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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在 2011 年拉美经济论坛上的发言 

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王建业 

2011 年 4 月 28 日 

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我想以拉丁美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为题，结

合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国际金融合作领域积累的经验，发表几点看

法，供大家参考。 

 

一、基础设施是拉美经济发展的瓶颈 

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革的背景下，全世界把目光越来

越多的投向了亚洲和拉美等新兴市场国家。拉美经济从此次国际

金融危机迅速恢复，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2010-2012 年，

拉美国家经济有望取得年均 5%的增长率，远高于除亚洲以外的

其他地区的增长速度。我们的拉美同行例如美洲开发银行行长莫

雷诺指出：“未来十年将是拉美时代，世界经济恢复主要依靠亚

洲和拉美。拉美国家特别是南美大国，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拉美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进程很

快、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仍待有效解决。根据联合国的有关资

料，欧洲城市人口比重从40%提高到60%，经过了50年，而拉美

国家仅用了25年。当时很多人认为这种快速而集中的城市化是工

业化的必然产物，可以为工业化提供市场和劳动力，促进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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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但由于城市基础设施不能及时更新完善，严重影响了经济

发展的质量。据统计，拉美国家约有25%－65%的城市人口居住

条件亟需改善，60%的城市人口缺少适当的卫生服务和干净的用

水。城市化发展超出了基础设施的负荷能力，不仅影响到居民的

生活质量，更是成为事关当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大问题。此

外，基础设施落后还加剧了拉美国家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由于道

路、桥梁、铁路等基础设施的不足，使得工业主要集中于少数几

个城市，占大部分国土面积的地区无法参与经济高速增长及其带

来的好处。以巴西东北部地区、北部地区与南部和东南部地区的

人均GDP为例，最高地区和最低地区相差数倍。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成为拉美新一轮增长格局的重要

推动力。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是扩充生产能力、承接国

际产业转移、形成国内统一市场的必要条件。中国有句话“要致

富，先修路”，无数历史经验也证明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持续发

展的有力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仅能直接拉动国内需求，推

动当期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形成有力支撑。 

有人提出，在发展中国家修建大量基础设施可能得不到充分利

用，是一种浪费。这种观点是短视的。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关键就在于其应当具有的超前性和充足的承载能力。有了良好的基

础设施，各经济主体自然就会对其进行充分利用，促使经济活动呈

几何级数增长。相反，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过于保守，就难免在关

键时刻遭遇“天花板”，贻误发展的时机。在这方面，中国也有过

经验教训。当上世纪 90 年代末普遍认为电力过剩状况将持续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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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时，又有多少人能预见到 2003 年的大规模电荒这么快就会到

来呢？再比如，过去在一个二线城市修一条上下四车道的公路被认

为是很超前的，但没过两年就达到满负荷，甚至出现拥堵。因此，

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有时是超乎想象的。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拉美国家经济和社会现代化、使其

走上经济增长快车道的一个关键。世界银行曾指出，只有改善投资

环境和基础设施，拉美才有可能在未来取得更加快速而稳定的增长。

世行还估计，拉美人均公路公里数每增加 10%，人均 GDP 将增长

2%。 

二、中国和拉美合作前景广阔 

中国与拉美虽远隔重洋，但友谊源远流长。早在 16 世纪中叶，

中国就通过转口贸易同墨西哥、秘鲁等太平洋沿海口岸建立了海上

贸易通道，形成了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

背景下，随着中国和拉美各自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拉经贸往来日趋

频繁。21 世纪以来，中拉贸易飞速发展。2004 年胡锦涛主席首次

出访拉美时确定了 2010 年双边贸易达到 1000 亿美元的目标。该目

标已于 2007 年提前实现。2010 年中拉贸易额突破 1800 亿美元，在

14 年内增长了 18 倍。尽管中拉经贸往来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相对于二者之间极强的经济互补性，双方的经贸合作仍有十分广

