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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拉美地区对中国的温室气体减排、 商品出口增长、
资源类商品进口有一定程度的影响ꎮ 资源类商品供大于求是导致此

类商品价格下跌的根本原因ꎬ 中国不仅稳定了此类商品的国际市场

需求ꎬ 也使拉美地区此类商品的出口量继续保持增长ꎮ 在中国经济

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
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等背景下ꎬ 中拉经贸合作由 “贸易驱动”
向 “金融驱动” 过渡ꎬ 中国对拉美地区资源类商品的进口需求稳

步增长将继续拉动双边经贸合作ꎬ 中国在拉美地区金融类投资涉及

的国家 (地区) 日益增多ꎬ 与部分拉美国家成功探索和实施了

“贸易 ＋投资 ＋金融” 合作模式ꎬ 金融合作可以使拉美国家普遍受

惠ꎮ 中拉经贸合作是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中

国 ＧＤＰ 每年增加 ６０００ ~ ８０００ 亿美元是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

基础ꎬ 拉美地区是中国 “一带一路” 战略的自然延伸ꎬ 基础设施一

体化是中拉经贸合作的重要物质基础ꎬ 自由贸易是中拉经贸合作的

重要制度保障ꎮ 中拉产能合作面临着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带来

的机遇与挑战ꎬ 在产能过剩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全球背景下ꎬ 中

拉产能合作应集中在资本、 技术密集型行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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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纲要» (简称 “ ‘十三五’ 规划”) 确立了 “十三五” 期间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年均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增长率大于 ６ ５％的目标①ꎮ 同年 ４ 月ꎬ 联合

国拉美经委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先后预测拉美地区 ２０１６ 年的 ＧＤＰ
增长率为 － ０ ６％ ②和 － ０ ５％ ③ꎮ 国际社会 (包括 ＩＭＦ) 有学者认为ꎬ 中国经

济增速放缓是导致拉美地区减速甚至出现经济衰退的主要外部原因之一ꎮ 国

内社会对拉美形势和中拉经贸合作日益关注ꎬ 一方面ꎬ 阿根廷、 委内瑞拉、
巴西等主要拉美国家不仅出现了经济衰退ꎬ 而且政局发生了变化ꎬ 社会不安

定因素增加ꎬ 这些国家均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主要经贸合作伙伴ꎻ 另一方面ꎬ
近两年来ꎬ 虽然中国从拉美地区的进口量继续增长ꎬ 但由于资源类商品的国

际市场价格下跌ꎬ 中拉贸易额增加有限甚至略有减少ꎮ
ＩＭＦ、 ＯＥＣＤ、 世界银行等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目标存有疑虑ꎬ 例如ꎬ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和 ６ 月 ＩＭＦ、 ＯＥＣＤ 先后发布的预测报告认为ꎬ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中国

ＧＤＰ 的增长率分别为 ６ ５％和 ６ ２％ ④ꎻ ６ 月世界银行预测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中国 ＧＤＰ 的增长率分别为 ６ ７％ 、 ６ ５％ 、 ６ ３％ ⑤ꎮ 关于中国经济增速

放缓对拉美地区的影响ꎬ 国外的观点可分为悲观派和乐观派ꎮ
悲观派过于强调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拉美地区的消极影响ꎮ 有研究认为ꎬ

中国经济增速减缓将会使拉美地区出口的资源类商品价格下跌ꎬ 从而对拉美

经济造成负面冲击: 中国 ＧＤＰ 增长率每降低 １ 个百分点ꎬ 拉美地区的资源类

商品价格指数一年内下跌 １ ５ 个百分点ꎬ ３ 年内会累计下跌 ３ 个百分点ꎻ 出口

资源类商品的 １２ 个拉美国家平均 ＧＤＰ 增长率将在 ３ 年内下降 ０ ５ 个百分点ꎬ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ꎮ
关于拉美地区 ２０１６ 年的 ＧＤＰ 增长率ꎬ 拉美经委会 ２０１５ 年年底的预测为 ０ ２％ ꎬ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下调为 － ０ ６％ ꎮ ＣＥＰＡＬꎬ “Ａｃｔｉｖｉｄａｄ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ａ ｄｅ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ｙ ｅｌ Ｃａｒｉｂｅ ｓｅ Ｃｏｎｔｒａｅｒá － ０ ６％ ｅｎ
２０１６”ꎬ ｅｎ Ｃｏｍｕｎｉｃａｄｏ ｄｅ Ｐｒｅｎｓａꎬ ８ ｄｅ ａｂｒｉｌ ｄｅ ２０１６

ＩＭＦꎬ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６ꎬ ｐ １５

ＩＭＦꎬ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Ｐａｃｉｆｉｃ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６ꎬ ｐ ４３ꎻ ＯＥＣＤꎬ ＯＥＣ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６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ꎬ ｐ １５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ꎬ ２０１６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ｓ 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ꎬ 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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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洪都拉斯为 ０ ９ 个百分点ꎬ 巴西为 ０ １ 个百分点ꎮ① 有学者认为ꎬ 由于中

国减少了原油、 金属类矿产品的进口ꎬ 未来 ５ 年原油出口国的出口损失累计

可达 ＧＤＰ 的 ９％ ꎬ 金属类矿产品出口国的出口损失累计可达 ＧＤＰ 的 ７％ ꎻ 中

国经济减速导致初级产品价格下跌ꎬ 使拉美地区 (尤其是南美国家) 出现经

济衰退ꎮ②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美洲开发银行发布的 «２０１６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宏观

经济报告» 认为ꎬ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中国经济减速将使拉美地区 ＧＤＰ 增长率年均

下降 ０ ６３％ ꎮ③

乐观派在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对拉美地区造成负面影响的同时ꎬ 更

强调积极影响和机遇ꎮ ２０１４ 年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ꎬ 由于巴西的外

贸依存度较低ꎬ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巴西的直接影响较为有限ꎬ ２０１５—２０３０
年中国 ＧＤＰ 增长率将介于 ４％ ~７％之间ꎬ 中国对巴西农产品、 食品的进口需

求将继续快速增长ꎬ 巴西也会迎来在加工制造业、 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大量合

作ꎮ④ 有学者指出ꎬ 中国年均 ＧＤＰ 增长率保持在 ４ ５％ ~ ６ ８％ 时ꎬ 拉美地区

对华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可达 ７％ ~ １０％ ꎮ⑤ 拉美经委会认为ꎬ 中国的贸易和投

资对拉美地区有重大影响ꎬ 尤其是南美地区ꎻ 拉美地区要实现贸易平衡ꎬ 其

对华出口需增加 ８０％ ꎻ 至 ２０２０ 年中国从拉美地区进口的农产品将翻一番ꎬ 但

拉美地区需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合作ꎬ 尤其是基础设施、 制造业等领域的合作ꎬ
来增加对华出口以及提高对华出口的多元化程度ꎮ⑥ 经合组织、 拉美经委会、
ＣＡＦ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联合发布的 «２０１６ 年拉丁美洲经济展望» 认为ꎬ 中

