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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发展倡议专题

构建新时代中拉发展伙伴关系
的核心理念与路径规划

高　 波

内容提要： 平等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政治理念之一， 也是中国

发展的目标与动力源泉。 习近平在全球发展倡议中提出 “以人民

为中心” 和 “普惠包容” 理念， 将各国国内的平等发展与国际社

会的平等发展相结合， 把平等理念推向全球， 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发

展观的一次重大飞跃， 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一带一路” 倡

议和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倡议注入了精神内涵。 将中国与拉美的

发展模式相对照， 可以发现平等的缺失阻碍了拉美国家的发展进

程。 鉴此， 本文提出了构建新时代中拉发展伙伴关系的路径规划：
统筹中国三大全球倡议， 将中拉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置于百年大变

局、 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互动的背景下加以考量； 提高拉美地区在

中国全球战略中的定位； 以平等理念为核心， 统筹发展援助和中国

投资， 构建以农村减贫项目、 产能合作项目为龙头的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 宜选择巴西、 阿根廷、 玻利维亚、 尼加拉瓜等四国为中拉发

展伙伴关系的战略支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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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时代中拉发展伙伴关系的核心理念与路径规划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

辩论时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 倡议的主要内容有六项， 分别为发展优先、 以

人民为中心、 普惠包容、 创新驱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行动导向。 在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举行的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 习近平又提出了 “共建团结、 平等、
均衡、 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不让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人掉队” 的

倡议。 在这些倡议中， 创新驱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行动导向都是指实现

发展的方式， 以人民为中心和普惠包容则提出了发展的核心理念。 其中， “以
人民为中心” 是指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不断

增强民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和安全感。 “普惠包容” 则关注国家间的不平等， 强

调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 二者涵盖了国内平等

与国际平等两个方面， 共同表达了全球发展倡议以平等为核心的基本理念。

一　 平等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理念

全球发展倡议所倡导的平等涵盖了国际与国内两个范畴。 倡议提出了国

家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即以人民为中心， 这是中国共产党平等理念的集

中体现。 中国之所以能实现跨越式经济发展和长期政治稳定， 创造中国奇迹，
根本原因在于平等， 特别是机会平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

领导进行了 “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这些改革带有

鲜明的平等取向。 其中， 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 实现了 “耕者有其田”，
也就是土地平等， 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发展经济学的新成果表明， 土

地平等可以使农业进步的收益平等分配至广大农户家庭， 对劳动密集型工业

制品的巨大需求和储蓄率提高， 能从供需两方面为工业化提供强大的内生动

力， 逐步将经济体带入良性循环和结构升级的发展进程。 美国、 加拿大、 北

欧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早期经历都证实了这种发展机制， 日本、
韩国等经济体在二战后创造的东亚奇迹也植根于此。① 中国奇迹也遵循了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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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Ｋｅｖｉｎ Ｍｕｒｐｈｙ， Ａｎｄｒｅｉ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Ｖｉｓｎｅｙ，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Ｎｏ. １０４，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８９， ｐｐ. ５３７－５６４； Ｔｏｒｓｔｅｎ Ｐｅｒ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ｏ
Ｔａｂｅｌｌｉｎｉ， “Ｉｓ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ｆ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８４， Ｎｏ. ３， Ｊｕｎｅ
１９９４， ｐｐ. ６００－６２１；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Ａｌｅｓｉｎａ ａｎｄ Ｄａｎｉ Ｒｏｄｒｉ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Ｎｏ. １０９， Ｍａｙ １９９４， ｐｐ. ４６５－４９０； Ｄａｎｉ Ｒｏｄｒｉｋ， “Ｋｉｎｇ Ｋｏｎｇ Ｍｅｅｔｓ Ｇｏｄｚｉｌｌａ：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ｉｎ ＣＥＰ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９４４，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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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径： １９７８ 年开始的农村改革逐步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 重新恢复了土地

平等， 由此实现了农业的快速增长和农村工业化的快速扩张 （即乡镇企业的

异军突起）， 开启了需求与供给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支撑了中国企业国际竞

争力的快速提升， 实现了持续 ４０ 余年的高速发展， 改变了全球发展格局。①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进入以平等促发展、 以发展促平等的良性循环。
为减少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平等， 中国共产党把减贫特别是减

少农村贫困作为重中之重。 １９９４ 年， 中国提出了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 年）》， 基本解决了农村 ８０００ 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党的十八

大以来， 中国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 力度最大、 惠及人口最多的

脱贫攻坚战。 到 ２０２１ 年， 全国 ８３２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１２. ８ 万个贫困村全部

出列， 近 １ 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提前 １０ 年实现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减贫目标，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

奇迹。②

在消除绝对贫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 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指出，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中国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 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 城乡差距、 收入分配差距， 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共同富裕不仅是

中国发展的目标， 同时也是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

的主要手段。 习近平对此做了深刻阐述：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劳动者， 只

有促进共同富裕，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 提升人力资本， 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 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 当前， 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突出， 一些国

家贫富分化， 中产阶层塌陷， 导致社会撕裂、 政治极化、 民粹主义泛滥， 教

训十分深刻！ 我国必须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促进共同富裕， 实现社会和谐安

定。”③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发生后， 中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供给与

需求之间建立高水平动态平衡关系的重要性， 开始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

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推动经济发展向内需主导转变， 致力于构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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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高波、 李昊旻： 《权力结构、 土地平等与国家发展》，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１６ － １４９ 页； 关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的促进作用， 参见林毅夫著： 《制度、 技术与中国农业发

展》， 上海： 格致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６３ －９２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 白皮书，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
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载 《求是》， ２０２１ 年第 ２０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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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