阔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等方面

潜力巨大。 

大力发展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以巴西为例，按照当

前的经济结构，要想达到 5%的经济增长率，巴西每年需要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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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GDP25%的投资，超过目前该国 16.7%的投资率。因此拉美国

家有从外部寻找新的投资来源的需求。受 2009 年全球经济危机

的影响，美、欧等发达国家海外投资能力下降，加大了拉美地区资

金紧缺的困难。中国是资金相对充裕的国家，有能力也有意愿扩大

对拉美的投资。这样做既满足拉美地区对基本建设的资金需求，同

时也符合中国实现海外投资多元化的需要。此外，在基本建设领域，

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积累了大量经验，具备充足的软硬件实力，

能够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帮助

拉美各国建立起高质量的基础设施。 

随着中国和拉美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和拉美

互为市场，为各自按比较优势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可持续增长创造

了更大的空间。国民收入的提高也将进一步刺激从资源性产品、农

产品到制造业，乃至服务业的相互需求，中国和拉美经济因此有极

强的互补性。中国在实现全面小康、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

得到拉美国家的支持与合作。 

三、中国进出口银行将进一步加大对中拉经贸合作的支持力度 

作为中国的官方出口信用机构，中国进出口银行成立 16 年

来始终致力于促进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推动“走出去”战略的深

入发展。近年来，我们积极开拓拉美市场，加大同业合作，帮助

拉美地区实施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基建项目。在墨西哥，我们利

用国内企业的技术优势帮助其电信市场扩建升级；在巴哈马，我

们支持了西半球最大的旅游建筑项目；在厄瓜多尔，我们帮助该

国兴建了拉美最大的电力承包工程；在阿根廷，我们为其首都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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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一条长 13 公里地铁，直接解决了 3.2 万当地群众的出行问

题；在哥伦比亚，我们积极参与该国首都机场的改、扩建工程；

在秘鲁，我们支持铜矿资源开发，化当地资源优势为发展优势；

此外，我们还正在积极跟踪拉美地区基建领域的项目达 32 个，

合同金额超过 200 亿美元。 

另外，我们还与拉美地区的一些多边机构与金融同业组织积

极开展合作。其中我们分别与安第斯发展银行、泛美开发银行、

加勒比开发银行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并就具体合作项目进行研

究；与花旗银行、渣打银行、桑坦德银行、智利银行、秘鲁信贷

银行等国际及区域银行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开展具体项目合作。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和拉美国家发展阶段更加接近，在市

场经济的发育过程中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可供分享的经验更多。

中国进出口银行将继续加大对拉美市场的投入，切实推动中拉在

金融、基础设施、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合作，鼓励和引导中国企业

“走出去”，共同促进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

此，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一步拓展拉美市场： 

一是，造船出海与借船出海。拉美地区政治经济情况复杂、

与中国相隔甚远、各类信息来源渠道有限，这为银行的风险识别

工作增加了难度。我们将进一步加大调研力度，一方面利用好我

们已有的银企合作体制 ，结合拉美国家的实际需要为当地的基本

建设项目提供金融服务；另一方面继续扩大与当地金融机构的合

作，借助他们在当地丰富的运作经验广阔的机构平台，形成优势

互补，共同帮助拉美国家建设基础设施，达到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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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加强调研与金融创新。拉美地区国别数量多，国情各

不相同，我们将加大对拉美地区的国别政策、产业政策、法律法

规及政治经济形势的研究，针对拉美国家的融资需要量身定做金

融产品，做到“一国一策”。如在委内瑞拉等由政府主导工程建

设的国家，我们将加大与其政府在基本建设领域的合作，使基础

建设、贸易投资项目与资源矿产等要素有机会“捆绑式”开发，

从而助其以项目发展带动经济发展；而在巴西等以经济市场为主

导的国家，我们将更为关注一些私营项目，组建专业融资团队专

门针对当地多边的融资结构和运作模式。 

 

女士们，先生们：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中国和拉美是全球主

要的具有极强互补性的两大经济区域，合作空间无限。只要我们携

起手来，精诚合作，中拉经贸合作和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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