国 “新常态” 意味着全球 “财富转移第一阶段” 结束ꎬ “财富转移第二阶段”
开始ꎮ 在第一阶段ꎬ 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由欧美发达经济体转移到以中国、 印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Ｇｒｕｓｓꎬ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Ｂｏｏｍ －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Ｐｒ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ꎬ ｉｎ ＩＭ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 Ｎｏ １４ / １５４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４ １２ 个拉美国家为: 洪都拉斯、 秘鲁、 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 阿根廷、 哥伦比亚、 智利、 厄瓜多尔、 委内瑞拉、 乌拉圭、 玻利维亚、 巴西、 巴拉圭ꎮ
Ａｌｅｘｅｉ Ｋｉｒｅｙｅｖ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ｉ Ｌｅｏｎｉｄｏｖ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Ｓｌｏｗｄｏｗｎ: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ꎬ Ｓｐｉｌｌｉｎｓꎬ ａｎｄ

Ｓｐｉｌｌｂａｃｋｓ”ꎬ ｉｎ ＩＭ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 Ｎｏ １６ / ５１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ꎻ Ｍａｒｉａ Ｓａｄａꎬ “Ｒｉｐｐ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ｌｏｗｄｏｗｎ ｏ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ｏｔｅｂｏｏｋꎬ Ｖｏｌ ３７ꎬ Ｎｏ ２ꎬ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６

Ａｎｄｒｅｗ Ｐｏｗｅｌｌ (Ｃｏｏｒｄ )ꎬ ２０１６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ｉｍｅ ｔｏ Ａｃｔ －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Ｆａｃｉｎｇ Ｓｔｒｏ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Ｉｎｔｅｒ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６ꎬ ｐ １１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 Ｂｒａｚｉｌ: Ａ Ｎｅｗ Ｗｉｎｄｏｗ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２０１４

Ｄａｎｉｅｌ Ｅ Ｐｅｒｒｏｔｔｉꎬ “Ｌａ Ｒｅｐúｂｌｉｃａ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ｄｅ Ｃｈｉｎａ ｙ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Ｉｍｐａｃｔｏｄｅｌ Ｃｒｅｃｉｍｉｅｎｔｏ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ｏ Ｃｈｉｎｏ ｅｎｌａｓ Ｅｘｐｏｒｔａｃｉｏｎｅｓ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ｓ”ꎬ ｅｎ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ＣＥＰＡＬꎬ Ｎｏ １１６ꎬ ａｇｏｓｔｏ ２０１５

ＥＣＬＡＣꎬ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ꎬ Ｃｈｉｌｅ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１４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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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经济体ꎬ 贸易是主要转移机制ꎬ 拉美地区是 “财富转

移” 的被动接受者ꎮ 在第二阶段ꎬ 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大国将保持持续增长ꎬ
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将逐渐缩小ꎬ 贸易、 投资和金融合作将共同发挥作

用ꎬ 拉美国家应积极与中国展开全方位合作ꎬ 尤其是在农业、 资源加工产业、
劳动力密集型和中低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ꎮ①

综合上述部分文献ꎬ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在短期内对拉

美地区 (尤其是南美地区) 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ꎬ 但从中长期来看ꎬ
中国将给拉美地区带来更多的合作机遇ꎮ 无论是悲观派还是乐观派ꎬ 其对中

拉经贸合作的研究与分析过于侧重拉美视角ꎬ 轻视甚至忽略了双边视角和全

球视野ꎬ 没有充分重视拉美地区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世界贸易低迷、 新一轮全

球产业结构调整对中拉经贸合作的影响ꎮ 此外ꎬ 悲观派的个别学者对中国减

少原油、 金属类矿产品进口的论断与实际情况不符ꎮ 因此ꎬ 本文拟以时间为

纵轴ꎬ 重点分析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情况下中拉之间的相互影

响ꎬ 兼顾 ２０００ 年以来的中拉经贸发展以及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 年拉美地区对华资源类

商品出口展望ꎻ 以空间为横轴ꎬ 重点分析中国与拉美地区 “金融驱动型” 经

贸合作的态势和特点、 中拉经贸合作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以

及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进程中的中拉产能合作ꎮ

二　 拉美地区与中国经济的相互影响

２０１２ 年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 “元年”ꎬ 中国经济开始从高速增长期转入

中高速增长期②ꎮ 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原因较多ꎬ 也较复杂ꎬ 其中应对

气候变化、 外部需求变化、 资源环境约束是 ３ 个较为重要的原因ꎮ 国际社会

较多关注中国经济减速对拉美地区的影响ꎬ 较少关注拉美地区对中国的影响ꎮ
本部分拟从应对气候变化、 对拉商品出口、 资源类商品进口 ３ 个方面简要分

析拉美地区对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影响ꎻ 针对国际社会认为中国经济

增速放缓对拉美地区产生负面影响的观点ꎬ 指出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对拉美

地区资源类商品出口的积极作用ꎮ

—５４—

①

②

ＯＥＣＤ / ＥＣＬＡＣ / ＣＡＦꎬ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６: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ꎬ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Ｐａｒｉｓ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徐以升: «中国经济 “新常态”»ꎬ 载 «西部大开发»ꎬ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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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拉美地区对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影响

其一ꎬ 对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和承诺ꎬ 绝大多数拉美国家表示理

解和支持ꎮ 中国履行自主减排承诺需要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ꎬ 有研究表明ꎬ
中国要实现 ２０２０ 年的减排目标ꎬ 经济增长速度需下调 ２ ４７ ~ ３ １５ 个百分

点①ꎮ 中国和拉美国家都积极参与和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中国政府确定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②并付诸实施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中国正式

提交 «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③ꎬ 向国际社会承诺:
以 ２００５ 年为基期年ꎬ 到 ２０２０ 年中国的单位 ＧＤＰ 二氧化碳 (ＣＯ２) 排放量下

降 ４０％ ~４５％ ꎬ 到 ２０３０ 年下降 ６０％ ~６５％ ꎮ 拉美国家普遍认可中国的减排承

诺ꎬ 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理解和支持中国的减排目标ꎮ 降低能耗、 工业减排是

中国实现减排目标的重要举措ꎮ ２００５ 年中国 ＣＯ２排放量约为 ５９ ７ 亿吨 (其中

能源行业排放 ５４ ０ 亿吨ꎬ 工业排放 ５ ７ 亿吨)④ꎬ ＧＤＰ 约为 １８ ５ 万亿元人民

币ꎬ ＣＯ２排放强度约为 ３ ２ 吨 /万元 ＧＤＰꎻ 根据减排目标ꎬ ２０２０ 年的排放强度

将降至每万元 ＧＤＰ 排放 １ ８ 吨 ~ １ ９ 吨 ＣＯ２ꎬ ２０３０ 年进一步降至 １ １ 吨 ~ １ ３
吨ꎮ 能源行业是 ＣＯ２排放的主要来源ꎬ 受自主减排承诺和目标的约束ꎬ 中国

万元 ＧＤＰ 的能耗将逐渐降低ꎬ 到 ２０２０ 年每万元 ＧＤＰ 的能耗量将降至 ０ ６ 吨

标准煤ꎬ ２０３０ 年进一步降至 ０ ４ 吨标准煤ꎮ⑤

其二ꎬ 拉美地区对中国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ꎮ 商品出口是影响中国

经济增长和工业产能利用水平的首要因素ꎬ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年中国经济增长波动

