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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拉美经济的特点 

江时学 

    一  经济增长率创20年来的最高记录 

    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预测，2004年拉美经济的增长率将高达5.5%，人均GDP增长率可望达到4.0％，从而创造了

80年代初拉美债务危机以来的最高记录。 

    2004年拉美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条件较为有利。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带动了世界市场上的初级产品价格，

扩大了对拉美初级产品的需求。拉美的出口增长了22.4％，进口增长了19.8％，进出口贸易总额达8600亿美元（相当于

GDP的44％），比2003年增长了21.2％。 

    从2003年开始，尤其在2004年，逐步好转的世界经济形势对拉美国家的贸易条件产生了积极影响，增加了出口收入

的购买力，进而刺激了出口活动。因此，2004年拉美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出口拉动的。 

    二  几乎所有拉美国家的经济都在增长 

    2004年，只有海地经济是负增长，其他拉美国家的经济都在增长，而且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在3％以上。这种情

况在过去20年中是很少出现的。 

    委内瑞拉的高达18％的增长率尤为引人注目。2002年4月的未遂政变以及2002年12月至2003 年2月反对派组织的大罢

工，使委内瑞拉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石油占委内瑞拉出口收入的80％、政府财政收入的50％以及国民经济的30％。在

大罢工期间，石油产量从每天320 万桶下降到2003年初的2.5万桶。可想而知，大罢工使委内瑞拉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地

步。2002和2003年，委内瑞拉经济分别下降了8.9％和9.7％。 

    2004年委内瑞拉经济得以复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趋于稳定的政局为生产的恢复创造了条件。其次，石油价格

上涨使委内瑞拉获得了更多的石油出口收入。再次，国内需求的扩大以及外汇管制政策的放松，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生

产。 

    三  拉美大国的经济有较好的表现 

    拉美地区有33个国家，经济规模差距很大。因此，大国经济形势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形

势。2004年，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的经济都有较高的增长率。 

    2002年10月，卢拉当选巴西总统。因为他是左翼党领袖，所以国际社会对巴西的经济政策是否会发生重大变化有很多



猜测。但事实表明，卢拉上台后并没有抛弃其前任卡多佐总统确定的改革方针。这一“定心丸”无疑稳定了外国投资者对

巴西市场的信心。 

    2004年，卢拉政府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依然是控制通货膨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卢拉政府奉行严格的紧缩性货币政

策，实施了公共部门改革（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税制改革），并大幅度压缩财政开支。这些政策和措施不仅使巴西

较为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压力，而且还使经济增长率从2003年的0.6％上升到5.2％。 

    2004年，巴西的外债高达2214亿美元（2003年为2214亿美元）。但与上世纪90年代末相比，最近几年巴西的负债率

（外债相当于出口额的比重）大幅度下降：1998年为442％，2004年下降到207％。 

    与其他拉美国家相比，墨西哥经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更大。从2003年第四季度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墨西

哥经济形势也开始好转。2004年的增长率约为4.1％，大大高于2003年的1.2％。 

    据墨西哥国家统计局统计，墨西哥每年新增劳动力100万。而在福克斯当政的3年时间内，正规部门仅创造了7. 5万

个就业机会。失业率的上升遏制了国内需求的增长。但福克斯总统认为，随着经济的复苏，失业率将下降。 

    墨西哥是石油出口国。石油价格的上升使福克斯政府获得了大量石油美元，但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石

油价格的上升使国营电力公司的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但电价却因受到政府的管制而保持不变，因此该电力公司的利润越

来越少。 

    2001年12月爆发的金融危机使阿根廷蒙受巨大的损失。2002年，阿根廷经济下降了10.8％。2003年5月，基什内尔总

统上台。同年9月，阿根廷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了获得其援助的协议。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际投资者对阿

根廷的信心。此外，基什内尔政府取消金融危机爆发后实施的银行管制措施以后，国内需求急剧增长。同样重要的是，阿

根廷货币比索因金融危机而出现大幅度贬值后，阿根廷的出口贸易得益良多。而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则扩大了阿根廷的出口

收入。2003年，阿根廷终于摆脱危机，使经济增长了8.7％。2004年的增长率虽然低于2003年，但仍然高达8.2％。 

    虽然阿根廷经济形势在好转，不良贷款在减少，银行信贷在增加，工农业产值在上升，但许多经济学家指出，最近两

年阿根廷经济的高速增长仅仅是2002年经济跌至谷底后的反弹。此外，沉重的外债负担仍然制约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

