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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拉经济外交的演进与差异化推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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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ꎬ 中拉经济外交取得
了长足的发展ꎮ 从最初的深化了解、 加深合作ꎬ 到努力构建中拉关
系 “五位一体” 新格局和携手共进的中拉命运共同体ꎬ 中拉经济外
交的内容不断深化ꎮ 中拉经济外交以正确义利观为导向ꎬ 以共同发
展为驱动ꎬ 是对南北型合作模式的超越ꎮ 本文基于熵权—层次分析
法ꎬ 从整体外交、 贸易外交、 投资外交、 金融外交、 基础设施外交
五个领域构建了一个刻画中拉经济外交的指标系统ꎬ 对中拉经济外
交的特点及国别差异性进行综合评价ꎮ 本研究发现ꎬ 中拉经济外交
可划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全面推进型ꎬ 以智利、 阿根廷、 巴西、 墨
西哥为代表ꎻ 二是整体外交驱动型ꎬ 以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为代表ꎻ
三是贸易外交驱动型ꎬ 以秘鲁、 洪都拉斯、 厄瓜多尔、 哥斯达黎加、
尼加拉瓜等为代表ꎮ 在发达国家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背景下ꎬ
中国应通过差异化路径深化中拉经济外交: 一是加强与巴西、 墨西
哥、 阿根廷、 智利、 秘鲁等国在二十国集团、 亚太经合组织等平台
的对话ꎻ 二是与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ꎬ 积极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成果ꎬ 以提高其抵御危机的能力ꎻ 三是积极发挥
与智利、 秘鲁、 哥斯达黎加等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示范效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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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外交是一种古老的国际关系现象ꎬ 东亚朝贡行为、 布雷顿森林会议、
各种政府间国际经济会议和谈判ꎬ 均可以看作是经济外交ꎮ① 随着全球化的发

展ꎬ 世界各国联动显著增强ꎬ 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各国外交中的重要关切ꎮ 经

济外交成为各国深化合作、 维护自身利益的有力工具ꎮ ２００４ 年ꎬ 胡锦涛主席

在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要加强经济外交ꎮ②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

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悉国际格局演变ꎬ 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到坚持

正确义利观ꎬ 从 “真、 实、 亲、 诚” 的对非政策到 “亲、 诚、 惠、 容” 的周

边外交理念等一系列经济外交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ꎬ 丰富了社会主义国家经

济外交理论内涵ꎬ 开辟了全球化时代经济外交新境界ꎬ 形成了中国新时期经

济外交工作的新思路、 新布局ꎮ③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拉经济外交飞速发展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

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上指出ꎬ 中方希望加强对话、 凝聚共识ꎬ
从最高层面推动中拉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ꎬ 并首次提出了共建中拉命运共同

体的倡议④ꎬ 开启了中拉关系 “五位一体” 新格局ꎮ 中拉论坛的成立推动中

拉关系进入整体合作与双边合作并行互促的新阶段ꎮ ２０２５ 年ꎬ 习近平主席强

调中拉已经成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ꎬ 宣布启动团结、 发展、 文明、 和平、
民心 “五大工程”ꎮ 从 “五位一体” 新格局到 “五大工程” 新愿景ꎬ 中拉命

运共同体建设进一步走深走实ꎮ⑤

然而ꎬ 中拉经济外交面临两方面挑战ꎮ 一方面ꎬ 中拉经济外交的发展仍

然受到西方话语影响ꎮ 作为崛起国的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外交行动ꎬ 在

西方守成国眼里都被认为是对其霸权的挑战ꎮ⑥ 例如ꎬ 美国、 欧盟均在战略报

告中注意到中拉关系的发展ꎬ 甚至将中国与拉美地区深化合作看作是对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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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侵犯ꎮ① 西方话语体系中的 “中国威胁论” “债务陷阱” 等抹黑论调导致

拉美国家担忧与中国的合作ꎮ 有研究肯定了中拉经济外交的积极成果ꎬ 但也

担心中拉在贸易、 投资、 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的深化会增加拉美对中国的依

附ꎮ② 另一方面ꎬ 中国和拉美自身发展均面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ꎬ 其

中ꎬ 最大的外部不确定性来自美国ꎮ 特朗普政府以关税为武器ꎬ 奉行 “美国

优先” 战略ꎬ 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ꎮ 中拉双方共同面临深化经济外交、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迫切诉求ꎮ

然而ꎬ 如何理解中国的经济外交理念? 中国的经济外交理念与其他国家

有何不同? 目前中国与拉美各国开展经济外交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中国如

何根据拉美国家的多元化特征深入推进中拉经济外交? 这些是本文探讨的问

题ꎮ 本文的研究具有三方面意义: 一是阐释中国的对外合作理念ꎬ 驳斥 “西
方中心论” 视角下对中拉合作的不实指控ꎻ 二是提供全面的视角ꎬ 对中拉经

济外交进行客观评价ꎻ 三是讨论在新的国际格局下中拉深化合作的方向ꎬ 以

期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ꎬ 促进中拉共同发展ꎮ

一　 文献述评

“经济外交” 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政府 １９５７ 年发布的 «外交蓝皮书» 中ꎬ
西方国家使用这一术语较晚ꎮ③ 但从实践来看ꎬ 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经济外交

政策ꎮ
(一) 经济外交的定义

关于经济与外交之间的关系ꎬ 有三类研究成果: 第一类强调经济外交是

利用外交手段实现经济利益④ꎻ 第二类强调经济外交是利用经济工具实现国家

利益ꎬ 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较为宽泛ꎬ 包括促进经济增长、 提高地缘政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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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和扩大外交网络等①ꎻ 第三类将经济外交看作经济和政治目标的相互转

化ꎬ 认为经济外交是包含经济因素的外交ꎬ 要么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外交ꎬ
要么是以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的外交ꎮ② 作为执行政策的手段ꎬ 经济外交服

务于国家战略和外交目标ꎬ 还服务于国家经济和社会目标ꎬ 这主要取决于国家

利益的优先次序ꎮ③ 此外ꎬ 还有研究认为ꎬ 经济外交是财富和权利的相互转

化④ꎬ 是实现双边政治互信与经济互融良性互动、 相互增益的重要手段⑤ꎮ
有研究强调经济外交的主体性ꎬ 认为经济外交是主权国家元首、 政府首

脑、 政府各部门官员以及专门的外交机构围绕国际经济问题开展的访问、 谈

判、 签订条约、 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经济组织等多边和双边活动⑥ꎬ 其本质是

政府通过外交行为对国际经济关系实施的一种干预行为ꎬ 结果可能是正向的ꎬ
也可能是负向的ꎮ⑦ 也有研究认为ꎬ 经济外交的主体包括国家、 政府间组织和

争取独立的民族三类ꎬ 此外ꎬ 一些在政府直接指导或组织下进行的民间对外

经济交往也属于经济外交的范畴ꎮ⑧

关于经济外交的类型ꎬ 学界有不同划分方法ꎮ 有较多文献根据经济外交

的内容进行分类ꎬ 如通过外国援助或外国投资提供资本ꎬ 通过优惠协定扩大

贸易ꎬ 通过货币政策促进经济交往ꎬ 也包括实行出口限制、 经济制裁等抑制

行为ꎮ⑨ 有研究指出ꎬ 根据外交活动体现的经济内容ꎬ 经济外交可分为贸易外

交、 投资外交、 财经外交和货币外交四大类ꎻ 按经济领域划分ꎬ 经济外交可

分为技术外交、 能源外交、 矿产外交、 粮食外交、 环境外交、 卫生外交、 渔

业外交、 水外交等ꎻ 按照外交性质来划分ꎬ 经济外交可以分为援助型经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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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合作型经济外交和制裁型经济外交ꎻ 按外交层次来划分ꎬ 经济外交可以