的 ４０％ ~４２％归因于商品出口的变化⑥ꎻ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商品出口波动能够解

释中国工业产能利用水平 ３４ ２４％ ~ ５２ ９５％ 的波动ꎬ 远高于国内固定资产投

资的解释水平 (３ ２０％ ~ ２８ ０４％ )⑦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国向拉美地区的

—６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曾繁华、 吴立军、 陈曦: «碳排放和能源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阻力研究———基于 ２０２０ 年减排

目标的实证分析»ꎬ 载 «财贸经济»ꎬ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ꎮ
«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确定»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第 ０１ 版ꎮ
«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第 ０２２

版ꎮ 另外两个目标是: 以 ２００５ 年为基期年ꎬ ２０２０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 １５％左右ꎬ
森林面积增加 ４０００ 万公顷ꎬ 森林蓄积量增加 １３ 亿立方米ꎻ ２０３０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

到 ２０％左右ꎬ 森林蓄积量增加 ４５ 亿立方米左右ꎮ
朱松丽: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数据比较分析»ꎬ 载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ꎬ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ꎮ
张峰玮: «未来中长期全国能源消费需求预测研究»ꎬ 载 «中国煤炭»ꎬ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ꎮ
马宇、 王竹芹: «外部冲击、 需求管理与经济增长 ———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ꎬ 载 «统计

与信息论坛»ꎬ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ꎮ
韩国高、 曹白杨: «外部需求冲击与我国工业产能利用水平波动———基于 ＶＡＲ 模型的实证分

析»ꎬ 载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ꎬ 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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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有较大幅度增加ꎬ 例如 ２００３ 年中国对拉美地区的商品出口额突破 １００ 亿

美元 (１１８ ８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１ 年突破 １０００ 亿美元 (１２１７ ２ 亿美元)ꎮ 尽管拉

美地区在中国对外经贸合作中的地位不断提高ꎬ 但拉美地区对中国商品出口

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ꎬ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ꎬ 中国对拉美地区商品

出口额占中国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仍然较低ꎬ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年这一比重为

３ ０％ ꎬ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为 ５ ９％ ꎻ 另一方面ꎬ 拉美地区对中国商品出口额增长

的拉动作用减弱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拉美地区对中国商品出口额增长有一定的拉

动作用ꎬ 在此期间中国的商品出口额增加了 ４７１０ 亿美元 (由 １５７７７ 亿美元增

至 ２０４８７ 亿美元)ꎬ 其中 ４３４ 亿美元 (由 ９１８ 亿美元增至 １３５２ 亿美元) 为中

国向拉美地区出口商品的增加额ꎬ 拉美地区对中国商品出口额增长的贡献率

为 ９ ２％ ꎮ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中国的商品出口额增加了 ６５９ 亿美元 (由 ２２０９０ 亿美

元增至 ２２７４９ 亿美元)ꎬ 中国向拉美地区的商品出口额则减少了 １８ 亿美元

(由 １３４０ 亿美元减至 １３２２ 亿美元)ꎬ 拉美地区对中国商品出口总额增长的贡

献率为 － ２ ９％ ꎮ①

其三ꎬ 拉美地区成为中国 ４ 种资源类商品进口的重要来源地ꎮ 虽然中国

是一个资源大国ꎬ 但也是资源消费大国ꎬ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ꎬ 本

土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ꎬ 例如土地资源较为有限ꎬ 能源和矿产资源对外

依存度较高ꎬ 等等ꎮ 中国 ９３％ 的能源、 ８０％ 的工业原料、 ７０％ 的农业生产资

料来源于矿产资源ꎬ 中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持续增加ꎬ 矿产资源缺口不断扩

大ꎮ② 中国从拉美地区进口的商品以初级产品为主ꎬ 例如 ２０１４ 年中国从拉美

地区的商品进口额约为 １３７９ 亿美元ꎬ 其中初级产品约 １１２８ 亿美元ꎬ 占进口

总额的 ８２％ ꎬ 南美地区这一比重高达 ９６％ ꎮ③ 但从重点进口商品来源的角度

看ꎬ 拉美地区是中国 ４ 种资源类商品进口的重要来源地之一ꎮ 中国海关总署

«统计快讯» 列出的全国重点进口商品中有 ９ 种④属于资源类商品ꎬ 其中从拉

美地区进口的大豆、 铁矿、 铜矿、 原油 ４ 种商品占中国进口总量的比重较高ꎬ
２０１５ 年拉美地区这 ４ 种商品占中国进口总量的比重分别为 ６２ ０％ 、 ３４ ８％ 、

—７４—

①

②
③

④

吴白乙主编: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ꎮ 根据附表 １０ 中的数据计算ꎮ

朱玉柱、 陈孝劲: «中国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研究»ꎬ 载 «中国矿业»ꎬ ２０１５ 年增刊 ２ꎮ
根据 联 合 国 贸 发 会 议 数 据 库 数 据 计 算ꎮ ｈｔｔｐ: /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ｗｄｓ / ＴａｂｌｅＶｉｅｗｅｒ /

ｔａｂｌｅＶｉｅｗ ａｓｐｘ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２６] ꎮ
９ 种重点进口资源类商品为: 鲜、 干水果及干果ꎬ 谷物及谷物粉ꎬ 大豆ꎬ 食用植物油ꎬ 铁矿

砂及其精矿ꎬ 铜矿砂及其精矿ꎬ 煤及褐煤ꎬ 原油ꎬ 原木及锯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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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８％和 １１ ８％ ꎮ 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ꎬ 只有少部分拉美国家是中国重点进

口资源类商品的来源国ꎬ 如 ２０１５ 年主要大豆进口来源国是巴西 (４０９２ 万吨)
和阿根廷 (９７３ 万吨)ꎬ 铁矿主要进口来源国是巴西 (１８５２３ 万吨)、 智利

(１１０９ 万吨) 和秘鲁 (１０７２ 万吨)ꎻ 铜矿主要进口来源国是秘鲁 (２８６ 万吨)、
智利 (１０１ 万吨) 和墨西哥 (５９ 万吨)ꎻ 原油主要进口来源国是委内瑞拉

(１６０１ 万吨)、 巴西 (１３１６ 万吨) 和哥伦比亚 (８８７ 万吨)ꎮ
(二) 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对拉美地区的影响

国际社会有观点认为ꎬ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导致资源类

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下跌ꎬ 由于拉美地区对华出口的商品以资源类商品为主ꎬ
因此ꎬ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对拉美地区产生了较高程度的负面影响或冲击ꎮ
本文不完全否认这一观点ꎬ 但认为实际情况应该是: 供需格局的变化是资源

