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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刊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按照“三个定位”（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党

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的要求，

坚持“三大强院战略”（科研强院、人才强院、管理强院），加快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实施哲学社

会科学创新工程，着力改革体制机制制度，努力实现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的，以学术观点与理论创新、学科体系创新、科研组织与管理创新、

科研手段创新、用人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 

在实施创新工程过程中，拉丁美洲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从学术观念、

选题、研究方法、组织形式、人员配置等多方面入手，全力推进对当

代拉美经济社会及中拉关系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综合性研究，已陆

续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实现了创新工程的良好开局。《拉美研究报告》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旨在适时发布本所研究动态、传播相

关研究成果、扩大学术影响力、为有关部门提供参考。 

《拉美研究报告》是本所实施创新工程的主要内部信息载体，以

力求时效、简明为基本目标。其所载内容、所体现的观点均为研究者

本人及其团队的初步分析和意见，欢迎读者予以反馈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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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新世纪经济发展解析
岳云霞

内容提要

21世纪以来，巴西由“永远的未来之国”成功转型为“金砖之国”。在这一转变过程
中，显著改善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其快速成长的基本保障，强劲的内需是带动经济的主要动
力，而有利的国际市场环境则是其发展的外部助力。然而，由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不利的外
部环境以及制造业发展不足、基础设施和运营机制落后等内部缺陷，巴西经济近期又现波
动。从中长期来看，巴西经济仍具向好趋势，内生动力和内部保障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充分
条件，但是必须进行必要的结构性调整，以消除经济的脆弱性。 

20世纪70年代前后，巴西曾以超

过11%的年均增长率一度跃升为全球第

八大经济体，但此后近30年的经济低

迷使其深陷“永远的未来之国”的尴

尬之中。进入新世纪以来，巴西的困

境终获转机，以“金砖”成员身份再

次令世人瞩目。然而，巴西的二次崛

起并非坦途，2011年以来，其经济增

长又现波折。那么，巴西强势回归的

原因何在，本次崛起是否又是惊鸿一

瞥呢？

内修外助：新近崛起之源

进入21世纪以来，“金砖国家”

成为新兴国家的典范，在全球经济增

长和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人

均收入最高的“金砖”，巴西的发展颇

为抢眼。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数据显

示，2001～2010年，巴西经历了近30

年内最快的增长，GDP年均增长3.6%，

人均GDP年均增长2.4%，均超出全球平

均水平。同时，巴西在全球金融危机

中的表现也可圈可点，经过2009年的

短暂下调后，2010年其GDP增长率骤升

至7.5%，增速在G20国家中位居第五。

2011年，巴西GDP规模达24 746亿美

元，成为继美国、中国、日本、德国、

法国之后的全球第六大经济体。

对于巴西的近期发展，日本《经

济学人》周刊如是评论：“这位曾经的

‘发展中国家的落榜生’，如今正成为

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的一部分。”在

这一转变过程中，改革成效的累计效应



·2·

拉美研究报告  2012年第4期 

和外部环境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

显著改善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巴西

快速成长的基本保障。20世纪90年代

初，巴西一度为恶性通胀所困扰，1993

年巅峰时期的通胀率甚至高达2489%。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巴西历任政

府通过持续推进货币和财税体制的深层

次改革，成功地将通胀率控制在合理范

围内，并促使宏观经济指标发生明显改

善，从而增强了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为

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

强劲的内需是带动巴西经济的主

要动力。贫困率高和收入差距大是巴西

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偏低的主要原因。而

自卡多佐政府以来，巴西就通过加大社

会领域的公共投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以及推行“零饥饿计划”“家庭奖励金

计划”和“第一次就业计划”等有效的

就业促进和反贫困措施，促使社会结构

发生良性转变。2001～2009年，巴西贫

困率下降12%，中产阶级的比例则增至

一半以上。受其影响，社会边际消费倾

向增加，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引擎作用

日益明显。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计数据

显示，2001年以来，消费在巴西GDP中

平均比重达81.4%，在GDP增长中的贡献

率接近70%（剔除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

响的极端值）。

有利的国际市场环境是巴西发展

的外部助力。一方面，对外贸易条件

改善助益出口收入大增。巴西的出口

结构具有高度集中性，大豆、铁矿石等

初级产品份额过半。在这种情况下，

2003年以来全球初级产品价格的攀升无

疑使其出口收入大增，对经济形成向上

推力。据统计，出口在巴西GDP中的份

额长期不足10%，而2003～2010年，这

一比例已平均增至14.3%；同期，出口

在经济增长中的直接贡献率也平均增至

20%以上。另一方面，市场潜力上升促

使外资流入增加。初级产品价格走高加

之消费增加，刺激外资加速流入巴西。

2003年以来，巴西出现FDI流入的新一

轮增长，冶金业、食品加工业、金属矿

产业、石油和乙醇燃料生产方面的外资

均有不同程度增加。2007年以来，巴西

外资流量与存量均位居拉美第一，FDI

流量在其固定资本形成中所占比例超出

30%，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在良好内外部因素作用下，巴西

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齐发力，带

动经济持续增长。而经济增长有助于政

府增加收入，从而有能力更好地实施反

周期政策和社会政策，为增长创造稳定

的外部环境。正是由于这种良性循环，

巴西迎来了30年内最长的增长周期，而

且可以迅速摆脱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影

响，重获快速增长。

内部缺陷：阵痛再生之因

检视新世纪前10年间的表现，巴

西“金砖之国”的身份似乎趋于名至实

归。然而，自2010年第二季度起，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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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GDP的增长率就开始持续回落。2011