分为全球经济外交、 区域经济外交和双边经济外交ꎮ①

综合前人研究成果ꎬ 经济外交是在全球化过程中ꎬ 国家、 政府间组织和

争取独立的民族在国际交往中以经济利益为目的或以经济政策为手段实施的

外交行为ꎬ 以在国际市场上维护本国经济利益ꎮ 例如ꎬ 通过贸易和投资便利

化为跨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提供便利ꎬ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进入本土ꎬ 通过参

与国际规则制定服务国家利益等ꎮ②

(二) 中国特色经济外交的理论建构及进展

自从经济外交被纳入中国国家战略以来ꎬ 有较多文献对中国特色经济外

交进行了理论建构ꎬ 并讨论了 “一带一路” 与现有国际体系的关系及进一步

推进的方向ꎮ 有研究指出ꎬ “一带一路” 超越了经济为外交服务或者外交为经

济服务的狭隘视野ꎬ 力图同时实现经济和外交目标ꎮ③ 有学者认为ꎬ “一带一

路” 并非意在挑战和取代现行的国际体系ꎬ 而是有助于推动现有国际体系的

变革和完善ꎮ④ 有学者从软实力、 义利观和 “一带一路” 战略的角度指出ꎬ
不同于西方大国经济外交奉行的 “附加政治条件的 ‘胡萝卜’ 加 ‘大棒’”
原则ꎬ 中国特色经济外交的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相互转化是通过义利观来实现

的ꎬ 正确义利观是指导中国特色经济外交的基本原则ꎮ⑤ 有学者认为ꎬ 中国

“开放型” 经济外交注重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ꎬ 并通过建设贸易强国、 打

造一流营商环境、 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制度型开放等措施助推中国式现

代化ꎬ 以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建全球经济治理新规则ꎮ⑥ 还有研究

指出ꎬ “一带一路” 需要发挥中国经济外交的引擎作用ꎬ 让地区关注点重新回到

“共同发展” 议题上ꎬ 改变粗放的传统经济外交模式ꎬ 以双边关系为节点有序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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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网状多边合作ꎬ 通过打造周边战略支点国家ꎬ 推进差异性经济外交策略ꎮ①

就拉美地区而言ꎬ 现有文献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中拉经济外交的进展及问

题ꎮ 例如ꎬ 在分析中国在拉美地区贸易、 投资、 金融、 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

快速增长的基础上ꎬ 讨论了中国对该地区的影响及美欧应对措施ꎮ② 有研究考

察了中拉经济外交与中拉经贸合作的进展ꎮ③ 有研究基于基础设施合作的角

度ꎬ 分析中拉经济外交的现状和问题及进一步推进的路径ꎮ④ 还有研究指出ꎬ
伴随中拉论坛机制的建立ꎬ 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ꎬ 中拉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ꎮ⑤ 有较多文献讨论了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路径ꎬ 如推动经贸关系多元

化、 加大对拉美投资力度、 密切人文交流、 深化全球治理领域合作等ꎬ 同时

也要警惕域外因素的影响ꎮ⑥

(三) 经济外交的定量研究

囿于数据可得性限制以及概念界定的模糊ꎬ 现有讨论经济外交的文献多

是从定性描述的角度出发ꎬ 但也有少部分学者从量化的角度对经济外交研究

做了有益探索ꎬ 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和刻画经济外交ꎮ 现有定量研究成果主要

可以分为两类ꎮ
一类是通过回归方法ꎬ 研究经济与外交之间的关系ꎮ 这类文献多是从单

一视角来定义经济活动或者外交行为ꎮ 例如ꎬ 有研究认为ꎬ 深化贸易联系有

助于促进贸易伙伴与中国在外交问题上的趋同性ꎮ⑦ 有研究讨论了外交对经济

的促进作用ꎬ 如通过构建 １９４８—２００３ 年法国、 美国、 德国国家元首对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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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访问统计数据库ꎬ 发现元首访问有助于改善营商环境ꎬ 一次元首访问将促

使双边出口增加 ８％ ~１０％ ꎮ① 有研究基于 １０３ 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调

查数据ꎬ 发现出口促进机构能够显著提高出口ꎮ② 还有研究讨论了提高出口促

进机构预算、 增设大使馆或领事馆对促进出口额的积极作用ꎮ③

另一类是基于指数构建的方法ꎬ 试图更为全面地刻画经济外交ꎮ 例如ꎬ
有研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ꎬ 从国际投资协定、 贸易协定、 设立大使馆数量等

维度构建了 ５５ 个国家的经济外交指数ꎬ 考察了经济外交在吸引外资方面的作

用ꎮ④ 有研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包含更多维度的软实力指数ꎬ 从而从总

指数和子指数等不同方面衡量一国软实力ꎮ⑤ 还有研究通过平均值的方法ꎬ 将

投资、 已生效实施的法律、 与经济外交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的均值作为代理

变量来考察经济外交ꎮ⑥

以上文献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参考ꎬ 但仍存在可以拓展的领域ꎮ 其

一ꎬ 拉美是 “全球南方” 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但讨论中拉经济外交的文献相对

较少ꎬ 并且现有文献主要是从拉美区域整体角度分析中拉经济外交ꎬ 而从国

别角度对中拉经济外交进行差异化分析的文献较少ꎮ 其二ꎬ 现有讨论中拉经

济外交的文献以定性描述为主ꎬ 难以刻画中拉经济外交的程度ꎬ 更无法透视

中拉经济外交的国别差异ꎮ 其三ꎬ 现有定量刻画经济外交指标的方法较为依

赖指标数据本身包含的信息量ꎬ 缺乏现实意义ꎮ 此外ꎬ 仅基于平均值的刻画

也难以真实反映各指标之间的关联ꎮ
本文在正确理解中拉经济外交的特点和内涵的基础上ꎬ 试图以恰当的数

理方法构建中拉经济外交的相关指标ꎬ 分析中拉经济外交的国别特点ꎬ 并讨

论在新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下中拉进一步推进经济外交的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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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拉经济外交的发展历程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ꎬ 中国经济外交目标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特征ꎮ 第一

阶段是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年ꎬ 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外交旨在以经济手段发展政治关

系ꎮ 此时中国国力较为有限ꎬ 旨在通过经济援助促进对外友好合作ꎮ 第二阶

段是 １９７８—２００１ 年ꎬ 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外交旨在通过外交为经济服务ꎮ 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改革开放的路线ꎬ 中国先后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世界银行中的成员身份ꎬ 并于 ２００１ 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ꎬ 通过学习

国际经济规则融入国际经济体系ꎬ 旨在为国内改革开放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ꎮ
第三阶段是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ꎬ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的目标仍然是服务于国内

经济建设ꎮ ２００４ 年中国领导人明确提出要加强经济外交ꎮ 在维护多边贸易体

制的基础上ꎬ 中国也积极参与国际治理ꎬ 在区域层面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ꎬ
积极参与区域金融外交ꎮ 第四阶段是 ２０１２ 年至今ꎬ 中国在利用经济外交实现