来， 中国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使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
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多个年份超过 １００％ 。 在全球内需不足的时代， 共

同富裕是中国进一步扩张国内大市场、 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必然选择。 基于

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 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 中国就有能力在一

定程度上重塑全球化的新格局。① 因此， 共同富裕还是中国引领全球发展、 实

施全球战略的基础工程。
可以说， 平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与执政的基本政治目标和核心

理念。 从结果平等到机会平等， 从国内平等到国际平等， 中国共产党对平等

的认识不断加深， 对平等的追求也成为中国模式对全世界的重大启示。 将国

内的平等发展与国际的平等发展相结合， 不让每一个人、 每一个国家掉队，
构建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一个重大飞跃。
从全球发展倡议开始， 中国第一次把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从国内推

向国际， 必将在全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西方主流发展理论关注的往往是资本、 经济自由、 制度等因素， 对平等

因素基本上不加关注。② 一些具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学家甚至把不平等作为发展

的前 提。 其 中， 诺 贝 尔 经 济 学 奖 得 主 刘 易 斯 （ Ａ. Ｌｅｗｉｓ ）、 库 兹 涅 茨

（Ｓ. Ｋｕｚｎｅｔｓ） 等提出了 “不平等→高储蓄→高增长” 机制： 富人的储蓄倾向

高于穷人， 只有把收入集中在富人手中， 才能产生更多储蓄、 更多投资和更

高增长速度。③ 但是这一理论已经被拉美的发展史所证伪： 更高的不平等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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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 载 《求是》，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７ 期。
Ｐａｕｌ Ｎ. Ｒｏ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ｏｄａ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５３， Ｎｏ. ２１０ ／ ２１１， Ｊｕｎ. － Ｓｅｐ. １９４３， ｐｐ. ２０２ － ２１１； Ａｌｂｅｒｔ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Ａ
Ｄｉｓｓｅｎｔｅｒ’ｓ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ｉｎ Ｇｅｒａｌｄ Ｍｅｉｅｒ ａｎｄ Ｄｕｄｌｅｙ Ｓｅｅｒｓ （ ｅｄｓ. ），
Ｐｉｏｎｅｅｒ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 ｐｐ. ８７ － １１８； Ｐａｕｌ Ｒｏｍ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ａｎｄ Ｌｏｎｇ － Ｒｕ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 ９４， Ｎｏ. 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８６， ｐｐ. １００２ － １０３７； ［美］ 罗伯特·索洛著， 朱保华译： 《经济增长理论： 一种解说》 （第二版），
上海： 格致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第 ２６ － ２８ 页； ［美］ 道格拉斯·诺斯、 罗伯特·托马斯著， 厉以平等

译： 《西方世界的兴起》， 北京： 华夏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美］ 道格拉斯·诺斯、 约翰·瓦利斯、 巴

里·温格斯特著， 杭行等译： 《暴力与社会秩序： 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 上

海： 格致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Ａｒｔｈｕｒ Ｌｅｗｉ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Ｍａｙ １９５４， ｐｐ. １４９－１５０； Ｓｉｍｏｎ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４５， Ｎｏ. １，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５５， ｐ. ７； ［法］ 托马斯·皮凯蒂著， 巴曙松等译： 《２１ 世纪

资本论》， 北京： 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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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更缓慢的经济增长和频繁的经济危机。 以往的激进发展理论， 如依附理

论等只强调国际因素， 认为是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经济剥削、 示范效应等

外部因素妨碍了落后国家的发展， 对国内不平等的负面影响缺乏关注。 中国

共产党以平等为立党宗旨， 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进一步概括出了

“以人民为中心、 普惠包容” 的平等发展理念， 既注重国内平等， 又关注国际

平等， 代表了发展理论的新进步。 全球发展倡议为全世界提供了重大启示，
也为中拉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注入了灵魂。

二　 不平等是拉美发展模式的主要缺陷

将拉美发展模式与中国等东亚经济体的发展模式相对比， 可以更深刻地

理解平等的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 资源丰富的拉美国家发了战争

财， 拥有巨额外汇储备， 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所有东亚经济体， 被认为是全球

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 而饱受战争蹂躏、 资源匮乏的东亚则不被世人看好。
但半个多世纪以后， 东亚相继出现日本奇迹、 汉江奇迹和中国奇迹， 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省已经跨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 中国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超过 １ 万美元。 相形之下， 拉美的发展步履

蹒跚， 不仅经济增速迟缓、 危机频发， 而且政治动荡， 社会问题丛生。 对拉

美发展模式的深入考察可以发现问题的根源。
（一） 高度不平等的二元社会

首先， 拉美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非常严重。 这个地区向来被称为 “最
不平等的大陆”， 高度不平等的状况由来已久， 从殖民地时期一直延续至今。
根据联合国数据， 在 １９７０—２０００ 年间， 经合组织国家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平

均值约为 ０. ３３， 长期保持在较为平等的状态； 亚洲国家较高， 约为 ０. ４１； 而

拉美国家最高， 达到 ０. ５１， 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 世界上 １５ 个最不平等的国

家中有 １０ 个在拉美。① 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统计， 受 ２１ 世纪初期大宗商

品出口繁荣的影响， 拉美地区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有轻微下降。 但在新冠疫

情的冲击下， ２０２０ 年拉美的基尼系数平均值又回升至 ０. ４６。 应注意的是， 除

阿根廷之外， 地区主要国家巴西、 墨西哥、 智利等国的基尼系数均保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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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４５ 以上， 其中巴西仍处于 ０. ５２ 的高位， 这意味着拉美地区的大部分人口仍

