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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巴西 ： 贸易失速 ， 投资接棒
？ 巴叫提Ａ投资之需 、 再 丨 ：业化之耑和促进坫础设施 咻化之 ； Ａｉ ， 足屮ｍ投资的新机遇

文／张勇

■ 前
，
世界经济正处 于深度 调整之 中 。 主同 比下 降 １ ０ ．４％ ， 至 ２ ３５ ８ ． ９亿美元。 ２ ０ １ ６年 丨

？

１ ０

要表现为 全球经 济复苏乏力
，
增 长分化月 ， 中 国对拉美 出 口额同 比下降 １ ６ ．４％ ， 进 口 额 同

加剧 。 同时
，
贸易保护主义 因 为经济全比下降 ３ ． ８％

， 贸易总额同 比下降 １ ０ ．８％ 。

球化遭遇波折而有 卷土重来之势 ， 短期资本也因美鉴于近 ５年 中 巴贸 易 占 中拉贸易总额的 比重约

国加息开始从新兴市场大量撤退。 在这种背景下 ，为 ３３ ％
， 因 此 中拉 贸易趋 势其实也 是 中 巴 贸 易 趋

亚洲和拉丁美洲这两个新兴市场经济体较为集中 的势的反映 。 如表所示 ，
中 巴 贸 易额 由 ２ ００ １ 年的３ ７ ． １

区域之间 的经贸合作也面临严峻的挑战 ， 以中 国和亿美元增至 ２０ １ １ 年 的８ ４５ ． １亿美元
，
年均增 长高达

巴西经贸合作的趋势为例 ， 即 可窥
一

斑而知全豹 。３ ６ ．７％
， 高于中 拉 贸易年均增长率 。 但是 ，

２０ １ ２
̄

值得庆幸的是 ， 在世 界不确 定 因 素增 加的 同２ ０ １ ５年 ， 中 巴 贸 易总额形成阶段性顶部 ，

２ ０ １ ２年

时 ， 积极的因 素也在酝酿 。
２０ １ ６年 １ １ 月 ， 国 家主席同 比增 长 １

． １ ６％
，
２ ０ １ ３年增 长 ５ ． １ ％

，
２０ １ ４年 下降

习近平第三次拉美之行发出 了
“

反对一切形式的保３ ．３％
，
２０ １ ５年 下降 １ ７ ．４％

。
这意味着 中 巴 贸易 已经

护主义
”

的时代最强音
，
并开启 了 中拉打造命运共告别此前高速增 长的阶段 。

同体的历史新起点 。
２０ １ ６年 １ １ 月 ， 中国 发布了 第二表 ２０ ０ １ 

￣

２ ０ １ ５年中 国对 巴西进出 口贸易情 况

份 《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
， 也为推进中 （ 单位 ： 亿美元 ＞

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做出 了
“

顶层设计
”

。 在新动年份出 口额进 口额贸易总额 贸易差额

力推动 、 新机遇兴起的基础上 ， 中 巴经 贸合作必将１ ３ ６＿

９ ８

进入－个新的发赚段
。

１４７３〇 ＇ °４４ Ｊ＂

１５ －４

２００ ３年２ １
． ５５８． ５７９ ．９

－

３７ ．０

３６ ． ８８６ ． ６１ ２ ３ ．３－４９ ．８

贸易失速 ：机 ：

〈９９ ． ８１ ４８ ． １ ５ １ ． ：

－

由高速增长向结构优化转化２００ ６年ｊ７３ ． ８１ ２９ ． １２０ ２ ．９－

５５ ．３

根据联合 国贸发会议 （
ＵＮＣＴＡ Ｄ

） 的统计数 １ １ ３ ．８１ ８３ ． ４２ ９７
．

２－ ６９ ．７

据 ，
２０ １ ２年 、

２０ １ ３ 年 、 ２０ １ ４年 和 ２０ １ ５年全球贸易２００８年 １ ８ ７ ８２９６ ３４８４ １－

１ ０８ ．６

增长率分别 为０ ． ８６％ 、
２ ． ４４％

、 ０ ．２５％和 －

１ ３ ．２３％
，

２ ８ ３１

２０１ ０年 ２４４ ．７３８０ ． ４６２５ ．０－

１ ３５ ．７

于 同 期全球经 济增 长率 ， ＿了过 去几十年来２〇 ， ＾３１ ８ ．６５２６ ．５８４５，
－

２〇７ ；９

贸易增长
一

直高 于经 济增 长的 发展格 局 。 在这种
３３ ４３５ ２０ ． ６８５４ ． ９ １ ８６ ． ３

背景下 ， 中 国 和 拉美之间 的 贸 易 以及 中 巴 贸 易都 ３６ １ ．９５３６ ． ７８９８ ． ６－

１ ７ ４ ． ７

出现 了增速趋缓的特征 。３４９ ．３５ １ ９ ．８８６９ ． ０－

１ ７０ ． ５

以Ｃ Ｅ Ｉ Ｃ数据库 数据为基础计算 ，

２０００
￣

２ ０ １ ２２０ １ ５ 年２７４ ．３４４３ ．９７ １ ８ ． ２
—

１ ６９ ． ６

年 ， 中拉 贸易年均增 长率达到 ２ ８ ．７％
， 接近 ３ ０％

；
ＣＥ ｌ Ｃ？ ｔｇ？ ）

２０ １ ３
￣

２０ １ ５年 ， 中拉 贸易增速开始放 缓 ，

２０ １ ３年从 贸 易 结构 看
，
近 丨 ０年 ，

中 巴 贸 易 一 直维

同 比增长 ０ ． ０４％
，
 ２０ １

４年 同 比增长 ０ ． ７％
，
２０ １ ５年则持着

“

中 国 出 口 制成 品
、
巴 西 出 口 初级产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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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食 用 原料 （
燃料 除外 ）

