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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 年以来，拉美国家不断努力改变上一年度糟糕的经济表现，

经济形势开始呈现复苏势头。不过，有关专家认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美联储加息等多重因素将致拉美经济复苏前景受到影响，未来拉美经济对

中国的依赖程度将不断增强，但企业同拉美的经贸合作也需防范存在的潜

在风险。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报告预测，中国经济的转型可能会给拉美的出

口带来深刻影响。到 2030 年，智利、秘鲁等国的大宗商品出口增长率可

能会从 21 世纪的 16%下降到 4%左右，如墨西哥等以制造业及服务业为主

的经济体增速会从 5%降至 2%。 

西班牙 ESADE 商学院经济、金融和会计系教授佩德罗•阿斯纳尔

（Pedro Aznar）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再平衡在特定农产品行业也会给

拉美的出口创造机遇，因为中国要用远远不足世界 10%的耕地和水资源支

撑着全世界近 20%的人口。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中产阶级的崛起，中

国的食品消费模式也在发生改变，阿根廷和巴西等国家可以凭借在产品细

分和出口产品方面的优势从中国消费模式的改变中获取最大利益。 

经合组织拉美加勒比地区发展中心主任安吉尔•梅圭索（Ángel 

Melguizo）认为，中国和拉美的关系始于贸易往来，但未来合作的方向不

仅仅局限于贸易。2016 年，中国国有政策性和商业银行向拉美提供了约

210 亿美元的贷款，外国直接投资和信贷给中拉金融合作带来机遇。 

安吉尔说，拉美想要抓住同中国的合作机遇就必须采取行动。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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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满足中国逐渐增长的食品需求，拉美国家政府就需要支持企业，帮助他

们在生产链中实现更高的增值目标，例如乌拉圭肉制品行业实现了电子追

踪、阿根廷开发出大豆种子。拉美各行业可以扩大服务范围，比如为中国

的跨国企业的全球网络提供后勤和通信支持。旅游业也显示出可以进一步

发展的潜力，因为目前每 100 个中国人中只有一个曾到拉美旅游。拉美国

家可以重新考虑签证限制和复杂的移民手续来促进地区间交流。 

他表示，抓住中拉经贸机遇需要完善中拉多边对话和谈判协调机制。

南共市、加勒比共同市场、太平洋联盟等现有的平台都能够促进协调机制

的建立，帮助拉美国家找到与中国进行贸易的策略。在与中国的对话框架

下，中拉贸易协定不应该局限于贸易政策，还应包括非壁垒措施以及服务

业、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和监管透明度等方面的行

为准则。 

《2017 年国际风险评估报告》显示，跨国公司企业家和拉美国家官员

认为拉美地区的商业风险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风险存在明显差异。报告显示，

世界范围来看，网络信息安全、数据作假、恐怖主义、大规模移民潮等因

素是政府或企业在某国投资合作需要规避的主要风险，但拉美地区存在其

特殊性，主要存在五大风险。 

一是政府执政危机。近日牵连拉美多国的巴西建筑公司行贿案使得秘

鲁、巴拿马多国高层政要陷入丑闻，甚至不排除现任执政政府有可能被继

续牵连的可能。委内瑞拉政府同样陷入执政危机，外国企业纷纷从中撤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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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前总统罗塞夫遭弹劾、阿根廷前总统克里斯蒂娜被起诉等诸多案例表

明对拉合作需要密切关注其政治动向，避免政府更迭或者丑闻使企业蒙受

不必要损失。 

二是失业和不充分就业。此项指数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存在比拉美更

高风险，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 2016 年拉美失业率超过 8%，16 至 24

岁年轻人的失业率更是达到 14%。就业不充分对商业行为的风险主要在于

“影子经济”，非法雇佣、社会治安、劳工工作热情低下等问题可能会让

企业蒙受损失。 

三是财政危机。上世纪 80 年代拉美爆发的大规模债务危机直接导致

地区“失去的十年”，财政危机往往也和政治执政危机紧密相连。但专家

认为，拉美的这一风险在 2017 年会有所改善。阿根廷财政部长宣布了新

的初级财政收支目标和税收框架以增加透明度和公信力。巴西也在实行紧

缩的货币政策，同时不断调整税收框架和退休金体系。 

四是社会动荡。这一问题曾经长期占据拉美商业风险之首。近年来有

所改善，但因贫富差距、自然灾害等导致抢劫、偷盗等犯罪事件时有发生。 

五是能源价格的波动。“亚洲与阿根廷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古斯

塔沃•吉拉多表示，尽管拉美很多国家语言相通、文化相近，但每个国家都

存在差异，中国企业同拉美进行经贸合作时，应该了解每个国家独特的政

治法律因素，注意差异化分析问题。（新华社记者倪瑞捷）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23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