类商品价格大幅波动的主要原因ꎬ 中国在较大程度上稳定了资源类商品的国

际市场需求ꎬ 拉动了拉美地区的出口ꎮ
其一ꎬ 供需格局的变化是资源类商品价格下跌的根本原因ꎮ 根据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ꎬ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铁矿价格下跌了 ５７％ (由 １２８ 美元 /
吨降至 ５７ 美元 /吨)ꎬ 原油价格下跌了 ５１％ (由 １０５ 美元 /桶降至 ５１ 美元 /
桶)ꎬ 大豆价格下跌了 ３６％ (由 ５３８ 美元 /吨降至 ３４７ 美元 /吨)ꎬ 铜价下跌了

３１％ (由 ７９５９ 美元 /吨降至 ５５１０ 美元 /吨)ꎬ 等等ꎮ① 资源类商品供大于求是

其国际市场价格下跌的根本原因ꎬ 以铜、 大豆、 原油 ３ 种资源类商品为例ꎬ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全球铜产量大于铜消费量ꎬ 过剩的产量由 ７ 万吨增至 ３６ 万吨ꎻ
全球的大豆出口量大于进口量ꎬ 年均过剩出口量约为 ２７５ 万吨ꎮ② 全球原油产

量与消费需求之间一直存在缺口ꎬ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日均缺口 ４７０ 万桶左右ꎮ 随

着美国页岩油产量大幅度提高ꎬ ２０１５ 年全球原油日均产量和美国页岩油日均

产量合计则超过全球原油日均消费量 ６２ 万桶ꎮ 美国的页岩油不仅弥补了全球

的原油供需缺口ꎬ 而且也是原油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之一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美国

的页岩油日均产量达到 ３９１ 万桶 /日ꎬ 当月的日均原油价格为 １０８ ４ 美元 /桶ꎬ

—８４—

①

②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宗商品价格”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Ｐｒｉｃｅｓ)统计数据计算ꎮ ＩＭＦꎬ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Ｐｒｉｃｅ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ｎｐ / ｒｅｓ / ｃｏｍｍｏｄ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２９]

根据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ꎬ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ｎ Ｅｒａ ｏｆ Ｃｈｅａｐ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４９ － ６４ 有关数据计算ꎮ



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与中拉经贸合作　

此后随着美国页岩油产量继续提高ꎬ 原油价格出现了大幅下跌ꎮ①

其二ꎬ 中国稳定了资源类商品的国际市场需求ꎮ 中国是世界农产品、 燃

料、 矿产品等资源类商品的主要进口国之一ꎮ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ꎬ ２０１４ 年

中国的食品进口额 (１１３６ 亿美元) 占全球食品进口总额的 ７ ４％ ꎬ 大宗农产

品进口 (６８６ 亿美元) 占 ２５ ７％ ꎬ 燃料进口 (３３７０ 亿美元) 占 １０ ７％ ꎬ 矿产

品和金属类产品进口 (２２５３ 亿美元) 占 ３０ ３％ ꎮ②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中国的资源

类商品进口持续增长为稳定这些商品的国际市场需求发挥了主要作用ꎮ 在此

期间ꎬ 全球大豆进口量增加了 ２０９０ 万吨ꎬ 其中 １８３１ 万吨为中国的进口增加

量ꎬ 中国对全球大豆进口量增长的贡献率为 ８８％ ꎻ 全球铜矿、 铁矿、 原油进

口量 (不含中国进口) 分别减少了 ３８９ 万吨、 ７１５４ 万吨和 ３０９５６ 万吨ꎬ 而中

国对这 ３ 种商品的进口量分别增加了 ３２２ 万吨、 １３３６２ 万吨和 ５３７６ 万吨ꎮ③

其三ꎬ 中国的进口需求使拉美地区资源类商品出口量继续保持增长ꎮ 拉

美地区的商品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ꎬ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个拉美国家 (不含墨西哥)
商品出口额合计约 ５４３７ 亿美元ꎬ 其中初级产品出口额 ３９６３ 亿美元ꎬ 占商品

出口总额的 ８８％左右ꎮ④ 南美地区是中国从拉美地区进口初级产品的主要来

源地ꎮ 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显示ꎬ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年南美地

区向中国年均出口初级产品 ３９ 亿美元ꎬ 占该地区年均初级产品出口额的

３ ８％ ꎻ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拉美地区对华初级产品年均出口额增至 ８７６ 亿美元ꎬ 占

该地区年均初级产品出口额的比重提高至 １８ ８％ ꎮ ２０１４ 年南美地区对华出口

的大豆 (２０２ 亿美元)、 原油 (１６６ 亿美元)、 铁矿 (１４１ 亿美元)、 铜矿 (９１
亿美元) 合计 ６００ 亿美元ꎬ 占该地区对华初级产品出口额 (８４７ 亿美元) 的

７１％ ꎮ⑤ 巴西是中国进口大豆、 铁矿的主要来源国之一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中国

从巴西进口的大豆增加了 １６２４ 万吨ꎬ 占巴西大豆总出口增量的 ８５％ ꎻ 从巴西

进口的铁矿增加了 ２７５３ 万吨ꎬ 占巴西该商品总出口增量的 ７５％ ꎮ 巴西、 哥伦

—９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ＩＭＦꎬ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Ｐｒｉｃｅ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ｎｐ / ｒｅｓ / ｃｏｍｍｏｄ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２９]ꎻ Ｕ 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Ｓｈａ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Ｊｕｎｅ １６ꎬ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ｉａ ｇｏｖ /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 ｂｒｉｅｆ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ｓｈａ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ｆｍ＃ｔｉｇｈｔｏｉｌ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２９]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ｅｒｃｈａｎｄｉｓｅ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ｈｔｔｐ: / / ｗｄｉ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ｔａｂｌｅ / ４ ５＃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２９]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３ 年数据) 和中国海关总署 (２０１５ 年数据) 有关统计数据计算ꎮ
根据 ＣＥＰＡＬꎬ Ａｎｕａｒｉｏ Ｅｓｔａｄíｓｔｉｃｏ ｄｅ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ｙ ｅｌ Ｃａｒｉｂｅꎬ ２０１５ 有关数据计算ꎮ
根据 联 合 国 贸 发 会 议 数 据 库 数 据 计 算ꎮ ｈｔｔｐ: /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ｗｄｓ / ＴａｂｌｅＶｉｅｗｅｒ /

ｔａｂｌｅＶｉｅｗ ａｓｐｘ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２１]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

比亚、 委内瑞拉是中国从拉美地区进口原油的主要来源国ꎬ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中

国从这 ３ 个国家进口的原油分别增加了 ６６５ 万吨 (由 ６５１ 万吨增至 １３１６ 万

吨)ꎬ ５９６ 万吨 (由 ２９１ 万吨增至 ８８７ 万吨)、 ７２ 万吨 (由 １５２９ 万吨增至 １６０１
万吨)ꎮ 在全球原油进口量减少了 ３ 亿多吨的情况下ꎬ 中国成为巴、 哥、 委 ３
国原油出口的稳定市场ꎮ 智利和秘鲁是中国进口铜矿的重要来源国ꎮ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年中国从智利和秘鲁进口的铜矿分别增加了 １８７ 万吨 (由 １８８ 万吨增至

