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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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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拉贸易：2012年中期盘点与展望
岳云霞

内容提要

进入21世纪以来，中拉双方均成为对方增速最快的贸易伙伴。2012年上半年，受经济放
缓影响，中拉贸易增速下降，但增幅超出了中国对外贸易8%的增长，仅次于中非贸易24.9%
的增幅。同时，中拉贸易发生结构调整，产品和市场高度集中的特性虽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但进出口的市场集中度都略有下降，部分拉美国家对华出口也有多元化发展。2012年下半
年，中拉关系的全面发展将继续促使双边贸易向好发展，但全球经济不景气产生的连锁效应
也不容忽略，中拉贸易的发展路径将趋于复杂，但全年贸易有望再破新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拉贸易呈现

跨越式发展，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30%

以上，中拉均成为对方近10年来增速

最快的贸易伙伴。2012年上半年，中

拉贸易延续了前期的增长，贸易结构

也出现积极变化。下半年，中拉贸易

的外部双向作用力同时显现，但可以

预见贸易额仍将保持较快增长，结构

调整或将继续。

一、2012年上半年中拉贸易特点

伴随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传统市场

的萎缩，中国对外贸易的国别结构出

现调整，美欧市场的份额逐步下降，

而非洲、拉美和亚洲市场的贸易比重

有所增加。2012年上半年，新兴市场

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持续上升。与

之相适应，中拉贸易出现明显增长，但

增幅明显低于上年，且贸易的国别和产

品结构有所调整。

在贸易总量方面，双边贸易额持

续保持较快增长，但同比增速较上年

大幅下降。1～6月，由于互补性需求

的推动，中拉贸易再创历史新高，达

到1 247.3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7.7%，超出了中国对外贸易总额8%的

增长，仅次于中非贸易24.9%的增幅。

其中，中国对拉美出口623.3亿美元，

同比增长15%；从拉美进口624亿美元，

同比增加20.5%。但是，2011年以来，

由于中国GDP逐季下滑趋势的延续，原

材料进口需求减缓，与此同时，拉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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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经济增长预期也有所下降，联合国

拉美经委会预期2012年其GDP增长率将

由前两年的6.1%和4.3%降为3.7%。这使

得中拉贸易的增速呈现较大回落。2012

年上半年，双边贸易总额以及中国出口

额的增幅均出现近10年来的第二低值，

仅高于2009年金融危机作用下出现的谷

底值；而中国的进口额增幅也降至近3

年来的最低水平。

在贸易平衡方面，进出口增速的

变化节奏有别，中国出现较大逆差。一

方面，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一度反弹，中

国进口成本上升，量价平衡作用下，进

口增速相对平稳，前6个月的涨幅仅较

上年同期下降9.5%；另一方面，除经济

不振拉低需求外，阿根廷与巴西等拉美

大国的贸易保护升级，对中国出口产生

抑制效果。受此影响，中国的出口涨幅

比去年同期减少23%。进出口的不同幅

度变化，使得中方出现逆差，特别是2

月份的逆差规模高达32.3亿美元，为近

10年来的月度峰值。

在贸易的地理分布方面，中拉贸

易仍集中于主要贸易伙伴，但集中度出

现变化。上半年，前十大贸易伙伴国与

中国的贸易分别占贸易总额和进、出

口额的94.4%、97.3%和90.9%，中拉贸

易依然具有高度的地理分布集中性。巴

西保持了在对华贸易中的领先位置，在

中国对拉进、出口总额中分别占41%和

24.9%。但是，与2011年相比，中拉贸

易的集中度指标略有下降，其中，中国

进口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

由2 451降为2 291，出口HHI指数则由

1 470微调至1 378，具体则表现为中美

和加勒比地区在中拉贸易中的占比略有

上升。这表明，中国对拉美国家的市场

开放有了一定提升，在拉美市场中的多

元化也在持续进行。

在贸易的产品结构方面，进出口

仍明显失衡，但积极变化已显现。近

10年来，中拉贸易的突出特点是，初

级产品和制成品分别主导中国的进口和

出口。上半年，中拉贸易的结构性失衡

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国主要出口机电

产品、化工产品、贱金属和制品以及纺

织品和原料等，集中进口农矿产品等低

附加值产品。然而，贸易构成的小幅调

整已有所体现，特别是部分拉美国家对

华出口制成品有了较大增长，如阿根廷

的机电、音响设备和运输设备，巴西的

纺织品和原料、动植物油脂、化工产品

和运输设备，以及智利的化工产品和光

学、钟表、医疗设备等，都有不俗表

现。可以看到，在开拓拉美市场的同

时，中国已逐步成为拉美制成品的买

家，中拉贸易的双赢特色更加显著。

在贸易的国别构成方面，半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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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拉美经济体对华贸易增速减缓，