自身发展的同时ꎬ 积极促进与合作伙伴的共同发展ꎮ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间里ꎬ 中拉之间以民间交往为主ꎮ ２０ 世纪七八

十年代ꎬ 拉美地区半数以上的国家先后与中国建交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中拉各

领域友好合作取得长足发展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ꎬ 中

拉关系呈现全方位、 多层次、 宽领域发展的新局面ꎮ 中拉经济外交的发展可

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ꎮ
(一) 第一阶段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 加强双边接触ꎬ 增进了解ꎬ 促进经济合作

２０００ 年前后ꎬ 中国工业化进入了重工业重新大发展的新阶段ꎬ 城市化、
基础设施建设大幅增加了对拉美地区铁矿石、 铜、 石油等大宗商品的需求ꎮ①

这一时期中拉经济外交的主要目标是为中国发展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ꎬ 努力

建设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ꎮ② ２１ 世纪初期ꎬ 中拉

高层互动频繁ꎬ 为中拉合作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ꎮ 一是高层互动加深了政治

互信ꎮ ２００３ 年温家宝总理访问墨西哥期间ꎬ 中墨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ꎮ
２００４ 年胡锦涛主席访问巴西、 阿根廷、 智利和古巴四国期间ꎬ 同巴西充实和

—０９—

①

②

杨建民、 张勇: «当前的中拉关系特点评析»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３９ －
４０ 页ꎮ

江飞涛: «中国工业发展政策的演进和启示»ꎬ 载 «产业经济评论»ꎬ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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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中巴战略伙伴关系ꎬ 同阿根廷确定建设和发展中阿战略伙伴关系ꎬ 同智

利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ꎬ 同古巴确认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古传统友好合作ꎮ
二是深化拉美国家对中国的了解ꎬ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得到更多拉美国家承认ꎮ
巴西、 阿根廷和智利宣布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ꎬ 秘鲁主动宣布承认中国

的市场经济地位ꎮ 三是为中拉合作提供了机制保障ꎮ 江泽民主席和胡锦涛主

席在访问拉美多国期间ꎬ 均签署多份合作协议ꎬ 涉及外交、 贸易、 投资、 科

技、 教育、 旅游等多个领域ꎮ 在高层互动带来的积极影响下ꎬ ２００４ 年中墨设

立政府间常设委员会指导和协调双方各领域合作ꎬ 同年中国同智利率先启动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ꎮ 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拉美国家在贸易和投资

领域的平等互利合作ꎬ 为双方拓展新的合作领域开辟了广阔前景ꎮ
这一时期中拉经济外交主要体现在贸易领域ꎮ 在元首外交的带动下ꎬ 中

拉经贸合作呈现跨越式发展ꎮ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ꎬ ２０００ 年中拉贸易额

为 １２６ 亿美元ꎬ ２００３ 年达到 ２６８ 亿美元ꎬ 到 ２００７ 年突破千亿美元大关ꎬ 达到

１０２６ ５ 亿美元ꎮ① 中拉贸易为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助力ꎮ 如图 １ 所

示ꎬ ２００１—２０２３ 年间ꎬ 中国自拉美进口占中国总进口比重和中国工业增加值

占全球比重同步增加ꎮ 其中ꎬ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间ꎬ 二者同步变化的趋势较为明

显ꎬ 中国自拉美进口占中国总进口的比重从 ２ ７５％ 上升到 ５ ３５％ ꎬ 同期中国

工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则从 ６ ６６％ 上升到 １０ ２８％ ꎮ 到 ２０２３ 年ꎬ 这两个指标

分别达到 ９ ５５％和 ２４ ５７％ ꎮ

图 １　 中国自拉美进口占比与中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变化情况 (２００１—２０２３ 年)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ꎮ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 ｈｔｍ?

ｃｎ ＝Ａ０１ꎻ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ｓｏｕｒｃｅ / ｗｏｒｌｄ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２０２５ －０１ －０５]

—１９—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ꎮ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 ｈｔｍ? ｃｎ ＝ Ｃ０１ [２０２５ －
０１ －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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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阶段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年): 整体合作和双边合作相互促进ꎬ 构建

中拉关系 “五位一体” 新格局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ꎬ 世界多极化进程明显加快ꎮ 发展中国家

以更加平等的身份参与到二十国集团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ꎬ 代表性和话语

权明显增强ꎮ 中国与拉美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明显增多ꎮ “金砖四国” “基础

四国” 等合作机制的政治影响力也在扩大ꎬ 对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

争取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发挥了重要作用ꎮ① 中国和拉美国家在彼此外交中的地

位明显上升: 中国视拉美国家为应对全球性问题、 改革当前国际体系和发展

世界经济的伙伴ꎬ 拉美则视中国为国际体系中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和有着重大

影响力的国家ꎮ②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ꎬ 中国政府出台了针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首份文件ꎬ 提出

建立平等互利、 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这一阶段性目标ꎮ③ 该文件

是中国政府继对欧盟和非洲之后发布的第三份地区性政策文件ꎬ 说明中国已

经形成了针对世界不同地区的战略与政策规划体系ꎮ 同时ꎬ 该文件的发布也

有助于稳定拉美国家对于发展与中国关系的预期ꎮ④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习近平主

席出席在巴西利亚举行的中拉领导人会晤并与拉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成立中拉

论坛ꎬ 为中拉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ꎬ 从而打开中拉整体合作与双边合作并行

发展、 相互促进的新局面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国政府发布第二份对拉政策文件⑤ꎬ 在战略定位、 合作机制、

新兴领域、 全球治理等方面都做出进一步升级ꎮ (１) 中拉战略定位进一步升

级ꎮ 与 ２００８ 年文件强调双边合作相比ꎬ ２０１６ 年文件则提出了 “五位一体” 新

格局ꎬ 首次明确中拉命运共同体理念ꎬ 强调中拉在全球治理中的共同责任ꎮ
(２) 中拉合作机制进一步创新ꎮ ２００８ 年文件主要通过双边相关部门建立和完

善双方政府间常设委员会、 高级混委会、 高层工作组等机制加强磋商和沟通ꎬ

—２９—

①

②
③

④

⑤

杨洁篪: «当前国际格局的演变和我国外交工作»ꎬ 载 «国际问题研究»ꎬ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 页ꎮ
牛海彬: «试论新时期中拉关系的战略性»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５０ 页ꎮ
«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ꎬ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ｃｗｊ ＿ ６７４９１５ / ２００８１１ / ｔ２００８１１０５ ＿ ７９４９８６７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５ －
０１ － １０]

贺双荣主编: «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２９７ － ２９８ 页ꎮ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ꎬ ２０１６ 年１１ 月２４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ｃｗｊ＿６７４９１５ / ２０１６１１ / ｔ２０１６１１２４＿７９４９９５７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５ － ０１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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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交流合作ꎮ ２０１６ 年文件则提出通过 “１ ＋ ３ ＋ ６” 务实合作新框架ꎬ 积极

探索 “３ × ３” 产能合作新模式ꎬ 实现企业、 社会、 政府良性互动ꎬ 推动中拉

合作提质升级ꎮ (３) 中拉合作领域进一步深化ꎮ 相比 ２００８ 年文件ꎬ ２０１６ 年文

件纳入了科技创新、 航天、 海洋等新兴领域合作内容ꎬ 纳入了扩大跨境本币

结算、 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等货币合作内容ꎬ 强调深化金融合作的重要性ꎬ
充分发挥中拉合作基金、 优惠性质贷款、 基础设施专项贷款、 中拉产能合作