３７５ 万吨) 和 １１７ 万吨 (由 １４９ 万吨增至 ２６６ 万吨)ꎬ 分别占两国该商品总出

口增量的 ９１％和 ９２％ ꎮ①

三　 中拉经贸合作由 “贸易驱动” 向 “金融驱动” 过渡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中拉双边贸易额由 １４９ 亿美元增至 ２６１３ 亿美元ꎬ 年均增长

率为 ２９ ７％ ꎬ 鉴于贸易是中拉经贸合作的主要引擎ꎬ 这一阶段可称之为 “贸
易驱动” 阶段ꎮ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中拉双边贸易额由 ２６１４ 亿美元减至 ２３６５ 亿美

元ꎬ 年均增长率为 － ３ ３％ ꎮ② 中国资源类商品进口量增速放缓和资源类商品价

格下跌是中拉双边贸易额减少的主要原因ꎮ 尽管双边贸易额有所减少ꎬ 但金融

合作在中拉经贸合作中的重要性和地位不断提高ꎬ 中国可用于促进中拉经贸合

作的金融资源约 １８２５ 亿美元ꎮ 从中国与拉美地区双边合作的角度看ꎬ 金融合作

将成为中拉经贸合作的主要动力ꎬ 中拉经贸合作将进入 “金融驱动” 阶段ꎮ
(一) 中国对拉美地区资源类商品的进口需求继续拉动双边经贸合作

中国的能源矿产资源需求峰值将在 “十三五” “十四五” 时期陆续出现ꎬ
例如 “十三五” 时期将出现钢铁、 铜等大宗矿产品的消费需求拐点ꎬ 其峰值

为 ８ ４ 亿吨和 ９００ 万吨ꎻ “十四五” 时期将出现能源消费需求的拐点ꎬ 其峰值

为 ４５ 亿吨 ~ ５０ 亿吨标准煤ꎬ 等等ꎮ③ 尽管中国的能源矿产资源较为丰富ꎬ 例

如中国的石油已探明资源储量约为 ３４ ３ 亿吨ꎬ 铁矿约为 ８４３ ４ 亿吨ꎬ 铜 (金
属含量) 约为 ９６８９ ６ 万吨④ꎬ 但是 “十三五” “十四五” 时期中国的资源类

—０５—

①
②

③

④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计算ꎮ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０９]
吴白乙主编: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ꎮ 根据附表 １０ 中的数据计算ꎮ
任忠宝、 王世虎、 唐宇、 周海东: «矿产资源需求拐点理论与峰值预测»ꎬ 载 «自然资源学

报»ꎬ ２０１２ 年第 ９ 期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 ２０１５»ꎬ 北京: 地质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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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供需矛盾仍将较为突出ꎬ 中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缺口之间的矛盾仍然较为

严峻ꎬ 例如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铁矿供需缺口预计由 １３ ７８ 亿吨增至 １７ ８７ 亿吨ꎬ
铜矿供需缺口由 １２５９ 万吨增至 １４９２ 万吨ꎬ 这些缺口主要通过进口来弥补①ꎮ
拉美地区是中国弥补资源缺口的重要合作伙伴ꎬ 其中部分拉美国家的对华资

源类商品出口仍将继续增加ꎮ 根据国际机构预测ꎬ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部分拉美国

家对华出口农产品、 矿产品、 原油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３ ８％ 、 ５ ８％ 和

６ １％ ꎬ ２０２１—２０３０ 年分别为 ２ ０％ 、 ２ ８％ 和 ２ ７％ ꎮ② 美元是中拉贸易的主

要结算和支付货币ꎬ 中国和拉美国家各自货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存在差异ꎻ
与此同时ꎬ 拉美国家的对华商品出口也存在国际竞争ꎬ 这两方面的因素提高

了拉美国家资源类商品的价格风险ꎬ 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对华商品出口量的波

动ꎮ 例如ꎬ 美国、 巴西、 阿根廷是中国进口大豆的 ３ 个主要来源国ꎬ 有研究

表明ꎬ 美国大豆出口价格的变动对中国从阿根廷进口大豆数量的影响最大

(价格弹性为 ２ ０８)ꎬ 其次是巴西 (价格弹性为 ０ ２２)ꎻ 阿根廷大豆的价格风

险增加 １％ ꎬ 中国对其大豆的进口数量下降 １ １１％ ꎮ③ 随着人民币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 (ＳＤＲ) 货币篮子ꎬ 人民

币的国际化程度将大幅度提高ꎬ 在中拉贸易中双方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

和支付将有助于提高拉美国家对华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ꎬ 从而增加拉美国

家的对华出口ꎮ
(二) 中国对外金融类投资涉及的拉美国家 (地区) 日益增多

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以金融类投资为主ꎬ 并且主要集中在加勒比

地区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ꎮ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年底ꎬ 中国在英属维尔京群岛 (４９３ 亿美元) 和开曼群岛 (４４２ 亿美元)
的投资存量合计为 ９３５ 亿美元ꎬ 占当年中国在拉美地区投资存量 (１０６１ 亿美

元) 的 ８８％ ꎬ 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８８２６ 亿美元) 的 １０ ６％ ꎮ 截

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中国在开曼群岛 (１６７ 亿美元) 和英属维尔京群岛 (１２７ 亿

美元) 的证券投资存量合计为 ２９４ 亿美元ꎬ 占当年中国在拉美地区证券投资

资产存量 (３２２ 亿美元) 的 ９１％ ꎬ 占当年中国对外证券投资资产总存量

—１５—

①
②

③

渠慎宁: «工业化中后期中国矿产资源供需预测研究»ꎬ 载 «学习与探索»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ꎮ
ＯＥＣＤ / ＥＣＬＡＣ / ＣＡＦꎬ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６: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ꎬ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Ｐａｒｉｓ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 ｐ １３７
夏佩、 孙江明: «进口价格波动风险对中国大豆进口来源布局的影响研究»ꎬ 载 «国际贸易问

题»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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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０８ 亿美元) 的 １０ ５％ ꎮ 尽管中国在拉美地区的金融投资集中度较高ꎬ 但

涉及的拉美国家 (地区) 日益增多ꎮ
(三) 中国与部分拉美国家成功探索和实施了 “贸易 ＋ 投资 ＋ 金融” 合

作模式

中国与委内瑞拉的 “中国—委内瑞拉联合融资基金” (简称 “中委基

金”) 是该模式的典型ꎮ “中委基金” 是以石油贸易为基础ꎬ 集贸易、 投资和

金融合作三大机制于一体的联合融资机制ꎬ 分为 “中委基金 Ｉ 期” (２００８ 年开

始实施)、 “中委基金 ＩＩ 期” (２００９ 年开始实施) 和 “中委基金 ＩＩＩ 期” (２０１３
年开始实施)ꎬ 每期 ５０ 亿美元 ( Ｉ 期初始为 ４０ 亿美元ꎬ 后增至 ５０ 亿美元)ꎬ
合作期限 １５ 年ꎬ ３ 年为一个滚动周期ꎮ 在合作期内ꎬ 第 ＩＩＩ 期的最后一个滚动

