持所谓的 “外交关系”ꎮ 在中拉论

—４３—

①

②

该条约于 １９６７ 年由墨西哥、 智利等 １４ 个拉美国家在墨西哥城签订ꎬ 无限期有效ꎬ 至 １９９９ 年

３３ 个拉美国家已全部签署ꎮ 中国一贯尊重和支持拉美国家建立无核区的主张ꎬ 并于 １９７３ 年在该条约

第 ２ 附加议定书上签字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７—１８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智利外交部在位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联合国拉美

经委会总部联合举办 “首届中国—拉共体智库论坛”ꎬ 有拉美国家的学者认为ꎬ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在北京

召开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之前ꎬ 拉共体一直没有引起拉美人的关注ꎬ 但此届会议使拉美人日益意

识到ꎬ 中拉论坛使拉共体有了活力ꎬ 希望中拉论坛在增强拉共体活力、 促进拉美团结方面发挥更大作

用ꎮ 这些评价和建议得到了与会拉美学者的普遍共鸣和认可ꎮ 笔者有幸参加了首届中国—拉共体智库

论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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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这个平台上ꎬ 这 １１ 个非建交国与中国交往不会受到台湾因素的影响ꎬ 但会

受到台湾当局因素的制约和影响ꎮ “和平统一” 台湾是中国政府的首选项ꎬ
“武力统一” 是次选项ꎮ 台湾当局只有 “和统” 或 “武统” 选项ꎬ 没有 “统”
或 “独” 选项ꎮ

４ 共同分析和总结经贸合作经验ꎬ 凝聚合作共识

近年来ꎬ 中拉经贸合作的成功案例日益增多ꎬ 但中拉双方对 “成功” 的

理解不完全一致ꎬ 对案例中蕴含的 “合作内涵” 意见不一ꎬ 因此ꎬ 可以选择

部分典型案例ꎬ 双方共同总结分析ꎬ 理解差异ꎬ 凝聚共识ꎬ 共同完善合作机

制ꎬ 推进经贸合作ꎮ
在众多案例中ꎬ 就受关注的程度而言ꎬ 中委基金能够位居前列ꎮ 第一层

次是基金本身ꎮ 委内瑞拉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ꎬ 委宪法规定石油资源归国家

所有且授权国有石油公司专营ꎮ 中国对石油的需求是长期性的ꎬ 中委双方彼

此的互补性和相互需求为基金的建立和运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ꎮ 根据两国政

府间合作协议ꎬ 中委两国各自的开发性金融机构联合设立基金ꎬ 石油价格和

委方石油产量是决定基金规模和基金可持续性的两大基础性因素ꎮ 第二层次

是中委双边务实合作ꎮ 中委基金有力地促进了双方在贸易、 投资、 金融等重

要领域的全面合作ꎮ 第三层次是中委基金模式的启发意义ꎮ 自中委基金正式

实施以来ꎬ 中国与巴西、 厄瓜多尔、 俄罗斯等国在石油天然气领域的合作快

速发展ꎬ 中国的对外能源合作形成了新格局ꎮ 中国期货交易市场即将推出人

民币石油期货ꎬ 这一期货正式推出时ꎬ 中国与俄罗斯、 巴西、 委内瑞拉等国

家的石油合作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 “压仓石” 的作用ꎮ
５ 结合国内扩大开放进程ꎬ 探索多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合作机制

提高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程度并非只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一条途径ꎮ
中国正在大力推进自贸试验区ꎬ 准备建设自由贸易港ꎬ 而拉美地区在经济特

区、 自贸区的建设与发展方面也拥有较长的历史和较丰富的经验ꎮ 因此ꎬ 中

国与拉美国家可以探索 “区对区、 港对港” 的 “窗口自贸区”ꎮ 这些窗口自

贸区或位于海边ꎬ 或深入内陆ꎬ 或沿江而建ꎬ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拉美地

区互联互通和中拉产能合作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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