生活在高度不平等之中。① 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是一个流量概念， 如果对财富分

配状况 （存量） 进行测量的话， 拉美的不平等程度更高。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

的研究表明， 拉美地区共有 １０４ 位亿万富豪 （个人总资产超过 １０ 亿美元），
他们占有的财富总量为 ４４６６ 亿美元， 约占拉美地区 ＧＤＰ （２０２１ 年） 的

１１. １％ 。 其中， 智利的 ９ 名富豪、 巴西的 ６５ 名富豪、 墨西哥的 １３ 名富豪的财

富分别占到其本国 ＧＤＰ 的 １６. １％ 、 １４. ２％和 １２. ２％ 。 在疫情期间， 当贫困率

和极端贫困率陡然上升的时候， 这个极富人群的财富却增长了 １４％ 。②两极分

化更为严重。
其次， 拉丁美洲还是一个相对贫困的大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拉美贫困率

约为 ４０％ ， 极端贫困率约为 ２０％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债务危机之后， 拉美的

贫困率上升至 ４８. ４％ （１９９０ 年）， 极端贫困率也升至 ２２. ６％ （１９９０ 年）。③ 也

即是说， 约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 接近 １ ／ ４ 的人口处于极端贫困状态。
伴随着 ２１ 世纪初期的出口繁荣， 拉美地区的贫困率逐步下降至 ２９. １％ （２０１５
年）， 极端贫困率降至 ８. ８％ （２０１５ 年）。 但随着出口繁荣期的结束， 贫困率

和极端贫困率缓慢下降的趋势再次逆转， 并在新冠疫情的打击下加速恶化。
２０２１ 年， 拉美地区的贫困率和极端贫困率分别升至 ３２. １％和 １３. ８％ ， 这意味

着有超过 ２ 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８６００ 万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④

也即是说， 拉美约 １ ／ ３ 的人口被甩到了发展进程之外， 再加上 １. ５４ 亿在贫困

线上挣扎的低收入人口， 拉美边缘化的人群达到 ３. ５４ 亿， 占到总人口的六

成。 在拉美地区， 农村贫困率又显著高于城市。 根据 ２０２０ 年数据， 拉美城市

贫困率为 ３０％左右， 而农村贫困率则达到 ４５％ ， 这意味着约 ６０００ 万农村人口

处于贫困甚至极端贫困状态。 此外， 青少年、 土著人也是贫困高发的人群。⑤

最后， 拉美国家的公共卫生状况堪忧。 拉美国家公共卫生支出只占 ＧＤＰ
的 ３. ８％ ， 只有古巴和乌拉圭两个国家的公共卫生支出超过了 ＧＤＰ 的 ６％ ， 卫

生总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只有经合组织国家的 １ ／ ４。 ２０１５ 年的调查表明，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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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０ 万人因医疗支出致贫。① 拉美国家的医疗体系不健全， 初级诊所网络覆

盖面狭窄， 医疗资源分配不平等。 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总数为 ２０ 名， 每千人拥

有病床数为 ２. ０， 这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 （３５ 名医生和 ４. ８ 张病床） 有

明显差距。②因此， 尽管拉美地区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 ８. ４％ ， 但其新冠致

死人数却占到了全球总数的 ２８. ８％ ， 秘鲁、 巴西等国的新冠死亡率位居世界

前列。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仍有 ３０％的人口未被任何卫生体系所覆盖。 在最贫困人

群中， 该比重更是达到 ４０％ 。③养老金体系的覆盖率也是如此， 在经济活跃人

口中的覆盖率只有 ４５％ 。 其中， 农村养老金覆盖率只有 ２２％ ， 比城市低 ３１ 个

百分点。 最贫困人群的覆盖率只有 １１％ ， 远低于最富有人群 ７２％的覆盖率。
（二） 缺乏内生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

如果仅从主要经济数据来看， 拉美的经济发展状况尚可。 ２０２１ 年， 拉美

地区人均 ＧＤＰ 为 ８３４０ 美元。④ 按照世界银行标准， 拉美已进入中高收入经济

体行列。 从产业结构来看， 拉美国家的产业结构与发达经济体相似。 其中，
农业占 ＧＤＰ 的 ７％ ， 制造业占 １４. ５％ ， 第三产业占 ６７. ５％ ， 采矿业占 ５. ６％ ，
建筑业占 ５. ４％ 。 以支出法来计算， 最终消费约占 ＧＤＰ 的 ８０％ ， 投资占

２０％ ， 进出口分别占 ２８％和 ２７％ 。⑤

但是， 深入的考察可以发现拉美发展模式的深层次问题， 主要表现为对

外依附性和内部的二元性。 首先， 对外依附性主要体现在资金、 技术依附等

方面。 在技术方面， 拉美国家的研发投入强度 （研发投入与 ＧＤＰ 之比） 普遍

较低。 地区研发投入强度最高的国家为巴西， 其研发投入占 ＧＤＰ 的的比重为

１. ２８％ ， 阿根廷、 墨西哥、 哥斯达黎加等三国的占比在 ０. ５％ ～ １％ 之间， 其

他拉美国家的占比在 ０. ５％以下， 这与中国、 美国等国家 ２％以上的占比形成

鲜明对比。 以 ２０１５ 年为例， 中国的研发投入占世界总投入的 ２４％ ， 而拉美只

占 ３％ 。⑥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劳动生产率、 创新驱动增长能力的低下以及工业

化进程的逆转。 在 １９５０—１９８０ 年间， 拉美地区劳动生产率与美国劳动生产率

之比逐步由 ２５％ 升至 ３５％ ， 随后便掉头下行， 到 ２０２２ 年只有美国的 １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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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一个巨大且日益增长的生产率鸿沟。① 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刚进入中