”

占进 口总额比重为

７ ２ ．５ ８％ ， 到２ ０ １ ５年该 比重增至 ７ ４ ． ２ ９％ 。 这意味着

初级产 品逆差是中 Ｗ对巴 西贸易逆差的主因 。

由 于初级产 品 贸 易 占 中 巴 贸 易 比重较大
， 因

此
，
始 自 ２ ０ １ ２ 年 的全球 初级产 品价格 下 降 周 期

直接对 中 巴贸 易 产生 了 负 面 影响 。 以 中 国从 巴西

进 口 的主要商品铁矿砂为例 ， 尽管按商品值衡量

在２ ０ １ ４年和 ２０ １ ５ 年都下 降了 ，
但是进 口数量却

－直在削卩
。
Ｓ ｉ■ 巾 Ｅ Ｓ

ｆ
帛綱Ｔ帛 受匪初

级 产獅格 Ｋ降 影 响 Ｗ Ｍ ： ，？ ｜

；隱 ！斤科魏 织

（＿ 隱 綱、 細级 产議 仍 然
．

．

处于较低水平 。 鉴于 此 ， 未 来 中 巴 贸易将处于 由

高速增长转人力求平稳发展 、
结构优化的阶段 。易 ， 将会受到 巴 西政府的欢迎 。

从再工 业 化之需看 ，
２ ０世纪 ８ ０年 代 的 债 务

投资接棒 ：舰 又把蘭毅＿舦 ， 雜懸倾黯

由贸易驱动向贸易投资双轮驱动转化增 长 贡献率下 降 ， 直到 ２ 丨 世纪 初 期 ， 这 种
“

去

当 中 巴 贸 易动 力 由 静态 比较 优势 自 然 演进 向工业化
”

的趋 势都 没有得到根本 扭转 。 作为拉美

追求结构优化 、
平衡 发展的 自 觉阶段转化 时 ，

投大 国
，

巴西保持 制造业具有国 际竞争 力是可持 续

资毫无疑 问成为经 贸合作新阶段的主要推动力 。发展 的必要 条件之
一

。 随着产业政策 回 归 巴 西 ，

主 观而言 ，

２０ １ ６年 １ １ 月 第 二份 《中 国对拉美
“

再工业化
”

战 略将给 中 国投 资带来机遇 ， 如 在

和加勒 比政策 文件 》 的 发布 ， 为推进 中 拉全面合智能 制造
、
信息产 业和高新技术 产业 等领域 。

这

作伙伴关 系做 出 了
“

顶 层设计
”

，
其中 坚 持

“

企种产 能投 资和合作将有 利于提升 巴 西融人全球产

业主导 、 市场运 作 、 义 利并举 、 合作共 赢
”

突显业链的步 伐 。

投资 合作的新 原则 。 客观而言 ， 中 国加大对 巴 西从促 进基 础 设施
一

体化之需看 ，
生 产

一

体

投资 ，

一

方面 有利于提高 巴 西生产 多元化 ， 并最化主 要依赖于包括交通 、
物流

、
能源和 电信等 在

终促 进 巴西对 中 国 贸 易 的 多元化 ； 另
一方面 ，

有内 的完善 的基础设施的可 利 用性 。 这些 物理性 网

助于对接 巴西 发展模 式转型 的需求 ， 提高 自 主 发络通 过承载 贸 易 流和价值链 ， 成为连接 国 内 与世

展能 力 。 具 体而言 ，

巴西提高投 资之需 、 再工业界其 他地 区经济 关系的必要系统 。 为提振 巴 西经

化之 需 ， 以及促进基础设施
一

体化之需 ，
将是 中济

，

２ ０ １ ６ 年 ９月 ， 巴 西政府宣布 ，
计划在 两年 内

国投 资的新机遇 。转让和出 售３ ０个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 。
转让经营权

从转型之 需看 ，
提高投 资

，
特别是 固定 资本的项 目包括４座机场 、 ２个专用港 口 ，

２条 国道改造

投资是 巴西回 归 经济增 长 的关 键 。
巴西最终 消费项 目 、 ３ 条规划 中的铁路千 线 、 ３座水 电站 及 ３块待

占Ｇ Ｄ Ｐ的 比重约 占 ８０％ ， 固定资本形成 占 Ｇ Ｄ Ｐ的开发的油气 田等 ； 而出 售的项 目 则包括６个州的供

比重 低于２０％
。 历史 经验表 明 ，

一

个 国 家仅仅依靠电公司等 。 凭借多 年积累 的技术 、
资金和 人才 优

消费驱动 ， 无法 长期维 持经济 可持续 增 长 。 因 为势
，
加之对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 （

Ｐ Ｐ Ｐ
） 模 式的探

虽然 消 费 重要 ，
但是 以消费拉 动增长 ， 就必 须增索 ， 中 国将在促进 巴西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 上大有

加居 民 收入 ，
进 而要求 提高劳 动生 产率 。 如果劳作为 。 ！ ■

动生 产率和居 民 收： 人 不提高 ， 当 已有储 蓄被耗尽 （本文作者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 研究员 ． 中国社会科

时 ， 靠大规模 举债满 足消 费刺 激的 做法将会埋下

危机的隐患 。 所以提高 投资率是必要的 。 而在对

外投资 中 ， 中 国 增加 对固 定 资本投资而 非并购交本文编辑 ： 李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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