周期为 ２０２５—２０２７ 年ꎬ 因此ꎬ ２０１６—２０２５ 年中国每年可以向委内瑞拉提供 ５０
亿美元的融资ꎬ １０ 年内的融资总额可达 ５００ 亿美元ꎮ 通过 “中委基金” 的金

融合作ꎬ 在石油价格高涨时ꎬ 中国增加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原油进口来源ꎻ 在

石油价格下跌时ꎬ 委内瑞拉有稳定的石油出口市场ꎮ 参照 “中委基金” 模式ꎬ
２０１０ 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签订了 ２０ 亿美元的 “贷款换石

油” 协议ꎬ 当年巴西对华原油出口量增至 ８２９ 万吨ꎬ 比 ２００９ 年 (３８４ 万吨)
增加了 ４４５ 万吨ꎮ ２０１５ 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就 １００ 亿美

元 “贷款换石油” 达成协议ꎬ 巴西对华原油出口量增至 １３１６ 万吨ꎬ 比 ２０１４
年 (５５８ 万吨) 增加了 ７５８ 万吨ꎮ①

(四) 金融合作可以使拉美国家普遍受惠

２０１５ 年中国与拉美地区的双边贸易实现了基本平衡ꎬ 中方贸易顺差仅为

９ 亿美元②ꎬ 但只有巴西、 智利、 委内瑞拉、 秘鲁、 乌拉圭、 哥斯达黎加等少

数拉美国家在对华贸易中处于顺差地位ꎬ 其他拉美国家均处于逆差地位ꎮ 换

言之ꎬ 只有少数拉美国家从中拉贸易增长中获得了较多利益ꎬ 绝大多数拉美

国家获益有限ꎮ 金融合作可以提高中拉经贸合作的普惠程度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

底ꎬ 中国向拉美地区提供的金融资源可达 １８２５ 亿美元ꎬ 主要有 ４ 部分: 第

一ꎬ 惠及整个拉美地区的金融资源 ７００ 亿美元ꎬ 其中包括中拉产能合作基金

３００ 亿美元、 基础设施专项贷款 ２００ 亿美元、 优惠贷款 １００ 亿美元、 中拉合作

基金 １００ 亿美元ꎻ 第二ꎬ 专门惠及加勒比地区的优惠贷款 ３０ 亿美元ꎻ 第三ꎬ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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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计算ꎮ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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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ꎮ 根据附表 １０ 中的数据计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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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货币互换约 ４４５ 亿美元ꎬ 其中巴西 ３００ 亿美元、 阿根廷 １１０ 亿美元、 智利

３５ 亿美元ꎻ 第四ꎬ 双边联合融资机制 ６５０ 亿美元ꎬ 其中 “中国—巴西扩大产

能合作基金” (基金规模 ２００ 亿美元) 中方出资 １５０ 亿美元ꎬ “中委基金” 合

作期内中方提供 ５００ 亿美元的融资ꎮ

四　 中拉经贸合作与产能合作

随着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发展加快ꎬ 中拉经贸合作作为这一进程的

主要构成之一ꎬ 其重要性日益凸显ꎮ 从全球视野来看ꎬ 在新一轮全球产业结

构调整加速推进的大背景下ꎬ 中拉产能合作在中拉经贸合作中的地位日益

提高ꎮ
(一) 中拉经贸合作是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的北京路线图、 中国发起的 “一带一

路” 倡议、 美国主导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 等使亚太地区经济

一体化进程有所加快ꎮ 根据 “十三五” 规划ꎬ 中国以 “一带一路” 倡议为统

领ꎬ 稳步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ꎬ 逐步构建高标准的、 涵盖全球的自由贸易区

网络ꎮ “一带一路” 倡议主要面向亚洲、 欧洲和非洲ꎬ 而亚太自贸区则是面向

拉美地区ꎮ 从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角度看ꎬ 拉美地区是构建亚太自由贸易

区的重要参与者ꎬ 中拉经贸合作是推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要构成

之一ꎮ
其一ꎬ 中国 ＧＤＰ 每年增加 ６０００ ~ ８０００ 亿美元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的重

要基础ꎮ 中国 “十三五” 期间年均 ＧＤＰ 增长率目标为 ６ ５％以上ꎬ 以 ２０１５ 年

的 ＧＤＰ 为基数ꎬ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中国 ＧＤＰ 每年将增加 ４ ０ ~ ５ ３ 万亿元人民币ꎮ
按人民币对美元的现行汇率 (约为 ６ ５: １) 计算ꎬ 中国 ＧＤＰ 每年可增加

６０００ ~８０００ 亿美元ꎮ 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主要依靠国内因素ꎮ ２０１５ 年中国

实现了 ６ ９％ 的 ＧＤＰ 增长ꎬ 其中内需、 投资和服务业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例如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 １０ ７％ ꎬ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 ９ ８％ ꎬ 第三产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首次超过 ５０％ ꎮ① 中国充足的家庭储蓄能够满足实现经济增长目

标所需的投资需求ꎮ 在只考虑投资的情况下ꎬ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

—３５—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２０１５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ꎬ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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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每年增加 ４ １ ~ ４ ８ 万亿元人民币①ꎬ 即可实现经济增长目标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底ꎬ 中国的家庭储蓄约为 ５８ ７ 万亿元人民币②ꎬ 这是增加投资和实现

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保障ꎮ
其二ꎬ 基础设施一体化是中拉经贸合作的重要物质基础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

来ꎬ 中拉贸易引领了东亚、 东南亚与拉美地区的贸易增长ꎬ 例如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拉贸易对东亚、 东南亚和拉美地区之间贸易增长的贡献率为 ６８％ ꎻ ２０１４
年中拉双边贸易额占东亚、 东南亚与拉美地区双边贸易总额 (４０３９ 亿美元)
的 ６５％ ③ꎮ 因此ꎬ 拉美地区是 “一带一路” 的自然延伸ꎬ 中拉经贸合作是推

动亚太自贸区建设的主要动力之一ꎮ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一体化水平较低是

制约拉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 “瓶颈”ꎬ 这两个 “瓶颈” 不仅制约着拉

美地区的区内贸易发展ꎬ 也制约着拉美地区与亚洲地区的贸易增长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４ 年拉美地区的区内贸易占地区贸易总额的 １６ ３％ ꎬ 而东亚、 东南亚和南

亚地区这一比重高达 ４６ ９％ ꎻ 东亚、 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进口总额 (５２５６９
亿美元) 中仅有 ４ ３％来自拉美地区ꎮ④拉美经委会指出ꎬ 拉美地区基础设施

建设明显滞后ꎬ 严重制约着拉美地区对中国和亚太地区的贸易增长⑤ꎮ 基础设

施合作是中拉整体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拉

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 «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ꎬ 其第四条 (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 明确提出ꎬ 中国与拉美

和加勒比国家将加强交通运输、 港口、 公路、 仓储设施、 商贸物流、 信息通

信技术、 宽带、 广播电视、 农业、 能源、 电力、 住房和城市建设等领域基础

设施建设合作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李克强总理访问拉美期间提出了中国与拉美国家

产能合作的 “３ × ３ 模式”ꎬ 第一个 “３” 是指共建物流、 电力、 信息三大通

道ꎮ 巴西—秘鲁两洋铁路可行性研究是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首个多边合作的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ꎬ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拉美期间ꎬ 中国、 巴西、 秘