少数经济体存有对华贸易顺差。就进

出口总额而言，拉美较大经济体中，仅

有厄瓜多尔对华贸易总额的增速快于上

年同期，其余国家的对华贸易增幅均出

现不同程度回落。具体而言，巴西、墨

西哥、阿根廷、秘鲁和智利等国与中国

的贸易总额增幅低于地区平均水平；其

中，中巴贸易的环比增幅下降27.6%，

减速最为显著。与之相比，哥伦比亚和

玻利维亚等国的对华贸易虽有减速趋

势，但增幅仍超出同期地区平均水平。

就国别贸易平衡而言，中国仅在

同巴西、智利、委内瑞拉、哥斯达黎

加、秘鲁、阿鲁巴和波多黎各等少数经

济体的贸易中出现逆差，且前5国构成

中国在对拉美贸易中逆差的主要来源。

同期，中国对拉美其余经济体均存在程

度不等的顺差。其中，墨西哥、巴拿

马、哥伦比亚、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

圭是中国顺差的主要来源国。

二、下半年中拉贸易环境与展望

展望下半年，中拉贸易的外部环

境已不同于年初，利好因素和不利因素

日趋明朗，双边贸易将受到两种力量的

同时影响。

从利好因素来看，中拉关系的全

面发展为贸易水平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第一，温家宝总理6月出访拉美，促使

中拉达成新的政治共识，并且确定了双

边经贸合作的框架，提出了未来5年中

拉贸易总额突破4 000亿美元、中国—

南共市贸易总额达2 000亿美元和中拉

农产品贸易额超400亿美元等明确的中

期发展目标，还就提升中拉贸易的自由

化和便利化，提出了多项务实倡议，这

些都有助于双边贸易的可持续性发展；

第二，中拉高层互访在年内出现小高

峰，下半年还将持续升温，这有助于增

强中拉政治互信，为双边贸易助力；第

三，中拉贸易的保障性机制日趋完善，

继智利、秘鲁和哥斯达黎加三国与中国

签署的自贸协定生效之后，哥伦比亚总

统桑切斯在访华期间，就中国—哥伦比

亚自贸协定确定了路线图。这一策划中

的自贸协定能够释放积极信号，不仅为

中哥提供有利条件，还将促使年内中拉

贸易的整体提升。

然而，不利因素依然存在，特别

是短期内全球经济不景气产生的系列负

面影响仍将持续作用。一方面，由于传

统经济复苏缓慢，中国和拉美主要经济

体上半年的经济增速都有所放缓，全年

经济增长预期也有趋弱态势，由此导致

的需求下降对贸易产生抑制作用。考虑

到经济预期效应，以及进出口对上半年

经济降速的滞后反应，下半年的中拉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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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面临一定压力。另一方面，在外向型

发展模式下，中国与拉美多数经济体之

间的贸易受到第三方市场需求的影响。

2012年上半年数据显示，全球经济在第

一季度出现较强反弹，但第二季度重现

疲软，特别是欧元区经济已正式陷入衰

退。由此衍生的外部需求下降，也将对

中拉贸易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中国在拉美地区的主要贸

易伙伴，如阿根廷和巴西等国，为应

对金融危机、促进国内就业和生产，

加大对进口产品的限制，与中国之间的

贸易摩擦近期内难以有效消除。仅7月

上旬，阿根廷就宣布了2起新的对华反

倾销措施，巴西也发起了1起反倾销调

查，并宣布了1起反规避措施。由于上

述两国在中拉贸易总额中的比重超出

40%，其贸易保护措施无疑将对双边贸

易产生消极影响。

由于以上两种力量的作用，中拉

贸易在下半年的发展路径将趋于复杂。

就贸易总量而言，中拉贸易的向上动力

仍处于强势，年度贸易总额有望再破记

录，相对于传统市场的相对优势增长也

会继续。但是，受经济基本面的影响，

中拉贸易增速将低于2010年和2011年时

期的水平。就贸易平衡而言，在中拉贸

易的现有格局下，中国的进口需求弹性

低于拉美多数经济体，进出口在外部不

利冲击下出现不均衡变化，中方有可能

再次出现年度贸易逆差。就贸易结构而

言，中国进口的产品和来源结构调整仍

将继续。鉴于中拉双方在增加拉美制成

品出口方面已有共识，可以预见，高附

加值产品在中国的进口中会有所增加。

而中国的进口来源集中度虽前期略有

下降，但《中国—南共市联合声明》等

近期利好举措却对这一动向产生反向作

用，据此，中拉贸易的高度集中性短期

内难以逆转。

整体而言，2012年全年，中拉贸

易仍处于上升周期，贸易结构的调整也

出现优化趋势，双边贸易仍将在中拉全

面合作中发挥有益的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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