期便开始逆转， 制造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持续下降。 在拉美三大国中， 巴西

制造业产值只占其 ＧＤＰ 的 ９. ２％ （２０１８ 年）， 阿根廷仅为 １２. ７％ （２０１８ 年）。
墨西哥的制造业占比较高， 达到 １７. ２％ （２０１８ 年）， 但墨西哥的制造业多为

“两头在外” 的客户工业， 主要从事进口中间产品的组装环节， 技术含量较

低。② 拉美经济由此失去了最具活力和外溢性的制造业的支撑， 越来越依赖初

级产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 除墨西哥客户工业组装的汽车外， 拉美的出口产

品主要包括矿产品 （８. ２％ ， 含精炼铜）、 原油 （６. ７％ ）、 大豆及其制品

（５. ５％ ）， 总体上以初级产品为主， 进口产品则以中间产品 （４８. ４％ ） 和资本

品 （２１. ８％ ） 为主。 高昂的进口价格耗尽了出口收入， 使拉美地区的经常账

户长期处于赤字状态， 占到地区 ＧＤＰ 的 ２％左右， ２０２１ 年赤字额高达 ７６１ 亿

美元。 资本及金融账户也基本处于同样的状态， 这使得拉美国家背负了沉重

的外债。 拉美外债总额自 ２１ 世纪初开始一直呈上升态势， 占 ＧＤＰ 的比重也从

２０％ （２００８ 年） 的低点升至 ４３. ７％ （２０２１ 年）。③ 其次是国内经济的二元性。
这主要体现在非正规经济的规模上。 在拉美地区， 非正规就业人口占到劳动

力总数的 ５０％ 。④ 非正规经济的特征包括低生产率、 低劳动报酬、 就业不稳

定、 缺乏社会保障等。 据测算， 拉美地区非正规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正规

经济的 １ ／ ５， 这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和整体经济效率的低下， 还会导

致收入分配的高度分化。 这种发展模式导致拉美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
长期处于 “停停走走” 的状态， 明显落后于中国等东亚新兴经济体。

（三） 无法进行有效治理的政治发展模式

尽管民主制度已经普及， 但拉美地区的政治发展状况并不理想。 世界银

行的全球治理指数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对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

状况进行了量化评估。 其中， 拉美地区在政治稳定、 政府效能、 政治表达与

问责、 调控质量、 法治、 腐败控制等六个领域的平均得分为 ５３ 分， 比撒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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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泽著： 《大变局视角下的中国—拉美经贸合作》，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
第 １４３ 页。

ＣＥＰＡＬＳＴＡＴ，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ｙ ｅｌ Ｃａｒｉｂｅ： Ｐｅｒｆｉ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ｏ” ．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ｐｏｒｔａｌ ／ ｃｅｐａｌｓｔａｔ ／ ｐｅｒｆｉｌ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ｈｔｍｌ？ ｔｈｅｍｅ ＝ ２＆ｌａｎｇ ＝ ｅｓ.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０８］

Ｌａíｓ Ａｂｒａｍｏ， Ｐｏｌíｔｉｃａｓ ｐａｒａ Ｅｎｆｒｅｎｔａｒ ｌｏｓ Ｄｅｓａｆｉｏｓ ｄｅ ｌａｓ Ａｎｔｉｇｕａｓ ｙ Ｎｕｅｖａｓ Ｆｏｒｍａｓ ｄ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ｉｄａｄ ｅｎ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ｄｅ Ｃｈｉｌｅ： ＣＥＰＡＬ， ２０２１， ｐ.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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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非洲地区的平均得分 （３０ 分） 要高， 但是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分 ８５
分有明显差距。 而且自 ２０１１ 年至今， 拉美地区在全部六个领域的得分都处于

下降趋势， 其中政府效能得分从 ５８ 分降至 ５０ 分， 腐败控制从 ５９ 分降至 ４９
分， 下降幅度接近 ２０％ 。① 拉美的政治体系之所以得分较低， 在于利益分配

不平等和两极分化造成的政治撕裂。

表 １　 拉美、 非洲、 发达国家全球治理指数得分对比

地区 （国家） 政治稳定 政府效能 政治表达与问责 调控质量 法治 腐败控制

拉美地区 ５７ ５０ ５９ ５３ ４９ ５０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３１ ２７ ３３ ２７ ２９ ３２

经合组织国家 ７３ ８７ ８７ ８８ ８７ ８５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ｈｔｔｐ： ／ ／ ｉｎｆｏ.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ｗｇｉ ／ .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０８］

首先， 社会上层与底层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 导致大量的政治抗议和政

治暴力， 军事政变时有发生， 危及政治体系的稳定。② 其次， 社会底层的普遍

贫困还导致严重的政治庇护主义， 降低了民众的政治参与能力和问责能力，
从而引发了严重的腐败问题。③ 拉美学者的研究表明， 越是贫困和不平等的拉

美国家， 政治庇护主义就越严重。④ 对 １９ 个拉美国家的庇护主义指数和全球

治理指数中的政治表达与问责指数的回归分析表明， 二者的皮尔森相关系数

为 － ０. ８４５３ （Ｒ ＝ ０. ８０２９）， 呈高度负相关， 即庇护主义越严重， 公民问责能

力越低下 （见图 １）。 根据 “透明国际” 的调查， 拉美国家清廉指数平均得分

仅为 ４０ 分， 低于全球平均分 （４３ 分）， 而地区主要国家巴西 （３８ 分）、 阿根

廷 （３８ 分）、 墨西哥 （３１ 分） 的全球排名分别为第 ９６ 名、 第 ９６ 名和第 １２４
名， 比很多非洲国家还要落后。⑤ 总的来说， 贫困与不平等导致拉美国家严重