鲁三国元首联合发表了 «关于开展两洋铁路合作的声明»ꎻ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李克

—４５—

①

②

③

⑤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各年度 ＧＤＰ 增加量、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量数据ꎬ 以

前者为自变量ꎬ 后者为因变量ꎬ 利用 ＳＰＳＳ 线性回归分析ꎬ 得到: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量 ＝ ２ １ ＋
０ ５ × ＧＤＰ 增加量ꎮ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ꎬ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个人存款为５５ ２ 万亿元人民币ꎬ ２０１６ 年 １ ~
６ 月增加 ３ ５ 亿元人民币ꎬ 因此ꎬ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底个人存款达到 ５８ ７ 万亿元人民币ꎮ

④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数据计算ꎮ ｈｔｔｐ: /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ｗｄ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 ａｓｐｘ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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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总理访问拉美期间ꎬ 三国正式启动了巴西—秘鲁两洋铁路的可行性研究ꎮ
亚太地区基础设施一体化是亚太经合组织 (ＡＰＥＣ) 的重要议题之一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 ２２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批准了 «亚太

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 (２０１５—２０２５)»ꎬ 各国决心在 ２０２５ 年前完成各方共同

确立的倡议和指标ꎬ 加强硬件、 软件和人员交往互联互通ꎬ 建设、 维护和更

新高质量的基础设施ꎬ 包括能源、 信息通信技术及交通运输基础设施ꎮ
其三ꎬ 自由贸易是中拉经贸合作的重要制度保障ꎮ 中国正在采取一系列

单边、 双边和多边措施提高自由贸易水平和程度ꎬ 如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单边

自由贸易的重要举措之一ꎬ 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主要双边措施ꎬ 参与世

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多边贸易谈判、 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等是重要多边措施ꎮ
中国已与智利、 秘鲁、 哥斯达黎加签订了自贸协定ꎬ 双边自贸协定是中国与

这 ３ 个拉美国家经贸合作的主要制度保障ꎬ 中国与其他 ３０ 个拉美国家的经贸

合作主要依据 ＷＴＯ 多边规则ꎮ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美国、 墨西哥、 秘鲁、 智利、 日

本、 越南、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文莱等 １２ 个谈判国①签署了 ＴＰＰ 协定ꎮ 有研

究认为ꎬ 以 ２０１４ 年为基期年ꎬ 按 ２０１５ 年美元不变价格计ꎬ 至 ２０３０ 年 ＴＰＰ 协

定可以使 １２ 个签字国的 ＧＤＰ 增加 ５０００ 亿美元②ꎮ 无论是在中拉经贸合作领

域ꎬ 还是在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方面ꎬ 中国认为 ＴＰＰ 协定是构建自由贸易制

度的基础之一ꎮ 例如ꎬ «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 指

出ꎬ 亚太自贸区应是一个全面的自贸协定ꎬ 并在 “１０ ＋ ３”、 “１０ ＋ ６”、 ＴＰＰ 协

定等现有区域贸易安排基础上发展建立ꎮ 尽管中国单边、 双边和多边措施并

举ꎬ 但双向开放是中国构建自由贸易区网络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措施ꎮ 中国的

ＧＤＰ 每年可增加 ６０００ ~ ８０００ 亿美元ꎬ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提高ꎬ 包括拉美国

家在内的亚太地区能够分享更多的中国经济增长 “红利”ꎮ
(二) 中拉产能合作直面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中国政府颁布的 «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

意见» 指出ꎬ 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已经开始并正在加速推进ꎮ 全球性产

—５５—

①

②

ＴＰＰ 的 １２ 个签字国是: 美国、 加拿大、 墨西哥、 秘鲁、 智利、 日本、 越南、 新加坡、 马来西

亚、 文莱、 澳大利亚、 新西兰ꎮ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ｃｈｏｔｔꎬ “ＴＰＰ: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Ｇａｉｎｓ ｉｎ ２０３０ ”ꎬ ｌｅｃｔｕｒｅｄ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 Ｌｅｖｅ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ꎬ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ｂｙ ＩＭＦ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 ＨＱ２ )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ꎬ Ｍａｒｃｈ ３ꎬ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ｍｍｅｄｉａ / ｖｉｅｗ ａｓｐｘ? ｖｉｄ ＝ ４７８５０６３９８７００１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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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过剩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是这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原因ꎬ 也是中

国和拉美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和机遇ꎮ 中国一方面稳步化解过剩产能ꎬ 推进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ꎻ 另一方面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ꎮ 从全球视野看ꎬ
产能合作在中拉经贸合作中的重要性和地位日益提高ꎮ

其一ꎬ 产能过剩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是中拉产能合作的全球背景ꎮ 产能过

剩是全球问题ꎮ 一般情况下ꎬ 产能利用率介于 ７９％ ~８３％较为合理ꎬ 低于 ７９％
则意味着可能存在产能过剩①ꎮ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季度ꎬ 除德国、 法国等少部分国家

的产能利用率在 ７９％以上外ꎬ 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产能利用率都低于

７９％ꎻ 在拉美地区ꎬ 除墨西哥 (８０ ３％) 外ꎬ 巴西 (７６ ９％)、 哥伦比亚

(７４ ７％)、 阿根廷 (７１ ４％)、 玻利维亚 (７１ ０％)、 秘鲁 (３２ １％) 等国家均

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ꎮ② 发达国家掀起再工业化浪潮ꎬ 如美国于 ２００９ 年率

先发起了再工业化ꎬ 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 生物技术、 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ꎻ
２０１１ 年德国政府颁布了 «工业 ４ ０»ꎬ 重点发展智能工厂和智能制造ꎻ ２０１３ 年法

国提出了 “新的工业法国”ꎬ 重点发展能源、 交通运输、 数字技术、 智能电网、
纳米科技、 医疗健康、 生物等技术和产业ꎻ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韩国政府颁布 «制造业

创新 ３ ０ 战略»ꎻ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日本政府公布了 «机器人新战略»ꎬ 等等ꎮ
其二ꎬ 资本、 技术密集型行业是中拉产能合作的主要行业ꎮ 中国也存在

产能过剩ꎮ 一方面ꎬ 中国稳步化解过剩产能ꎬ 推进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ꎬ 其目

标是到 ２０２５ 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ꎬ 到 ２０３５ 年达到世界中等制造强国

水平ꎬ 到 ２０４９ 年成为世界制造强国ꎮ 另一方面ꎬ 中国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和装

备制造合作ꎬ «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 将轻纺、 建

材、 钢铁、 有色、 化工、 电力、 铁路、 汽车、 通信、 工程机械、 航空航天、
船舶和海洋工程 １２ 个行业作为重点行业ꎬ 开展对外产业转移和装备制造合

作ꎮ 在上述 １２ 个重点行业中ꎬ 轻纺属劳动密集型行业ꎬ 建材、 钢铁、 有色、
化工、 电力、 铁路 ６ 个行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较高ꎬ 汽车、 通信、 工程机械、
航空航天、 船舶和海洋工程 ５ 个行业的技术密集程度较高ꎮ 可见ꎬ 中国对外