失业率虽有下降，但仍高达近14％。而且，金融体系依然比较脆弱。 

    四  经济增长伴随着国际收支的盈余和外资流入量的减少 

    过去，当拉美经济在增长时，国际收支平衡常常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在国际收支逆差减少或出现盈余时，经济则常

常处于衰退之中，因为经济衰退削弱了国内需求。在过去的20年中，只有1987和2000年出现过经济增长伴随着国际收支盈

余的情况。与1987和2000年相比，2004年的经济增长率更高。而且，经常项目的盈余不是以削减进口为代价的。 

    过去，外资流入量的多少与拉美经济增长率的高低有着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在2004年，虽然外资流入量在减

少，但经济增长率却很高。 

    2004年拉美的资金转移净额仍然是负数，而且从2003年的343亿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778亿美元，增长幅度超过一

倍。同时外国直接投资则从2003年的285亿美元上升到378亿美元。 

    五  区域一体化进程获得新的进展 

    2004年5月28日，美国与5个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签署了自由贸

易协定。同年8月5日，多米尼加也签署了该协定（DR－CAFTA）。  



    DR－CAFTA是迄今为止美洲地区仅次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第二大自由贸易区。2003年，中美洲5国和多米

尼加这6个国家与美国的贸易总额高达320亿美元。作为一个整体，这6个国家是美国在拉美的仅次于墨西哥的第二大贸易

伙伴，在世界上则是美国的第13大贸易伙伴。美国与上述6个国家的贸易额超过美国与澳大利亚、巴西、印度、俄罗斯和

许多欧洲国家的贸易总额。美国认为，这一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中美洲国家向美国扩大出口，从而达到刺激中美洲经济和

减少中美洲向美国输送非法移民的目的。当然，DR－CAFTA也将使6国产品（尤其是纺织品和服装）更加容易地进入美国市

场。一些观察家指出，该协定将使6国在美国市场上与中国展开激烈的竞争。 

    美国的经济总量是6国经济总量的145倍。中美洲5国和多米尼加对美国出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在2.3％～10.1％之间。

根据DR－CAFTA的安排，上述6国将立即取消针对美国的80％的关税，其余关税在今后10年内逐步取消。自由贸易协定还

将取消6国对美国投资的限制，从而使美国资本能进入能源、金融、保险、电讯、交通运输和旅游业等部门。此外，该协

定还将强化6国对美国知识产权、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 

    2004年7月8日，南方共同市场接纳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为联系成员国。作为联系成员国，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将获得南方

共同市场的一部分关税优惠，但不能享受其全部优惠。此前，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已先后获得了南方共同市场的联系成

员国待遇。分析人士指出，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与南方共同市场关系的新进展将进一步提升拉美国家与美国在美洲自由贸易

区问题上讨价还价的地位。 

    按照10年前确定的的计划，2004年是美洲国家就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而展开谈判的最后一年，但美国与拉美国家在农

产品出口补贴、服务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还有许多分歧。但是协议的基本框架已形成，成员国的共同权利和义

务也已经确定。 

    六  贫困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由于国民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拉美的贫困人口从2003年的2.26亿减少到2004年的2.24亿，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

重从同期的44.2%减少到43.2％；极端贫困人数从同期的1亿下降到9800万，极端贫困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从同期的

19.6％下降到18.9％。尽管上述微小的进步不足以消除前3年贫困状况的恶化程度，但这毕竟是一个可喜的改善。 

    2000年，世界上共有189个国家表示要遵循联合国的《千年宣言》，为减少贫困而做出更大的努力。迄今为止，在拉

美只有智利实行了上述目标，减少了陷入绝对贫困的人数。由于拉美的收入分配不公在全球范围排队在前例，而且，拉美

要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也并非易事，因此，拉美国家要实现联合国《千年宣言》的目标将是十分艰难的。 

    七  拉美经济继续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这一双边关系中，拉美的地位不容忽视。20

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拉美的经贸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中国商品已出口到拉美大陆的几乎每一个角落。 

    拉美对中国经济做出了贡献，中国也对拉美经济做出了贡献。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无疑为拉美提供了无限商机。

90年代以来，中国与拉美的经贸合作领域不断拓宽，2003年，中拉双边贸易额高达268亿美元，其中中国承受的逆差为30

亿美元。同年，中国进口贸易增长了近40％，而中国从拉美的进口增长了近80％。由于中国需要进口大量初级产品，国际

市场上多种初级产品的价格呈上升趋势。这一上升趋势使出口大量初级产品的拉美国家受益匪浅。拉美的许多有识之士认

为，“中国因素”对拉美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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