基金以及中国—加勒比相关融资安排的作用ꎮ (４) 新增中拉国际协作的内容ꎮ
２０１６ 年文件强调深化中拉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和其他国际场合的交流合作ꎬ
加强在二十国集团、 亚太经合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

和机制中的协调配合ꎬ 强调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ꎬ 并共同呼吁国际社会

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等ꎮ
在这一时期ꎬ 中拉经济外交的领域从以贸易外交为主向投资外交、 金融

外交与贸易外交共同发展转变ꎮ 随着中拉贸易的发展及中国 “走出去” 战略的

实施ꎬ 中国在拉美地区投资规模不断扩大ꎬ 投资领域不断丰富ꎮ 根据拉美—中

国学术网数据库数据ꎬ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中国在拉美地区 １２ 个国家共有 ４９ 笔投

资ꎬ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年中国在拉美地区 ２３ 个国家共有 ２５５ 笔投资ꎮ① 从投资领域

来看ꎬ 中国对拉投资从以矿业投资为主向能源、 汽车及零配件产业不断扩展ꎮ
在金融外交领域ꎬ 中拉之间的金融合作机制日益完善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年中国与

阿根廷、 巴西、 苏里南、 智利四国共签署 ５ 笔货币互换协议ꎬ 拉美多国成为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ꎬ 中拉之间投资基金、 专项贷款等金融机制不断

建立ꎮ②

(三) 第三阶段 (２０１７ 年至今): 中拉共建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

亚太地区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 最具活力的地区ꎬ 也是区域合作取得

最多进展的地区ꎮ 对拉美地区而言ꎬ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中拉贸易带来了

重要的机会③ꎬ 这有助于拉美地区实现外交多元化ꎮ 因此ꎬ 拉美地区国家高度

重视与中国的合作ꎮ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受到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国际

—３９—

①

②

③

根据拉美—中国学术网数据整理并计算ꎮ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ｓ ｒｅｄａｌｃ －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 ｍｏｎｉｔｏｒ / ｉｍａｇｅｓ / ｐｄｆｓ /
ｍｅｎｕ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２０２５ － ０１ － １０]

洪朝伟: «中拉经贸合作: 平等互利ꎬ 携手共进»ꎬ 载 «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ꎬ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１ － １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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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积极响应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访的阿根廷总统马

克里会谈ꎬ 强调拉美是 ２１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 的自然延伸ꎮ①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 «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关于 “一带一路” 倡议的特别声

明» 发布ꎬ 标志着中国与拉美地区共建 “一带一路” 取得重要进展ꎮ 这一时

期中拉经济外交体现为中拉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及共建行动ꎮ
目前ꎬ 拉美地区已经有 ２ / ３ 以上的国家加入了 “一带一路” 倡议ꎮ 其中ꎬ

中国与牙买加、 苏里南、 古巴、 阿根廷、 智利、 乌拉圭、 多米尼克等国先后

签署了 «关于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的合作规划»ꎬ 明确了双方合作的

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ꎮ 中国同古巴制订了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工作协调机

制ꎬ 持续推进务实合作ꎮ 此外ꎬ 中拉合作强调发展战略对接ꎮ 中国提出与玻

利维亚、 圭亚那等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对接ꎬ 并与巴西就国家发展战略对接达

成了共识ꎮ 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得到了

拉美国家的广泛认同ꎮ 中国与苏里南、 格林纳达等国签署了推动落实全球发

展倡议的谅解备忘录ꎮ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拉经济外交的重要领域ꎮ 自 “一带

一路” 倡议实施以来ꎬ 中拉基础设施合作大幅增加ꎮ 根据拉美—中国学术网

数据库数据计算ꎬ 中拉之间 ７２％左右的基础设施合作项目是在 ２０１７ 年以后开

展的ꎮ
通过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ꎬ 中拉经济外交始终坚持平等相待、 互利共赢

原则ꎬ 努力建设新时代平等、 互利、 创新、 开放、 惠民的中拉关系ꎮ 伴随自

身发展目标以及国际格局的变化ꎬ 中拉经济外交的维度不断扩展ꎬ 从以贸易

外交为主ꎬ 扩展到贸易外交、 投资外交、 金融外交、 基础设施外交共同发展ꎮ
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进展ꎬ 树立了南南合作的典范ꎮ

三　 中拉经济外交的驱动因素

２０２５ 年是中拉论坛正式运行十周年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拉论坛第四

届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主旨讲话指出ꎬ 中拉不断书写命运与共的佳话ꎬ 中拉已经

成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ꎮ② 近年来ꎬ 中拉合作成绩斐然ꎮ 在单边主义、 保

—４９—

①

②

«习近平同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举行会谈»ꎬ 中国政府网ꎬ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７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１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９４７９０ ｈｔｍ [２０２５ － ０３ － ２０]

«习近平在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的主旨讲话 (全文)»ꎬ 新华社ꎬ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ｘｈｐｆｍａｐｉ ｘｉｎｈｕａｘｍｔ ｃｏｍ / ｖｈ５１２ / ｓｈａｒｅ / １２５３８３７４ [２０２５ － ０５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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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主义回归的国际背景下ꎬ 团结协作、 深化经济外交符合中拉双方共同利益ꎮ
(一) 中拉之间具有共同的发展诉求

同为 “全球南方” 重要成员ꎬ 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有诸多利益汇合点ꎬ
中拉合作有助于实现各自的发展目标ꎮ 一方面ꎬ 深化中拉合作有助于拉美摆

脱发展陷阱ꎬ 促进产业升级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拉美国家纷纷步入中等收入国家

行列ꎬ 但此后却长期无法跨越这一阶段ꎮ 拉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三个特

点: 一是生产力水平低与经济脆弱性形成恶性循环ꎻ 二是经济增长有限与社

会不平等叠加ꎻ 三是政府公共服务无法满足新兴中产阶级的诉求ꎮ① 此外ꎬ 拉

美国家经济发展还面临财政空间有限、 融资成本高和治理能力低的约束ꎮ 拉

美经委会将工业、 服务业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 １４ 个行业作为拉美地区产业升

级的重点②ꎬ 其中包括制药业、 高端制造业、 信息与通信技术服务业、 数字政

府、 电动汽车、 循环经济等ꎮ 中国在拉美铁路建设、 电动汽车、 医药制造、
循环经济等领域的投资有助于对接拉美地区产业转型目标ꎮ 另外ꎬ 基础设施、
金融合作等公共产品也有助于拉美地区提高自主发展能力ꎬ 支持地区工业化

发展ꎮ 从 ２０２３ 年至今ꎬ 产业合作是中拉元首会晤的重要内容ꎬ 主要涉及数字

经济、 人工智能、 电动汽车、 光伏产业等新兴领域ꎮ
另一方面ꎬ 深化中拉合作有助于中国进一步推进制度型开放ꎮ 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决定» 强调要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ꎮ 对接国际规则和制度体

系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ꎮ③ 首先ꎬ 部分拉美国家在制度型开放领域走

在前列ꎮ 其中ꎬ 智利在主导构建全球规则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ꎬ 是 «全面与

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的三个最早参与国之

一ꎮ 其次ꎬ 拉美地区是发展中国家最早开启一体化探索和实践的地区ꎬ 一体化

组织众多ꎬ 为中拉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ꎮ 最后ꎬ 拉美国家对外签署的双边自由