年，其GDP仅增长2.7%，远低于新兴市

场当年6%的应有水平。2012年第一季

度，GDP同比增幅仅为0.8%，在“金砖

国家”中居末位。

那么，巴西的近期表现是经济的

周期性波动，还是又一次回归长期低迷

呢？一般认为，经济衰退主要表现为经

济总量持续6个月的下降和经济部门的

普遍收缩。从对GDP的分解来看，虽然

巴西的增长率持续回落甚至停滞，但

服务业和工业在最近两个季度已依次恢

复增长。进一步回顾政策调整，可以发

现，2010年4月～2011年8月，为了防止

经济过热、抑制通胀以及遏制投机性热

钱的流入，巴西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

策，连续8次上调SELIC基准利率，并且

多次上调金融交易税税率；而2011年9

月至今，在通胀压力缓解后，为了避免

经济下滑，又连续8次下调SELIC，且暂

停针对海外投资者的金融交易税。就经

济指标的现有走势来看，政策效应大体

符合出台初衷。此外，季度数据表明，

消费和出口的增长仅有短暂中断，经济

的向上动力依旧存在。据此，结合欧债

危机扩散和传统市场经济复苏乏力的国

际背景，可初步判断，巴西近期的经济

走向是政策主动干预与外部冲击的综合

作用，其经济尚处于政策可控的范围之

内，或将在进一步的反周期政策调控

下，重现积极增长态势。

然而，对GDP的部门分解也显示，

巴西各部门的应激表现不一，部分薄弱

环节的变化速度超出政策预期，最终累

及经济全局。具体而言，农业和制造业

的下滑最快且最明显，是经济下滑的主

要来源。其中，农业部门的震荡幅度较

大，这主要源自其外向型发展的定位，

中国等主要需求方经济减缓是其萎缩的

直接诱因。

制造业的过度反应则与该部门的

相对弱势相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巴西出现了“去制造业化”的趋势，而

近年来初级产品部门的获利增加，更是

加剧了这一趋势。据统计，2003年以

来，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下降约2%，

降至13%左右。由于制造业规模有限且

发展滞后，巴西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低

端位置，易受外部冲击影响，从而拖累

整体经济。

在当前环境中，巴西制造业的发

展受到制约，投资不足是阻碍其规模

扩大的主要原因。据统计，巴西的投

资只有11%～15%流向制造业部门。而造

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

在外向型发展模式下，比较优势及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巴西制造

业的竞争力有限，在全球市场中的盈利

能力不足，这与投资不足交互作用，形

成不良循环，限制了该产业的发展。另

一方面，巴西基础设施落后和运营环境

方面的不足，降低了制造业对外资的吸

引力。就基础设施而言，世界经济论

坛《2011～2012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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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在报告涉及的142个国家中，巴

西的“基础设施的总体质量”列第104

位，码头、机场和公路质量的排名分别

是第130位、第122位和第118位。就运

营环境而言，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营

商环境报告》，在183个国家中，巴西

的总排名是第126位；在报告涉及的10

项指标中，巴西8项指标的排名处于中

等以下水平。以上两项缺陷，致使制造

业在国际分工的参与有限，资金来源也

因而受阻。

综上所述，巴西经济的近期欠佳

表现是外部环境和政策作用的共同结

果，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局部领域的脆弱

性。后者根源于巴西产业结构的内部缺

陷，特别是制造业的相对弱势地位，而

基础设施和运营机制方面存在的内在不

足，又使得这种弱势趋于固化。

结构性调整：通往未来之路

从中长期来看，巴西发展势头依

然向好。尽管存在外部不确定性，然而

极具潜力的内需仍可作为内生性动力，

支撑其持续增长。具体而言，巴西政府

继续推进社会政策，如2011年发布的

“消除贫困计划”每年将拨款200亿雷

亚尔的预算，用于实施收入再分配、生

产技能培训和基础公共服务三大扶贫核

心内容，以此帮助全国10600万赤贫人

口在2014年前实现脱贫。此类政策通过

降低贫困人口比例，有助于进一步提高

巴西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促使消费增

加。此外，巴西还将连续举办2014年世

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为两项赛事投入

150亿美元的公共财政，将主要用于场

馆建设、交通建设、机场改造以及住宿

建设，由此也会产生巨大的衍生需求，

有利于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巴西保障经济可持续

增长的自身条件也超出以往。就资金保

障而言，前期的出口收入和外资盈余充

实了外汇储备。截至2012年6月，巴西

的外汇储备额已达3 740亿美元，位居

全球第七位，这使其国际支付能力明显

增强，国际议价和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

也相应提升。就资源保障而言，能源缺

乏曾是巴西经济的掣肘，但随着近海海

域新油田陆续被发现，其增长与发展已

有了稳定能源和资源支撑。就政策保障

而言，在此轮经济增长中，巴西政府实

施反周期政策的能力有所增强，有助于

抚平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损耗”。

综上，内生动力和内部保障是巴

西可持续增长的充分条件。但是，2011

年至今的经济波动证明，巴西的经济仍

然具有脆弱性，结构性调整是减少波

动、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为此，巴西需要进行三方面的调整：其

一，调整产业结构，提振制造业，提升

经济竞争力；其二，调整法规结构，实

施便利化的营商措施，为经济发展创造

透明、稳定且可预期的外部环境；其

三，调整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利益分担原

则，刺激相关领域投资，消除或降低其

建设落后产生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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