的政治庇护主义与腐败， 政治体系没有起到凝聚共识的作用， 政府治理能力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 ． ｈｔｔｐ： ／ ／ ｉｎｆｏ.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ｗｇｉ ／ Ｈｏｍｅ ／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０９］

关于拉美的新型军事政变， 参见李昊旻： 《权力结构视角下的拉美 “天鹅绒政变” 研究》， 载

《拉丁美洲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第 ９９ － １１９ 页。
高波： 《拉美国家的体系性腐败及其治理》， 载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２１ 年第３ 期， 第４０ －４８ 页。
Ａｇｕｓｔｉｎａ Ｇｉｒａｕｄｙ，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Ｈａｒｔｌｙｎ， Ｃｌａｒｉｒｅ Ｄｕｎｎ， ａｎｄ Ｅｍｉｌｙ Ｃａｒｔ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Ｎｅｏ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６２， Ｎｏ. １，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２０， ｐｐ. ７８ － ８０.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２１， Ｂｅｒｌ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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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下， 无力促进本国的发展。

图 １　 庇护主义指数与政治表达及问责指数的相关性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总之， 拉美地区发展模式的主要问题在于不平等。 第一， 不平等导致内

需不足和供给乏力， 经济增长缺乏内生动力， 导致拉美形成了依附的、 二元

的发展模式。 第二， 不平等导致拉美政治与社会发展模式的分裂性与冲突性，
政治体系能力不足， 政府治理能力低下。 在世界经济放缓、 新冠疫情等外部

冲击下， 拉美国家普遍经济增速放缓， 宏观经济更为脆弱， 财政赤字居高不

下， 债务负担沉重， 通货膨胀高企， 政治动荡加剧。 拉美再次站到了发展的

十字路口， 它一方面需要发掘内部的发展潜力， 另一方面需要外部的发展助

力， 这就为中拉发展合作提供了历史性契机。

三　 构建中拉发展伙伴关系的路径规划

对中拉发展伙伴关系的规划必须与世纪变局、 中国的全球战略及新发展

格局构建相联系， 提升拉美的战略定位， 确定战略支点国家， 并针对拉美发

展模式的特点制定双方发展合作的路线图。
（一） 必须以大局观统领中拉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

不谋全局者， 不足以谋一域。 构建中拉发展伙伴关系不能只关注拉美，
而是要放在全球大格局变动、 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互动的背景中加以考量。

当前全球大格局变动的基本特征是百年大变局的逐步成形。 首先， 大格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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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变化体现为 “东升西降” 和 “南升北降”， 其中尤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

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最为重要， 由此导致大国博弈性质发生改变， 中美

两国的竞争加剧， 冲突日益激烈， 对全球经济与政治都造成了重大冲击， 其

影响深远且充满不确定性。 其次， 地缘政治冲突进入上升期。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至

今， 俄乌冲突局势愈演愈烈， 并有可能在其他地缘政治承压点引发新的危机。
最后， 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 无论发达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

体都进入增长动能弱化、 经济增速放缓且危机频发的新阶段， 很多国家的政

府及家庭债务负担已接近上限， 通货膨胀高企， 这意味着财政与货币刺激政

策的空间缩小， 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都亟须培养新动能， 替代旧动能， 实现

新旧动能的平稳转化。 总体来看， 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动荡程度又因气候

变化、 新冠疫情的影响而上升， 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交织， 人类社会的生存

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互动指的是 “立足国内， 放眼全球， 在大变局中主

动塑造新型国际关系体系”。 当前， 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包括两个百年奋斗目

标、 保障国家总体安全和完成祖国统一， 要实现这些目标， 就必须把构建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基本路径，
并且把国内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与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建设、 “一带一路” 建设、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战略相结合， 以形成内外良性互动、 相互促进的总

体态势。
虑及百年大变局及其次生影响， 包括中美贸易战、 美国对中国实施高科

技及战略物资的断供、 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部分重组、 俄乌冲突的长

期化、 国际政治的集团化倾向等， 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现国家战略目标

的难度陡然上升。① 在国际环境恶化的前提下， 以内循环为主体重塑中国经济

势在必行， 这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所在。 但即便如此， 以内循环为

主体并不意味着闭关锁国， 而是国际合作重心的转移。 中国必须把广大的非

西方世界建成自己的 “根据地”， 并以此为依托与西方世界展开竞争与合作，
逐步推动全球新秩序的构建。 以此来看， 拉美作为非西方世界的重要组成部

分， 在中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必然显著提升。 此外， 拉美紧邻美国， 长期被

美国视为 “后院”， 中拉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必须关注美国的阻碍作用。

—８７—

①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于中美 “脱钩”、 构建平行体系的可能性等重大战略问题进行了深入探

讨， 参见高程： 《中美竞争与 “一带一路” 阶段属性和目标》，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第 ５８ － 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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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需辨析中国三大全球倡议的关系。 三大全球倡议分别为人类命运

共同体构建倡议、 “一带一路” 倡议以及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倡议。 三大倡议提

出的次序有先后之别， 并且后两者初步形成了各自的合作机制与项目体系，
如 “一带一路” 合作高峰论坛、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 等多边机制以及

丝路基金、 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合作项目。 “一带一路” 倡议与全球发

展伙伴倡议虽各有侧重， 但究其根本， 它们应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下功

能互补、 相互促进的战略 “两翼”。 也即是说， 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是互联互