贸易协定数量众多ꎬ 部分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促进了美式、 欧式贸易协定

模版的形成ꎮ 深化与拉美地区的规则协调有助于中国深入理解全球区域贸易协

—５９—

①
②

③

洪朝伟: « “拉美陷阱” 真的难以跨越吗»ꎬ 载 «世界知识»ꎬ 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５４ － ５６ 页ꎮ
ＣＥＰＡＬꎬ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ꎬ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ꎬ Ｍａｙ １３ꎬ ２０２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５ － ０５ － １６]

徐秀军: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ꎬ 不断拓展国际合作空间»ꎬ 光明网ꎬ ２０２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ｏｒｙ ｇｍｗ ｃｎ / ２０２５ － ０３ / ３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７９３９９０６ ｈｔｍ [２０２５ － ０４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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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经贸规则的演进ꎬ 有利于中国在对外合作中构建开放包容的合作规则ꎮ
(二) 中拉合作是南南合作的典范ꎬ 是对南北型合作模式的超越

在合作理念上ꎬ 与其他国家过于强调自身利益不同ꎬ 中国的经济外交以

正确义利观为指导ꎮ 坚持正确义利观是中国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大政

策理念突破和创新ꎬ 凝练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对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

基本政策立场和主张ꎬ 对推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和深远影响ꎮ① 从实践上来看ꎬ 多数国家的经济外交目标均以强调自身利益

为出发点ꎬ 例如欧盟、 俄罗斯、 日本均提出了旨在提高自身影响力、 维护自

身利益的经济外交目标ꎮ② 美国经济外交则强调 “美国优先” 和区域控制ꎮ
与西方主张利益至上、 只顾眼前和局部利益的实用主义倾向不同ꎬ 中国的经

济外交以正确义利观为指导ꎬ 系统回答了中国如何看待利益、 如何获取利益

等问题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 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ꎬ 政治上坚持正义、 秉持

公道、 道义为先ꎬ 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ꎮ 特别是在同发展中国家

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时ꎬ 中国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ꎬ 有

时甚至要重义轻利、 舍利取义ꎬ 绝不能唯利是图ꎮ③

在合作形式上ꎬ 中国开展的国际合作形式更为灵活多样ꎬ 以适应拉美国

家的不同需求ꎮ 中拉合作是南南合作的典范ꎮ 北方国家在与南方国家合作时ꎬ
常附带政治条件ꎬ 干涉南方国家的政治、 社会和经济发展ꎮ 例如ꎬ 在经贸领

域ꎬ 美国将国内立法纳入国际经贸规则ꎬ 通过 «美墨加协定» «通胀削减法

案» 等构建排他性条款ꎬ 干涉贸易伙伴的对外合作ꎮ 有别于传统的南北型霸

权合作模式ꎬ 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经济外交以发展为导向ꎬ 强调互利共赢ꎬ 通

过 “一带一路” 倡议、 自由贸易协定和基础设施投资等多渠道推动合作ꎬ 合

作形式较为灵活多样ꎬ 适应拉美国家不同需求ꎮ
(三) 中拉共同面临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平等

当代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主要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ꎮ
当时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主要在西方国家范围内发挥更大作用ꎬ 以维护美国

—６９—

①

②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ꎬ 北京: 人民出版

社、 学习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ꎬ 第 １３８ 页ꎮ
庞大鹏: «俄罗斯外交战略中的拉丁美洲»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 － １９

页ꎻ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ꎬ Ａｐｒｉｌ ８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ｐｏｌｉｃｙ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５ － ０３ － ２０]

高虎城: «让中国梦点亮美好世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经济外交思想»ꎬ 载 «求是»ꎬ
２０１４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９ － １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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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西方国家的利益为准绳ꎮ① 中国和拉美共同面临改革现存全球治理秩序的诉

求ꎬ 致力于推动国际秩序多极化发展ꎮ 例如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预防和

缓解国际收支危机、 确保金融稳定的机构ꎬ 其份额决定了成员在投票权、 贷

款、 特别提款权 (ＳＤＲ) 等领域的权利分配比重ꎮ 美国投票权为 １６ ４９％ ꎬ 中

国为 ６ ０８％ ꎬ 英国为 ４ ０３％ ꎬ 其他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则权重较小ꎮ 一

方面ꎬ 现有分配机制对拉美等脆弱国家支持不足ꎮ 拉美国家经济脆弱性和气

候脆弱性均较高ꎬ 但却难以争取到有力的金融支持ꎮ 拉美各国在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投票份额中所占比重较低ꎬ 巴西和墨西哥是拉美投票权份额最大的两

个国家ꎬ 分别为 ２ ２２％ 和 １ ８％ ꎬ 其余大部分拉美国家投票权份额不足

０ ０５％ ꎮ 拉美整体投票权比重仅有 ８ ３６％ ꎮ②

另一方面ꎬ 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ꎬ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

全球经济份额中占比逐渐提高ꎮ 图 ２ 显示了 １９８０—２０３０ 年间各区域 ＧＤＰ 占全球

比重的变化情况ꎮ 可以看出ꎬ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ＧＤＰ 占全球的比重将从

１９８０ 年的 ２４ ５４％上升到 ２０３０ 年的 ４３ ８９％ꎬ 中国和拉美 ＧＤＰ 占全球的比重从

１０ ５％上升到 ２３ ７１％ꎻ 同期ꎬ 七国集团 ＧＤＰ 的全球占比则显著下降ꎬ 从 ６１ ４１％
下降到 ４２ ８９％ꎮ 到 ２０３０ 年ꎬ 美国 ＧＤＰ 占全球的比重预计为 ２５ ７％ꎬ 与其在 １９８０
年的水平 (２５ ４３％) 几乎持平ꎮ 对此ꎬ 中拉应在二十国集团、 亚太经合组织、 金

砖国家等平台协调立场ꎬ 共同捍卫多边主义ꎬ 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ꎮ

图 ２　 １９８０—２０３０ 年各区域 ＧＤＰ 占全球比重的变化趋势

注: ２０２４ 年以后数据为预测值ꎮ
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ＥＯ / ｗｅｏ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２０２５ /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５ － ０４ － ２０]

—７９—

①
②

王跃生: «大变局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方向»ꎬ 载 «国家治理»ꎬ ２０２３ 年第２１ 期ꎬ 第１６ －２０ 页ꎮ
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ｎ / Ａｂｏｕｔ /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 ｂｏａｒｄ / ｍｅｍｂｅｒｓ －

ｑｕｏｔａｓ [２０２５ － ０１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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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拉经济外交的总体情况及差异化分析

近年来ꎬ 中拉经济外交取得积极进展ꎮ 以贸易领域为例ꎬ 中国在拉美贸

易伙伴中的重要性明显提高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多数拉美国家以美国为最大贸易

伙伴ꎬ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中国成为巴西、 智利和巴拿马的最大贸易伙伴ꎬ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年中国成为巴西、 智利、 秘鲁和委内瑞拉的最大贸易伙伴ꎮ①

(一) 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试图在现有文献基础上ꎬ 基于对中拉经济外交的理解ꎬ 构建中拉经

济外交的指标体系ꎬ 为理解中拉经济外交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ꎮ 经济外交与

经济合作的本质差别在于ꎬ 经济外交是机制化设计ꎮ 本文拟从经济外交的分

类入手ꎬ 通过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来衡量中拉经济外交的进展ꎮ② (１) 从整

