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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拉美发展展望 

——在 2011 年拉美论坛上的发言 

中国进出口银行经济研究部副总经理  代鹏 

2011 年 4 月 28 日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很高兴参加此次讨论，与大家一起探讨拉美经济

与社会发展的前景。我主要谈一下中国和拉美在经济社会发展

过程中共同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次贷危机后，新兴国家经济发展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

的重要力量，拉美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南亚地区的经济

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耀眼的区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

拉美地区在贸易、科技、投资、资源开发利用以及政策协调

等领域存在值得交流与加强的必要性。 

一、新兴国家的发展机遇 

自 2008 年次贷危机爆发后，世界格局发生重要变革，

给新兴发展中国家带来五大机遇： 

第一，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历史性地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市

场国家转移。本次危机可以说是全球增长格局转变的分水岭。

在这场危机中，发达国家经济失去动力，而新兴发展中国家

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经济结构互补性强，经济增长潜力大，

将成为世界经济新的重心。 

第二，新兴发展中国家传统的以发达国家需求作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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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的增长趋势正在改变。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消费需求

明显下降，新兴国家原有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将不可持续。

因此以内需、外需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已成为中国、拉美地区

下一步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同时新兴国家间的贸易，包括

区域自贸区的建设，将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第三，新兴国家已具备产业升级条件，世界产业分工将

向新兴国家倾斜。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在经济发展

质量、基础设施、劳动力受教育情况、投资环境等方面的改

善使新兴国家的产业结构已经具备升级换代的条件。与此同

时，2008 年以来世界产业供应链处在重大变化之中，尽管发

达国家提出了再工业化口号，但新兴国家将在全球产品供应

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第四，世界资本流向出现对新兴国家较有利的局面。次

贷危机后，大量资金由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国家，以寻找更有

价值的投资机会，这不但可以促进新兴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

推动其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也为新兴国家生产、投资提供

了更多选择。同时，新兴国家的货币将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和相互贸易中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 

第五，世界规则体系长期以来由发达国家按其经济需要

掌控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变革。新兴国家在贸易、金融、

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发言权正在引起包括发达国家

在内的全世界的关注，这使未来世界体系有可能满足包括新

兴国家在内的全球整体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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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兴国家发展面临的挑战 

应该看到新兴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的挑战和机遇并存，

这些挑战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将对下一步发展形成障碍。 

第一，国际流动性泛滥引发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

格剧烈波动。当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并非完全由供求决定，

大宗商品金融化以及流动性泛滥加剧了其价格的不稳定性。

而资源开发中心、加工中心、生产中心与消费中心的分离，

使大量出口资源的国家并没有从大宗商品价格的猛烈上涨

中获得应有的权益，反而使其整个产业结构面临全球化的影

响，使其发展面临包括国际收支、债务、环境、社会稳定等

方面的风险。 

第二，生产性与消费性基础设施未能实现稳步协调。对

拉美地区而言，其人均收入相对较高，对消费性基础设施要

求较高，但对生产性基础设施如电力、运输、交通、港口等

方面投资相对不足，削弱了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

发展经济的潜在动力。对中国而言，尽管生产性基础设施获

得发展，但对未来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

放型向集约型过渡的支撑保障能力仍然不足，对吸纳就业、

提高收入构成潜在威胁。 

第三，输入型通货膨胀与新兴国家内部存在的结构性矛

盾有激化倾向。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使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对

新兴国家的中低收入者、中长期投资产生负面影响。同时，

与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相比而显得相对薄弱的财政状况，尤

其是包括地方政府债务在内的整体性公共支出不足问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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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新兴国家在开放资本项下货币自由兑换、稳定汇率、货币

政策独立性与就业、财政等政策的综合协调方面存在日渐增

加的困难。 

第四，新兴国家劳动力成本快速增长以及劳动力素质不

能适应经济发展的挑战。国际流动性泛滥引起粮食、食品、

燃料等基础产品价格的不断上涨以及发达国家相对完善的

社会保障体系示范效应的影响导致新兴国家劳动力成本正

在快速增长。这有可能使处在产业结构调整关键时期的新兴

国家在国际竞争力、吸引外部投资和贸易等方面处于不利态

势，在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保持工资稳定、吸引外部投资及

降低失业率等方面面临抉择。 

第五，新兴国家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上面临两难境地。

一方面，新兴国家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资源，而发达国家长

期工业化对地球环境造成的污染以及当前的政治、舆论形势

的变迁已经使得新兴国家无法复制发达国家经历过的经济

增长模式和道路。另一方面，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新兴

国家在通过自主知识产权开发与利用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

利用率的过程中，面临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壁垒与人才结构、

投资供应方面的瓶颈。 

第六，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新兴国家的社会结构、文化

传统正发生剧烈变迁。一方面，收入的增长在提高人民生活

水平的同时必然引发社会结构的变迁，相当一批中等收入国

家正是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阶段（比如相当于 3 盎司黄金）

的过程中陷入迟滞的。另一方面，全球化在促进各国经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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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同时，也使新兴国家保持社会稳定的任务面对着来自文