通、 共同发展的共同体， 政策沟通、 贸易畅通、 设施联通、 资金融通、 民心

相通的目的就是为了各国共同发展、 共享发展成果， 三大全球倡议其实是一

个有机整体。 因此， 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与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倡议的工作机

制、 项目之间应该加强融合与协调， 力争实现二者的 “无缝衔接”。 中拉发展

伙伴关系的构建也应遵循这一原则。
（二） 提升拉美地区在中国全球战略中的定位

如前所述， 非西方发展国家在中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应整体提升， 其中

拉美的定位尤其应该提高。 长期以来， 中国对亚洲、 非洲国家的战略定位高

于拉美地区， 主要原因在于中拉相距遥远、 拉美国家的内部分化等， 双边关

系的历史基础较为薄弱。 但从构建中拉发展伙伴关系的角度来看， 中国对拉

美的战略定位及投入都应予以提升。
首先，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 拉美国家的整体发展水平高于大多数亚洲

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２０２１ 年人均 ＧＤＰ 为 １６４５ 美元）、 南亚 （２１７６ 美元）
以及中东与北非地区 （不包括高收入国家， ３６１２ 美元）， 人均 ＧＤＰ 水平与中

国较为接近， 这意味着拉美国家在市场容量、 产能合作等方面比多数亚非国

家更具潜力， 这一点体现在中拉商品贸易额的快速上升等多个方面。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２６ 亿美元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４５１６ 亿美元， 中拉商品贸易额增长近 ３６ 倍。①

中国已经是巴西、 阿根廷、 秘鲁、 智利、 乌拉圭、 古巴等六国的第一大贸易

伙伴， 是墨西哥、 玻利维亚等五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② 近年来中拉贸易结构

的变化尤为重要， ２０２１ 年， 中国对拉美出口的机电产品达 ７５９３ 亿元， 增长

—９７—

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 （地区） 总值表》。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 ｃｕｓｔｏｍｓ ／ ３０２２４９ ／ ｚｆｘｘｇｋ ／ ２７９９８２５ ／ ３０２２７４ ／ ３０２２７５ ／ ４１２２０７０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１０］

该排名在不同年份略有波动， 参见周志伟： 《中拉关系具备延续 “战略机遇期” 的充分逻

辑》，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８ 期， 第 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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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 其中汽车及零配件增幅达 ６８％ ， 这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

义。 从拉美进口铜矿砂 １５３５ 万吨， 占当年中国铜矿砂进口总量的 ７２％ ； 进口

拉美大豆 ６０１６ 万吨， 占同类产品进口的 ７０％左右； 进口拉美豆油 ８６. ６ 万吨，
占同类产品进口的 ７７％ 。 自拉美进口的牛肉、 食糖等产品也占据相似甚至更

高的比重。① 此外， 中国还从委内瑞拉等国大量进口原油，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

拉美产品为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投资方面， 拉美

国家接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非洲， 少于亚洲， 但如果剔除中国香港地区，
亚洲经济体的优势并不大。 拉美大国巴西长期居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榜

单的前五位。② 中拉在产业内合作、 价值链互补方面具有重大潜力。 应该说，
拉美作为重要的资源来源地和市场的重要性上升， 对于中国增加战略回旋余

地、 提高战略物资可及性、 避免对美过度依赖等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③

其次， 从政治角度看， 拉美国家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 也长期受到殖

民主义、 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 拉美涌现了普雷维什、 卡多佐等有影响力的

理论家， 提出了 “中心—外围” 理论、 依附理论及进口替代等思想， 拥有摆

脱外部干预、 实现自主发展的愿望。 拉美左翼政治力量的反美情绪尤为强烈，
希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对于国内不平等问题， 拉美左翼及知识界也

进行了深刻批判， 并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新形式及有效再分配的方式。 因此，
拉美地区的进步主义思潮、 政治组织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在涉及全球秩序、
可持续发展等领域与中国有相同或相近的观点。 此外， 拉美与中国没有领土、
领海争端， 也没有历史包袱。 这些都为中拉在政治、 外交领域的合作奠定了

基础。 还需注意的是， 目前仍有洪都拉斯等 ８ 个拉美国家与中国台湾地区保

持所谓的 “邦交” 关系， 是中国实现祖国统一的过程中需解决的问题。
最后， 从地缘角度看， 拉美地区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拉美地处

西半球， 毗邻美国， 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 拥有连接两洋的战略通道巴拿马

运河。 同时， 南美地区的大部分位于南半球， 与中国季节相反， 并且是最接

近南极的大陆， 潜在的地缘战略价值不容低估。

—０８—

①

②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数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 ｃｕｓｔｏｍ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ｃｍ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３３
３５５１ ／ ４１１７５４５ ／ ２０２２０１１１１６３２５４２６５６５. ｄｏｃ.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１１］

中国香港在亚洲所占份额超过 ８０％ 。 另外， 中国对拉美的投资多集中于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

曼群岛， 这一点也需虑及。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 ２０２０》， 商务部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ｘｗｆｂ ／ ｘｗｒｃｘｗ ／ ２０２１０２ ／ ２０２１０２０３０３６２３９.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１２］
谌园庭： 《中拉关系 ７０ 年回顾与前瞻： 从无足轻重到不可或缺》， 载 《拉丁美洲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 第 ２２ － 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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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 拉美是中国商品重要的海外市场、 重要的海外资源来源地、
重要的海外投资目的地、 构建国际新秩序的重要支持者以及中国发展安全的