体外交来看ꎬ “一带一路” 作为中国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ꎬ 本文从中拉签署的

双边合作文件数量、 是否加入 “一带一路”、 是否签署 “一带一路” 合作文

件、 是否签署全球发展倡议对接文件来衡量ꎮ 数据来源于中国外交部网站ꎮ
(２) 从经贸外交来看ꎬ 本文考察了中国在南方共同市场、 安第斯共同体、 拉

美一体化协会等次区域组织中与成员国存在对话机制的个数ꎮ 此外ꎬ 还涵盖中

国与该国是否设有高委会、 混委会或常设委员会ꎬ 是否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ꎮ
相关数据基于中国外交部、 中国商务部网站信息整理ꎮ (３) 从投资外交来看ꎬ
本文纳入了中国在拉美投资项目的数量ꎬ 数据来源于拉美—中国学术网ꎮ 另外ꎬ
也包括中国是否与该国签署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或避免双重征税协定ꎮ 数

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和中国外交部网站ꎮ (４) 从金融外交来看ꎬ 纳入本研究指

标体系的指标包括: 中国与一国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数量ꎬ 数据来源于中国人

民银行网站ꎻ 该国是否为亚投行成员国ꎬ 数据来源于亚投行网站ꎻ 中国与该国

是否存在国别基金ꎻ 中国对该国贷款笔数ꎬ 包括中国对该国发展性融资和商业

贷款两类ꎬ 数据来源于波士顿大学和美洲对话组织联合数据库ꎻ 中国是否在该

国设立人民币清算行ꎬ 以及银行间外汇市场结算情况ꎬ 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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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２０２５ － ０５ － １６]

本部分数据主要更新于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ꎬ 其中 “是否为 ‘一带一路’ 成员国” 数据更新至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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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网站ꎮ (５) 从基础设施外交来看ꎬ 纳入本研究指标体系的指标包括: 中国在

一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累计数量ꎬ 数据来源于拉美—中国学术网ꎻ 中国是否与

该国签署基础设施合作文件ꎬ 数据来源于中国外交部网站ꎮ
(二) 模型选择

在确定指标体系后ꎬ 需要明确如何选取合理的模型ꎬ 如何对各指标赋予合

理的权重ꎬ 以保证分析结果的客观性、 可靠性ꎮ 现有计算指标权重的方法包括

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ꎮ 其中ꎬ 主观赋权法较为依赖决策者的意愿和偏好ꎬ
客观赋权法能够基于数据包含的统计特征及信息量大小对指标赋予权重ꎬ 但不

足之处是有时权重可能与现实不符ꎮ 为解决该问题ꎬ 部分文献在分析中使用熵

权—层次分析法①ꎬ 将主观和客观赋权法相结合ꎬ 有助于客观反映数据所包含

的信息量ꎮ 本文借鉴这种方法构建了中拉经济外交指标体系ꎬ 具体如下ꎮ
(１) 熵权法

熵权法基于原始数据信息ꎬ 分析各指标之间的信息量与关联程度ꎬ 并根据指

标离散程度计算权重ꎮ 假设存在 ｐ 个评价对象、 ｑ 个评价指标ꎬ 构成矩阵Ｍ:
Ｍ ＝ ( ｍｉｊ

)
ｐ×ｑ( ｉ ∈ [ １ꎬ ｐ]ꎬ ｊ ∈ [１ꎬｑ] ) (１)

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ꎬ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预处理ꎮ 对数据的标准化处理旨在消除不同指

标在量纲上的差异ꎮ
正向指标标准化:

Ｍ'
１ ＝

Ｍｉｊ － ｍｉｎ Ｍｉｊ

ｍａｘ Ｍｉｊ － ｍｉｎ Ｍｉｊ
( ｉ ∈ [ １ ꎬ ｐ]ꎬ ｊ ∈ [１ꎬｑ] ) (２)

负向指标标准化:

Ｍ'
２ ＝

Ｍｉｊ － ｍａｘ Ｍｉｊ

ｍａｘ Ｍｉｊ － ｍｉｎ Ｍｉｊ
( ｉ ∈ [ １ ꎬ ｐ]ꎬ ｊ ∈ [１ꎬｑ] ) (３)

其次ꎬ 计算信息熵 ｅ ꎮ 指标 ｊ 中评价对象 ｉ 的比重为:

ｘｉｊ ＝
ｍｉｊ

∑ｐ
ｉ ＝ １ｍｉｊ

(４)

指标 ｊ 的熵值 ｅｊ 的计算方法为:

ｅｊ ＝ －
ｐ

ｉ ＝ １ｘｉｊ ｌｎｘｉｊ

ｌｎｐ ( ｉ ∈ [ １ ꎬ ｐ]ꎬ ｊ ∈ [１ꎬｑ] ) (５)

—９９—

① 高卓琼、 张明: «数字贸易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５５ 个国家的面板数

据»ꎬ 载 «国际经济合作»ꎬ 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６５ － ７８ 页ꎻ 刘玲: «基于层次—熵权法的统筹城乡发展

评价研究»ꎬ 载 «地域研究与开发»ꎬ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７ － １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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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ｅｊ ∈ [ ０ ꎬ １]ꎮ 信息熵越小ꎬ 其对应指标在综合指标中的比重越大ꎮ

最后ꎬ 确定权重 ｗ ｊ ꎬ 公式为:

ｗ ｊ ＝
１ － ｅｊ

∑ ｑ

ｊ ＝ １
(１ － ｅｊ)

(ｊ ∈ [１ꎬｑ] ) (６)

(２)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基于现实视角ꎬ 对各变量的重要程度赋予不同的权重ꎮ 通过构建

ｑ × ｑ 阶矩阵 Ａ ꎬ 就向量重要程度进行两两对比ꎬ 得出综合评价权重ꎮ 步骤如下:

首先ꎬ 构建判断矩阵 Ａ ꎬ Ａ ＝ ａｉｊ
( )

ｑ×ｑ ꎮ 现有文献多用数字 １ ~ ９ 及其倒数

来衡量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ꎮ 判断矩阵 Ａ 的取值及具体含义见表 １ꎮ
其次ꎬ 通过归一化法计算权重ꎮ 先计算判断矩阵各行的几何平均数ꎬ 得

到第 ｉ 行所有乘积的 ｑ 次方根ꎬ 如式 (７) 所示:

ｗ'ｉ ＝
ｑ

∏ ｑ

ｊ ＝ １
ａｉｊ (７)

将 ｑ 个几何平均数进行归一化处理ꎬ 得到对应的权重 ｗｉ ꎬ 如式 (８) 所示:

ｗ ｉ ＝ ｗ'ｉ / ∑
ｑ

ｉ ＝ １
ｗ ｉ ' (８)

所有权重构成一个列向量 Ｗ ＝ (ｗ１ꎬｗ２ꎬꎬｗｑ) Ｔ ꎮ

再次ꎬ 求取 Ａ 的最大特征值 λｍａｘ :

λｍａｘ ＝ １
ｑ ∑

ｑ

ｉ ＝ １

(ＡＷ) ｉ

ｗ ｉ
(９)