转移和合作的重点行业以资本、 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主ꎬ 这类行业的发展往往

需要大量的投资和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ꎮ 拉美地区内部储蓄相对不足 (例如

—６５—

①
②

曲玥: «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基于企业数据的测算»ꎬ 载 «经济与管理评论»ꎬ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美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参见美联储网站: ｈｔｔｐ: / / １１９ ９０ ２５ ３５ / ｗｗｗ 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 ｇｏｖ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ｇ１７ / ｃｕｒｒｅｎｔ / ｇ１７ ｐｄｆ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０１]ꎮ 其他国家的产能利用率参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ｒａｄ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ｏｍ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ｌｉｓｔ /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０１]



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与中拉经贸合作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 １９ 个拉美国家的国内储蓄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２０％ ꎬ 固定资产投

资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２１％ )ꎬ 该地区资本、 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对外资的依

赖程度较高ꎮ 此外ꎬ 拉美地区工业体系不齐全ꎬ 中间产品是其主要进口商品ꎬ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 １７ 个拉美国家的中间产品进口额占其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为

６０％ ꎮ① 中国的优势是国内储蓄和外汇储备充足、 工业体系齐全ꎬ 能够支持拉

美国家多行业、 多层次地发展制造业ꎮ 面对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

竞争格局的演变ꎬ 拉美国家需要对其产业政策、 贸易政策进行调整ꎬ 以使中

拉产能合作在全球价值链中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ꎮ
其三ꎬ 主要拉美国家制造业的资本、 技术密集化为中拉产能合作提供了

有利条件ꎮ ２０１４ 年拉美地区的制造业增加值约为 ６７１２ 亿美元ꎬ 约占地区 ＧＤＰ
的 １０ ７％ ꎮ 拉美地区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巴西、 墨西哥两国ꎬ ２０１４ 年两国制

造业增加值分别为 ２１８８ 亿美元和 ２１６８ 亿美元ꎬ 合计占拉美地区制造业增加

值的 ６５％ ꎮ ２０１４ 年巴西制造业占巴西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９ ３％ ꎬ 墨西哥这一比重

为 １６ ７％ ꎮ 巴、 墨两国制造业的资本、 技术密集化程度有所提高ꎬ 其较为突

出的表现是石油化工、 钢铁、 汽车、 电子和电器设备、 机械设备等资本、 技

术密集型行业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上升ꎮ②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巴西五大资本、 技术

密集型行业占巴西制造业产值的比重由 ４５ ０％提高至 ５１ ５％ ꎬ 墨西哥这一比

重由 ５４ ７％ 提高至 ６３ １％ ꎮ 墨西哥是拉美地区第一大工业制成品出口国ꎬ
２０１４ 年拉美地区工业制成品出口额 ４５６３ 亿美元中ꎬ 墨西哥占 ６７ ７％ ꎮ 墨西哥

制造业的外向化程度较高ꎬ 而巴西制造业的内向化程度较高: ２０１３ 年墨西哥

制造业出口额为 ２８５２ 亿美元ꎬ 占其总产值 (４７１３ 亿美元) 的 ６０ ５％ ꎻ 巴西

制造业出口额为 ８７１ 亿美元ꎬ 仅占其总产值 (１０１９０ 亿美元) 的 ８ ５％ ꎮ③ 中

墨两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内贸易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墨西哥向美国

出口的汽车、 计算机、 电视机由 ２４８ 亿美元增至 ７４１ 亿美元ꎬ 为了生产这些

产品ꎬ 墨西哥进口的、 原产地为中国的零配件和中间产品由 ４ 亿美元增至 ２５５
亿美元ꎮ 在中国与巴西的双边贸易中ꎬ 中国从巴西的进口以产业内贸易为主ꎬ
例如中国企业从巴西进口大豆主要用于生产豆油、 豆粕ꎬ 进口铁矿石用于生

产钢铁ꎬ 等等ꎮ 中国对巴西的出口虽然以工业制成品为主ꎬ 但零配件和中间

产品、 工业设备的比重有较大幅度提高ꎮ 根据巴方统计ꎬ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巴西

—７５—

①

③

②　 根据拉美经委会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统计年鉴» 在线数据库数据计算ꎮ ｈｔｔｐ: / /
ｉｎｔｅｒｗｐ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ａｎｕａｒｉｏ＿ ｅｓｔａｄｉｓｔｉｃｏ / ａｎｕａｒｉｏ＿ ２０１５ / ｅｎ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２３]ꎮ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统计数据ꎮ 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ｔ ｕｎｉｄｏ ｏｒｇ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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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进口的零配件和中间产品由 １６ 亿美元增至 ８６ 亿美元ꎬ 占巴西同类产

品进口总额的比重由 １８ ８％提高至 ４１ ７％ ꎻ 巴西从中国进口的工业设备 (发
电设备、 专用设备、 金属加工设备、 其他工业设备等) 由 ４ 亿美元增至 ５１ 亿

美元ꎬ 占巴西同类产品进口额的比重由 ４ ０％提高至 １７ ６％ ꎮ① 巴、 墨两国制

造业的资本、 技术密集化程度不断提高ꎬ 与中国的产业内贸易、 成套设备贸

易不断扩大ꎬ 意味着中国与巴、 墨两国的产能合作已具备一定基础ꎮ 中国与

其他拉美国家的产能合作也存在类似的基础ꎮ

五　 结语

中拉之间的经济关联水平和相互影响程度日益提高ꎬ 在中国经济中高速

增长、 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 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等背景下ꎬ
中拉经贸合作跨入整体合作阶段ꎬ 金融合作、 基础设施一体化、 自由贸易、
产能对接等成为中拉经贸合作的主要内容ꎮ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原因较多ꎬ 本文仅探讨了应对气

候变化、 全球贸易低迷、 资源约束 ３ 个因素ꎮ 中国履行减排承诺就要求 ＧＤＰ
增速降低 ２ ~ ３ 个百分点ꎬ 当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ꎬ 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国际

社会强烈呼吁中国减排ꎻ 当中国经济减速时ꎬ 国际社会却很少提及中国所付

出的这一代价ꎮ 近几年来ꎬ 全球贸易持续低迷ꎬ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受此影响

而降低了至少 １ 个百分点ꎬ 但国际社会过于强调中国进口减少对全球贸易的

负面影响ꎬ 轻视了全球贸易低迷对中国的负面冲击ꎮ 资源约束是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 “硬约束” 之一ꎬ 而拉美地区资源丰富ꎬ 因此ꎬ 资源禀赋的天然差

异是中拉经贸合作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ꎮ
人民币在中拉贸易中的使用、 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拉自由贸

易、 中拉产能合作的价值链构建等是中拉经贸合作的重要议题ꎬ 本文虽有涉

及但未作深入分析ꎬ 这些议题有待将来进一步深入研究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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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 联 合 国 贸 发 会 议 数 据 库 数 据 计 算ꎮ ｈｔｔｐ: /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ｗｄ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 ａｓｐｘ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１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