重要屏障， 这些条件又构成了中拉共同发展伙伴关系的基础， 拉美在中国全

球战略中的地位应予提升。
（三） 构建中拉发展伙伴关系要选取若干战略支点国家

制定拉美地区战略规划的第一步是确定战略支点国家。 拉美地区共有 ３３
个国家， 构建发展伙伴关系不能平均着力、 平行推进， 而是要确定重点， 以

点带面， 分批次、 分步骤进行。 选取战略支点国家的主要标准是对象国的战

略重要性、 对华合作意愿、 合作可行性及其示范作用。 以这些标准来衡量，
巴西、 阿根廷、 玻利维亚、 尼加拉瓜和古巴可作为第一批入选国家。

巴西总人口超 ２ 亿， ＧＤＰ 达到 １. ６１ 万亿美元 （２０２１ 年）， 居拉美第一

位， 世界排名在第十位左右， 人均 ＧＤＰ 为 ７５１８ 美元。① 中巴双边经贸关系密

切， 中国为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 巴西则是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 （有小幅波

动）。 巴西向中国出口大豆、 铁矿砂等大宗商品， 从中国进口机电等产品， 长

期享有贸易顺差， ２０１９ 年对华贸易顺差达 ４４４ 亿美元， 双方的贸易纠纷处于

温和可控水平。 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大部分集中于巴西， 涉及能源、 矿产、 农

业等领域。 双方签署了 １９００ 亿元人民币∕６００ 亿雷亚尔本币互换协议， 有利于

促进双边贸易及投资。 ２０１７ 年， 中巴扩大产能合作基金正式启动， 基金规模

达 ２００ 亿美元。 双方在航空航天、 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 农牧林业、 水产养

殖等领域都有密切的科技合作， 中巴联合研制地球资源卫星项目被誉为南南

合作的典范。 中巴双边政治关系密切， ２０１２ 年结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高层

交往频繁， 各层级、 各领域沟通密切， 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 形成了较为

完整的合作制度框架。 巴西还是金砖国家、 二十国集团成员， 并在积极争取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还是亚投行唯一的拉美创始会员国， 在国际

及多边事务中积极活跃， 发挥重要作用， 与中方有很多合作。 总的来看， 巴

西是拉美的主要国家， 也是发展中世界最重要的成员之一， 中巴双边关系基

础稳固， 巴方对华合作意愿强烈。 巴西经济体量大、 科技水平较高， 与中国

开展互利合作的可能性很大。 另外， 巴西社会不平等程度高， 收入分配基尼

系数长期居于 ０. ５ 以上， 城乡均存在大量贫困人口， 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

—１８—

① 《人均 ＧＤＰ （现价美元）》， 世界银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 以及经合组织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文件。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ＤＰ. ＰＣＡＰ. ＣＤ？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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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低， 是接受中方发展援助的适宜对象。 两国发展合作的重点领域为产能合

作、 粮食安全、 扶贫、 医疗卫生、 金融、 基础设施、 全球治理等。 中巴两个

发展中大国的合作能为南南合作树立典范， 起到标杆和导向作用。
阿根廷同为拉美大国， 总人口约 ４５００ 万， ＧＤＰ 约 ５０００ 亿美元 （２０２１

年）， 人均 ＧＤＰ 为 １０７２９ 美元， 人类发展指数为 ０. ８４２， 人力资源丰富。① 阿

根廷农业、 矿产资源丰富， 有 “世界粮仓” 之称， 同时也是南美 “锂三角”
国家之一。 中国是阿根廷第一大贸易伙伴， 对阿根廷出口以机电产品为主，
阿根廷对华出口以大豆、 原油、 牛肉等初级产品为主。 两国政治关系友好，
高层互访频繁， 沟通渠道畅通。 自 ２００４ 年以来， 双方多次签订本币互换协

议， ２０２０ 年再次续签 １３００ 亿本币互换协议， 对阿根廷的金融及贸易稳定都发

挥了重要作用。 阿根廷与中国同为二十国集团成员， 双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

主权归属问题及台湾问题上相互支持。 阿根廷宏观经济脆弱， 金融、 债务危

机高发， 近些年来发展困难重重。 总统费尔南德斯在 ２０２２ 年访华时表示愿意

借鉴中国的发展模式， 两国还签署了 “一带一路” 建设谅解备忘录。 目前阿

根廷是拉美三大国里唯一签署 “一带一路” 协议的国家。 阿根廷还是除墨西

哥以外最大的西语国家， 与葡语国家巴西相比， 对拉美其他国家的辐射作用

更强。 两国发展合作的重点领域为矿产开发、 粮食安全、 扶贫、 医疗卫生、
产能合作等。

玻利维亚为南美小国， 总人口约 １１００ 万， ＧＤＰ 约 ４００ 亿美元 （２０２１
年）， 人均 ＧＤＰ 为 ３４１４ 美元， 人类发展指数为 ０. ６９２， 整体发展水平较低。②

玻利维亚矿产资源丰富， 为 “锂三角” 国家之一。 中国是玻利维亚第二大贸

易伙伴， 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双方经贸合作潜力巨大。 两国政治关系发展顺

利， ２０１８ 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并签署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 玻利维亚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等左翼政党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并长期执政， 美国曾于

２０１９ 年参与策划了推翻该党领袖莫拉莱斯总统的政变， 但该党旋即在大选中

获胜并重新执政， 具有明显的反美倾向。 玻利维亚发展水平低， 贫困率高，
医疗卫生缺口大， 亟需发展援助， 两国发展合作的主要领域为扶贫和矿业

开发。
尼加拉瓜为中美洲小国， 总人口约 ６６０ 万， ＧＤＰ 约 １４０ 亿美元， 人均

—２８—

①②　 《人均 ＧＤＰ （现价美元）》， 世界银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 以及经合组织国民经济核算数