最后ꎬ 对阶数大于 ２ 的判断矩阵 Ａ 进行一致性检验ꎮ 若矩阵一致性比率

ＣＲ < ０ １ꎬ 则通过了一致性检验ꎬ 评价权重符合要求ꎬ 反之则不符合ꎮ 设定

最终得到权重系数为 θ ｊ ꎮ

表 １　 层次分析法判断矩阵

判断矩阵 Ａ 元素取值 含义

１ Ａｉ 元素相对 Ａ ｊ 元素同等重要

３ Ａｉ 元素相对 Ａ ｊ 元素稍微重要

５ Ａｉ 元素相对 Ａ ｊ 元素较强重要

７ Ａｉ 元素相对 Ａ ｊ 元素强烈重要

９ Ａｉ 元素相对 Ａ ｊ 元素极端重要

２ꎬ ４ꎬ ６ꎬ ８ Ａｉ 元素与 Ａ ｊ 元素的相对重要性取值居中

１ / ２ꎬ １ / ３      １ / ９ Ａｉ 元素不如 Ａ ｊ 元素重要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层次分析法原理整理ꎮ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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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熵权—层次分析法

综合熵权法的客观赋值权重和层次分析法的主观赋值权重ꎬ 得到熵权—
层次分析法的组合权重值ꎮ 计算公式为:

Ｔ ｊ ＝
ｗ ｊ × θ ｊ

∑ ｑ

ｊ ＝ １
ｗ ｊ × θ ｊ

(１０)

其中 Ｔ ｊ 是评价指标 ｊ的组合权重ꎮ 将组合权重与对应标准化值相乘可以得

到综合评价指数ꎮ
本文按照如上步骤分别基于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计算了权重ꎬ 通过层次

分析法分别得到了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的权重ꎬ 所有设定均通过了一致性检

验ꎬ 最终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指标体系及熵权—层次分析法确定的指标权重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权重
组合

三级指标
权重

层次分析法 熵权法 组合法

中
拉
经
济
外
交

整体
外交

０ ４６６７

贸易
外交

０ ２４８６

投资
外交

０ ０７３６

金融
外交

０ １４０７

基础设
施外交

０ ０７０３

双边签署的协议文件数量 ０ ０３４４ ０ ０２８２ ０ ０１７０

是否加入 “一带一路” ０ ０８００ ０ ０１７２ ０ ０２４１

是否签署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 ０ ２１９８ ０ ０４８６ ０ １８６９

是否签署全球发展倡议合作文件 ０ １３２６ ０ ０７２４ ０ １６７８

中国与该国在次区域组织建立的
对话机制个数

０ ０１７８ ０ ０３５８ ０ ０１１１

中国与该国是否签署双边自由
贸易协定或存在早期收获安排

０ ０４４８ ０ ０５２５ ０ ０４１２

中国与该国是否存在双边磋商机制 ０ １８６０ ０ ０６６６ ０ ２１６７

中国在该国投资笔数 ０ ００８２ ０ ０４６９ ０ ００６７

是否签署双边投资协定 ０ ０３２７ ０ ０３０３ ０ ０１７３

是否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０ ０３２７ ０ ０４８６ ０ ０２７８

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的数量 ０ ０１７３ ０ ０７４４ ０ ０２２６

该国是否亚投行成员 ０ ００８７ ０ ０６１５ ０ ００９３

中国与该国是否存在国别基金 ０ ０２０５ ０ ０８５９ ０ ０３０７

中国对该国贷款笔数 ０ ０１８３ ０ ０３８６ ０ ０１２４

该国是否设立人民币清算行 ０ ０３５９ ０ ０８５９ ０ ０５３９

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拉美
货币交易情况

０ ０４００ ０ ０９６０ ０ ０６７１

基础设施项目数量 ０ ０１１７ ０ ０３１８ ０ ００６５

是否签署基础设施合作文件 ０ ０５８６ ０ ０７８８ ０ ０８０８

　 　 资料来源: 笔者计算并绘制ꎮ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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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果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ꎬ 得到中国与拉美不同国家的经济外交指数情况 (见表 ３)ꎮ

表 ３　 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经济外交指数

综合
外交指数

整体
外交指数

贸易
外交指数

投资
外交指数

金融
外交指数

基础设施
外交指数

安提瓜和
巴布达

０ ０２６８ ０ ０２５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５

阿根廷 ０ ５０３０ ０ ２２０９ ０ ０４９５ ０ ０４７６ ０ ０９８２ ０ ０８６８
巴哈马 ０ ０１９８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１７４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７

巴巴多斯 ０ ２３９８ ０ １９３７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４５３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４
伯利兹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４

玻利维亚 ０ ０６８８ ０ ０２６１ ０ ００８３ ０ ０１７７ ０ ０１２６ ０ ００４１
巴西 ０ ４８３９ ０ ２０３９ ０ ０５２３ ０ ０３３９ ０ １０６５ ０ ０８７３
智利 ０ ７８２６ ０ ３８９１ ０ ２６６３ ０ ０４７１ ０ ０７７２ ０ ００３０
古巴 ０ ２６５４ ０ ２１３０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４５３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５

哥伦比亚 ０ １３９４ ０ ０２８８ ０ ００８３ ０ ０１８４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８３３
哥斯达黎加 ０ ２６２３ ０ ０２６５ ０ ２１６７ ０ ０１７５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５
多米尼克 ０ ３８０５ ０ ３８０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０
多米尼加 ０ ０２４８ ０ ０２４３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４
厄瓜多尔 ０ ３１９９ ０ ０２６８ ０ ２２５１ ０ ０４５８ ０ ０１６９ ０ ００５３
萨尔瓦多 ０ ０２５９ ０ ０２５７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２
格林纳达 ０ ３８００ ０ ３７９７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０
危地马拉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圭亚那 ０ ０９０２ ０ ０２６０ ０ ０４４０ ０ ０１７９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０５
海地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洪都拉斯 ０ ２８３３ ０ ０２４７ ０ ２５７９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４
牙买加 ０ ２６２１ ０ ２１２８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４５４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１４
墨西哥 ０ ２９０５ ０ ００８８ ０ ０４４０ ０ ０５１９ ０ ０９８６ ０ ０８７１

尼加拉瓜 ０ ２４１７ ０ ０２４６ ０ ２１６７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４
巴拿马 ０ ０２８５ ０ ０２４４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１１
巴拉圭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８３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２
秘鲁 ０ ５１５５ ０ ２１７５ ０ ２６６３ ０ ０１９０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０２１

圣基茨和
尼维斯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圣卢西亚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圣文森特和
格林纳丁斯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苏里南 ０ ３９２５ ０ ３８１４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００４
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
０ ０７３２ ０ ０２５７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４５４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９

乌拉圭 ０ ２８９９ ０ ２２２２ ０ ０４９５ ０ ０１７６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５
委内瑞拉 ０ １６４０ ０ ０２７７ ０ ０４４０ ０ ０４５７ ０ ０４４６ ０ ００１９

　 　 资料来源: 笔者计算并绘制ꎮ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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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计算结果ꎬ 可以对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经济外交情况按照不同特征进

行差异化分析ꎮ
一是经济外交全面推进型国家ꎬ 以智利、 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为代表ꎮ