化冲突、舆论引导等方面的显著压力。 

三、几点建议 

第一，新兴国家，尤其是在大宗商品供应国与使用国应

在大宗商品市场上加强协作。在市场与政府部门、金融与实

体经济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建立起真正符合新兴国家利益

的价格协调机制和符合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从而稳

定资产价格，为长期经济增长繁荣提供必要条件。 

第二，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与规划在长期性方面的关

注。首先，要增加直接影响和改善投资环境的生产性基础设

施投资，使新兴国家投资环境更具吸引力。其次，要增加对

落后地区、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善，使这些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在投资的推动下有所缩小。再次，

要为基础设施的发展建设、维护提供可持续的财政保证，也

为基础设施升级预留必要的发展空间，从而提高整体性效率。

事实已经证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基础设施方面的

合作是降低投资成本的重要手段，同时基础设施的规划应当

充分考虑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条件，尤其是财政状况，

以免在中长期形成新的财政风险。 

第三，根据产业结构的特征与贸易水平合理规划经济发

展，制定符合实际国情的宏观政策。首先，在保持金融稳定、

投资稳定的同时，对财政进行必要的约束，从而使经济增长

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超越物价上涨，是应对国际性输入型通

货膨胀的重要途径。其次，循序渐进地实现金融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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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开放、自主地决定相关制度设计与选择，加强对国际游资

的监管、提高进入门槛，合理规划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长

期投资与短期投资的比例也是完全必要的。 

第四，保持国内工资水平合理稳定，使劳动者的收入增

长建立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钞票印刷与福利水平快

速膨胀的基础上。这不仅需要制定合理的劳资协商机制，也

需要增加对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政府、

企业、个人与其他社会主体在这一进程中都应承担共同的义

务。新闻舆论和教育界、知识界也应在保持社会消费预期与

福利水平、经济发展实际条件求得平衡方面承担更多的义务。 

第五，努力探索符合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的

绿色发展道路。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保护环境等方面毫无

疑问承担着共同的责任，但这种责任是有差别的。我们一方

面主张发达国家加快以合理的条件向新兴国家转让环境保

护技术、提供必要资金的力度。另一方面，新兴国家也不能

守株待兔，必须在环境综合利用等方面投入更多地财政资源

与研发力量，通过降低能耗、提高资源的附加值、用新兴技

术改造传统产业等方式稳步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但需要注

意的是强调保护环境重要性的同时，不能以牺牲经济增长、

制造失业、恶化城乡差距为代价。 

第六，提高公共治理水平、国家治理效率、危机处理水

平，增加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对低收入群体、边缘群体、弱

势阶层给予更多关注、重视，并通过教育、财政、社会保障

等方面的努力，为他们提供公平发展的条件，保障他们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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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就业、医疗、生育、家庭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基本权利

是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的必要途径。同时，建立高效、低廉的

诉求反映机制与法律仲裁机制、社会救助机制，通过社会建

设、文化交流逐步提高公民的社会性与组织性，为社会稳定

创造必要条件。 

第七，加强新兴国家间的全面合作。新兴国家应当在产

业结构方面形成良性互动，在贸易方面，本着平等互利的原

则，充分开展符合自身条件和需要的经贸往来，共同对抗贸

易保护主义，更好的运用包括双边和多边政府援助与商业信

贷在内的财政资源与金融力量，在教育、文化、资源、科技

合作等方面创造良好的合作环境与长效机制。 

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一家政策性银行，长期致力于促进

中国对外经贸往来，增进国际经济合作，这也使我们在这些

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十几年来，中国进出口银行为推动包

括拉美地区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进步提供大

量金融支持，虽然这些支持相对于拉美地区的快速经济增长

与庞大经济总量，还存在一些差距，但未来我们仍将进一步

发挥官方金融机构的优势，为推进拉美各国发展提供支持。

我们也非常希望与拉美各国相关机构加强合作，开展深入、

广泛交流，为加深中拉合作作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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