据文件。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ＤＰ. ＰＣＡＰ. ＣＤ？ 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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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Ｐ 为 ２０９０ 美元， 人类发展指数为 ０. ６６７， 整体发展水平低。① 中尼双方经

贸往来较少， 尼加拉瓜的主要贸易伙伴为美国、 墨西哥等国。 １９８５ 年两国建

交后曾一度断交， ２０２１ 年再度建交， 两国关系的基础尚未巩固。 尼加拉瓜发

展水平低， 贫困、 医疗卫生等社会问题严重， 中国宜对其进行有效的发展援

助， 以巩固外交关系， 并为其他未建交国做出榜样。 两国发展合作的主要领

域为扶贫、 医疗卫生等。
墨西哥也是拉美地区重要国家， 但不适合成为第一批战略支点国家。 墨

西哥为 《美墨加协定》 （原北美自由贸易区） 成员， 世界最开放的经济体之

一， 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高达 ８０％以上， 对美关系是其外交首要考量， 故不

宜入选。 委内瑞拉为重要的石油生产、 输出国， 具有战略价值， 但其国内政

局动荡、 经济混乱， 目前尚不具备培养发展伙伴关系的基础条件。
（四） 要对发展援助和中国投资进行整体嵌入式规划

发展伙伴关系的内涵不限于发展援助， 而应当是以经贸、 投资、 政治领

域的互利合作为基础的多维一体合作关系， 行为者也不限于两国政府， 还应

当包括企业、 非政府组织等。 中国经验对拉美的启示就是要加强机会平等，
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 因此， 可以将农村

减贫和工业化作为构建发展伙伴关系的两大龙头项目。 农村减贫要引入开发

式扶贫的理念与做法， 效仿 “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 “中国对非农

业技术援助村级示范项目”， 以及在印尼等国建立的农业产业合作园区项目，
在拉美战略支点国家建立一批农业及农村工业化发展村级示范项目， 引入适

宜的农业技术， 搭建电商平台， 并在光热条件较好的地区实施光伏减贫项目，
在增加小农户收入的基础上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同时， 可为农村减贫

项目配套医疗卫生合作项目， 向这些地区派遣以志愿者为主的医疗队， 提供

医护人员培训、 基础免疫及常见病治疗服务。 拉美工业化进程的过早逆转是

其发展模式的重大缺陷之一， 通过中拉产能合作实现拉美工业化进程的重新

振兴非常重要。 产能合作不是转移中国落后产业和高污染产业， 而是从比较

优势出发进行中拉产业链、 价值链的重组， 利用中拉产能合作基金促进双方

的产业内合作， 创建一批产能合作示范区， 以此带动双方制造业的共同发展。
农村减贫及医疗卫生合作项目的投放应有 “抱团” 意识， 即向中拉产能

—３８—

① 《人均 ＧＤＰ （现价美元）》， 世界银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 以及经合组织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文

件。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ＤＰ. ＰＣＡＰ. ＣＤ？ 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１５］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

合作示范区、 中国矿业、 能源、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在的地区适当倾斜， 将官

方发展援助与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投入相融合， 力争形成中国投资与发展援助

相互支持， 政府、 企业与非政府组织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形成凝聚中国各方力

量的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需强调的是， 要充分利用减贫、 医疗合作项目的溢

出效应， 一方面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促进两国民心相通， 另一方面可为中国企

业改善营商环境， 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使双边发展伙伴关系更加可持续。
构建中拉发展伙伴关系要注意汲取以往国际发展援助的经验教训， 特别

是国际机构对非洲发展援助失败的教训。① 非洲教训告诉我们， 腐败是发展援

助失败的重要原因， 国际援助被腐败 “黑洞” 所吞噬， 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我

们也看到， 中国的减贫模式其实是建立在高度的政治发展基础之上的， 其政治

及治理优势包括： 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 五级书记一起抓， 选派 ２５. ５ 万个驻

村工作队、 ３００ 多万名干部进入农村开展精准帮扶； 精准识别、 建档立卡、 建立

全国扶贫信息大平台； 区分类别， 靶向施策， 通过发展生产、 易地搬迁、 发展

教育、 社会保障兜底等多种形式扶贫； 严格标准、 有序退出， 跟踪检测、 防止

返贫； 巨额财政资金投入， 中央及地方专项财政资金投入近 １. ６ 万亿元， 各类

金融贷款发放超 １０ 万亿元， 推动了农村公路、 电网、 水利设施、 信息化等基础

设施建设， 满足了脱贫发展的融资需求。② 这些举措都体现了高度的政治共识、
高效的治理能力以及政府的资源提取及投放能力。 反观拉美， 则存在以下劣势：
政府提取能力低下， 财政能力薄弱， 投入不足； 选举政治、 政治分肥制造成公

务员队伍不稳定， 执行能力差； 腐败及资源漏出问题严重等等。 因此， 中拉之

间的减贫等发展合作不能停留在政策对话、 经验分享和官员培训层面， 而应当

采取嵌入式、 立体式的介入方式， 中方不仅提供资金， 而且要进行项目规划、
专家派遣、 项目实施、 评估监督等全过程参与。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 中拉发展

伙伴关系的规划、 实施与评估都需要中国学术界的积极参与， 这不仅反映了对

相关理论及专门知识的需求， 而且可以借此机会培养一批深入了解拉美的中国

学者， 提升中国对拉美研究的水平， 为中国及中拉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
（责任编辑　 高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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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威廉·伊斯特利著， 姜世明译： 《经济增长的迷雾： 经济学家的发展政策为何失败》，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２０１６ 年； 童朗： 《中国减贫的历史性成就与中非减贫交流合作》， 载 《中国非洲

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０６ － １２５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 白皮书，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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