这些国家均在综合指数或多个分项指标上表现突出ꎮ 其中ꎬ 智利与中国在整

体外交指数和贸易外交指数上居于拉美国家首位ꎬ 投资外交指数和金融外交

指数在拉美国家也居于前列 (分别位于第三名和第四名)ꎮ 相较而言ꎬ 中国与

智利的基础设施外交指数显著低于其他领域的外交指数ꎬ 但仍居于地区上游

(第七名)ꎮ 阿根廷与中国的投资外交指数位于拉美国家第二名ꎬ 金融和基础

设施外交指数均位于拉美国家第三名ꎬ 尽管整体外交指数和贸易外交指数低

于前面三个指标ꎬ 但仍居于拉美国家上游 (分别位于第六名和第八名)ꎮ 巴西

与中国在金融、 基础设施领域的外交指数居于拉美国家首位ꎬ 在综合指数上

位居第四ꎮ 墨西哥与中国的经济外交则受投资、 金融和基础设施合作驱动ꎬ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投资合作ꎬ 中墨投资外交指数位于拉美国家第一名ꎬ 金融

外交和基础设施外交指数位于第二名ꎮ
二是经济外交整体合作驱动型国家ꎬ 以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为代表ꎮ 该

地区国家经济体量小ꎬ 脆弱性高ꎬ 希望推动与中国的整体性合作ꎬ 多数已签

署 “一带一路” 谅解备忘录或合作规划文件及全球发展倡议合作文件ꎮ 另外ꎬ
中国针对加勒比国家脆弱性高的特点ꎬ 与该地区多个国家签署了保护蓝色经

济谅解备忘录ꎮ 加勒比多国整体外交指数显著高于其他领域外交指数ꎬ 如苏

里南、 多尼米克、 格林纳达整体外交指数分别居于拉美国家第二名、 第三名

和第四名ꎮ 部分国家整体外交指数相较于其他领域更为突出ꎬ 如安提瓜和巴

布达、 多米尼加、 萨尔瓦多等ꎮ
三是贸易外交驱动型国家ꎬ 以秘鲁、 洪都拉斯、 厄瓜多尔、 哥斯达黎加、

尼加拉瓜为代表ꎮ 与拉美其他国家相比ꎬ 这些国家与中国在贸易领域的机制

安排更为丰富ꎮ ２００９ 年中国与秘鲁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是中国与拉美国家签

署的第二个自由贸易协定ꎬ 也是中国在拉美签署的首个一揽子贸易协定ꎮ
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ꎬ 中秘共同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ꎬ 新增标准合作、 竞争

政策、 电子商务、 全球供应链、 环境与贸易五个章节ꎬ 并对原产地规则、 海

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 检疫与植物卫生措施、 知识产权等原有章节予以细

—３０１—



　 　 ２０２５ 年第 ３ 期

化ꎮ① 其中ꎬ 全球供应链章节是双方在自贸协定下的创新之举ꎮ 中国与洪都拉

斯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之中ꎬ 但双方已签署了早期收获安排ꎬ 双边进出口

可按照早期收获安排实行原产地管理ꎮ② 另外ꎬ 中国与秘鲁、 洪都拉斯分别设

有经贸混委会ꎬ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中秘经贸混委会召开第八次会议ꎬ ２０２３ 年中国—
洪都拉斯经贸混委会召开首次会议ꎮ

四是在部分领域突出型国家ꎮ 第一类是基础设施和投资驱动型国家ꎬ 以

哥伦比亚为代表ꎬ 中哥基础设施外交指数显著高于投资外交指数ꎬ 在拉美国

家排名第四ꎮ 第二类是投资外交驱动型国家ꎬ 以巴哈马、 玻利维亚为代表ꎮ
第三类是投资外交和整体外交驱动型国家ꎬ 以牙买加、 巴巴多斯、 乌拉圭和

古巴为代表ꎮ 其中ꎬ 乌拉圭整体外交指数在拉美地区排名第五ꎬ 牙买加投资

外交指数和整体外交指数分别位列第六名和第九名ꎬ 巴巴多斯投资外交指数

位于第九名ꎬ 古巴整体外交指数和投资外交指数均位于第八名ꎮ 第四类是贸

易和投资外交驱动型国家ꎬ 以厄瓜多尔、 圭亚那为代表ꎬ 但圭亚那投资外交

指数显著高于贸易外交指数ꎮ 第五类是投资和金融外交驱动型国家ꎬ 以委内

瑞拉为代表ꎬ 在拉美国家中均位于第五位ꎮ
五是开展经济外交有限型国家ꎮ 这类国家为拉美地区尚未与中国建交或

中止与中国外交关系的国家ꎬ 包括巴拉圭、 伯利兹、 海地、 危地马拉、 圣卢

西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圣基茨和尼维斯ꎮ

五　 结论

本文梳理了中拉经济外交的发展阶段ꎬ 并探究了中拉经济外交的驱动因

素ꎮ 结合对中拉经济外交的理解ꎬ 本文运用熵权—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包含整

体外交、 贸易外交、 投资外交、 金融外交、 基础设施外交五个领域 １８ 个三级

指标作为衡量中拉经济外交的指标系统ꎬ 并对拉美国家进行了差异化分析ꎮ
研究发现ꎬ 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经济外交存在差异: 与智利、 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等国在综合外交指数或多个分项指标上表现突出ꎬ 与中美洲和加勒比

国家的经济外交主要由整体外交驱动ꎬ 与秘鲁、 洪都拉斯等国在贸易外交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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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表现更为突出ꎮ
本研究为理解中拉经济外交的进展提供了一个分析角度ꎮ 中拉经济外交

是动态变化的ꎬ 各指标只是对现阶段的合作程度做出评价ꎬ 目的是在现阶段

合作水平的基础上讨论深化中拉经济外交的方向ꎬ 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合

作ꎮ 拉美各国在经济体量、 发展状况和对外合作诉求方面都有所不同ꎬ 不同

的合作指标并无高低优劣之分ꎮ
与其他国家过度重视自身利益不同ꎬ 中国的经济外交以正确义利观为指

导ꎮ 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ꎬ 中国希望将自身发展的成果惠及世界ꎮ 全球经

济贸易持续疲软严重危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进程ꎮ 拉美国家由于

与美国贸易联系密切ꎬ 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影响更为严重ꎮ 本研究为目前单

边主义、 保护主义盛行的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推进中拉经济外交、 促进中拉共

同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ꎮ
第一ꎬ 全面推进与巴西、 墨西哥、 阿根廷、 智利等国的联系ꎮ 中国应借

助二十国集团、 亚太经合组织等平台加深与巴西、 墨西哥、 阿根廷、 秘鲁等

国的对话ꎬ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

际秩序ꎻ 以投资外交、 金融外交、 基础设施外交深化与墨西哥、 阿根廷等国

的联系ꎬ 为深化与各国在多边层面的协调奠定基础ꎮ
第二ꎬ 与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推进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ꎬ 积极落实全

球发展倡议合作成果ꎬ 提高脆弱国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ꎮ 鉴于加勒比国家

经济体量小、 经济脆弱性高ꎬ 受美国关税战影响更为严重ꎬ 中国可与该地区

国家在物流、 蓝色经济、 数字经济领域加强合作ꎬ 提高物流效率ꎬ 弥合数字

鸿沟ꎬ 为实现包容性、 创新性的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ꎮ
第三ꎬ 积极发挥中国与智利、 秘鲁、 哥斯达黎加等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

定的示范效应ꎮ 在双边层面ꎬ 推动中国与拉美国家在规则、 规制、 管理和标

准等领域的对接ꎻ 在区域层面ꎬ 进一步加强与拉美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ꎬ 有

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ꎻ 在多边层面ꎬ 与拉美国家共同维护世贸组织基

本原则ꎬ 持续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ꎬ 以便为推动彼此经济增长提供

确定性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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