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拉丁美洲研究 Ｊｕｎ ２０２５　
第 ４７ 卷　 第 ３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７　 Ｎｏ ３

中拉经贸专题

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的新特点、
新趋势及理论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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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 ２０１７ 年拉美地区被正式纳入 “一带一路” 合作
框架后ꎬ 中拉在各领域的合作全面深化ꎮ 在当前国际经贸、 投资环
境被霸权主义和保护主义不断破坏的背景下ꎬ 中国企业在全球南方
区域的投资不断加强ꎬ 为全球经济合作和增长注入了 “强心剂”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规模增长快速、 质量提升显著、 领域
不断丰富、 效益日趋多元、 本地化突出等特点ꎮ 中国企业在拉美地
区的直接投资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生动实践ꎬ 是习近平经济思
想和 “全球南方”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重要体现ꎮ 本文通过分析
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的数据和案例ꎬ 展现了中国企业在拉投资的
新趋势ꎮ 同时ꎬ 通过实证分析评估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的影响因
素ꎬ 发现一国经济规模影响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的投资ꎬ 且作用为
显著正向ꎮ 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已从传统资源型转向多元化领
域ꎬ 从单一互补向多元互补发展ꎬ 中拉合作呈现蓬勃生机ꎮ 最后ꎬ
本文提出应深化 “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中拉合作机制ꎬ 优化中国
企业在拉直接投资产业布局ꎬ 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ꎬ 加强中国企业
本地化经营与社会责任ꎬ 推动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数字化与绿色
转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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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全球保护主义盛行ꎬ 对外直接投资持续萎缩ꎮ 以美国为代表的部

分发达国家采取了加征关税、 限制进口和投资审查等保护主义措施ꎬ 这些措

施被过度应用ꎬ 成为发达国家抑制新兴市场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工具ꎮ
保护主义势必削弱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活力ꎬ 导致全球范围内对外直接投资的

减少ꎮ 在此背景下ꎬ ２０２３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 ２％ ꎬ 如果将外资中转地

排除在外ꎬ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已连续第二年下降ꎬ 降幅超过 １０％ ꎮ 一些国家

的投资保护给中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跨境并购等活动带来了更

多障碍ꎮ 部分国家鼓励企业将生产和投资回流本国ꎬ 以促进国内经济复苏和

就业增长ꎮ 这种 “回流” 政策虽然短期内看似有益ꎬ 但长期内可能导致全球

投资环境的恶化ꎮ 随着技术竞争的加剧ꎬ 各国对关键行业的外资控制趋严ꎬ
国家安全成为投资审查的重要考量ꎮ 这使得一些高科技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

受到抑制ꎮ 就企业层面而言ꎬ 全球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加大ꎬ 特别是在地缘

政治紧张、 贸易冲突加剧等背景下ꎬ 企业对跨国投资的信心下降ꎮ 企业在进

行对外直接投资时ꎬ 通常会评估投资环境的稳定性ꎬ 任何不确定因素都会影

响决策ꎮ 许多国家实施了更加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ꎬ 特别是对外国企业的投

资限制ꎮ 这使得企业在寻求国际市场机会时面临更多障碍ꎬ 从而抑制了对外

直接投资的增长ꎮ
然而ꎬ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依然活跃ꎬ 成为支撑全球对外直接投资

稳定的重要力量ꎮ 根据中国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

的 «２０２３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ꎬ ２０２３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为 １７７２ ９ 亿美元ꎬ 占全球份额的 １１ ４％ ꎬ 连续 １２ 年位列全球前三ꎬ 连续八

年占全球份额超过一成ꎮ 其中ꎬ 中国对 “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的对外直接投

资持续增长ꎬ ２０２３ 年增长了 ３１ ５％ ꎬ 达到 ４０７ １ 亿美元ꎬ 占当年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流量的 ２３％ 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年底ꎬ 中国在 “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设立了

１ ７ 万家企业ꎮ 这些企业的总体经营状况良好ꎬ 大多数实现盈利或持平ꎮ 中国

企业在拉美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虽在 ２０２３ 年出现了下降ꎬ 但近十年整体呈现

增长趋势ꎬ 在质和效两方面都取得了良好成果ꎬ 呈现出高质量发展的特征ꎬ
促进了拉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ꎮ 中国企业在拉年度直接投资额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２ ８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２３ 年的 ８７ ４ 亿美元ꎬ 年均增长率约为 １８ ７７％ ꎬ 在 ２０１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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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达到 １９２ ３ 亿美元ꎮ① 拉美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ꎬ
虽受到国际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干扰ꎬ 但中国企业对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

势头依然强劲ꎬ 反映出中拉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良好的发展势头ꎬ 也彰

显了中国企业全球化战略的持续深化和韧性ꎮ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在拉美直接投资的现状、 趋势及动因的分析ꎬ 在全球

对外直接投资低迷的大背景下ꎬ 通过回顾对外直接投资既有理论ꎬ 探讨中国

企业在拉直接投资的理论和现实意义ꎮ

一　 文献与理论综述

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理论的发展是国际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 其理论体系的丰富和演进体现了全球化进程中资本流动和企业国际化行

为的多维性与复杂性ꎮ 从早期的资本禀赋理论到现代的跨国公司行为理论ꎬ
对外直接投资研究逐渐扩展了分析视角ꎬ 不仅涵盖了资本输出的动因和影响ꎬ
还深入探讨了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双向互动和政策环境的调节作用ꎬ 以及企

业在不同文化和制度背景下的适应与创新ꎮ 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崛起的背景

下ꎬ 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ꎬ 更成为推动技术转移、
市场整合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手段ꎮ

(一)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指出ꎬ 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希望通过更

多实现知识资产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以克服不完全竞争ꎬ 从而获取垄断优势

的行为ꎮ② 之后的学者发现该理论缺乏动态分析ꎬ 无法对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一

些发达国家无垄断优势的中小企业以及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象进

行解释ꎮ 之后弗农提出生命周期理论ꎬ 认为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和对外直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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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文中关于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拉美—中国学术网 (Ｒｅｄ ＡＬＣ － Ｃｈｉｎａ)
数据库ꎮ 该数据库为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墨研究中心和拉美学术网络的年度统计数据ꎬ 该数据库统

计了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ꎬ 目前得到诸多拉美知名学者的应用ꎮ 参见拉美—中国

学术网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ｄａｌｃ －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 ｍｏｎｉｔｏｒ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ｏ － ｄｅ － ｅｊｅｍｐｌａｒｅｓ － ｄｅｌ － ｍｏｎｉｔｏｒ / ) 及其年度报

告索引 Ｅｎｒｉｑｕｅ Ｄｕｓｓｅｌ Ｐｅｔｅｒｓꎬ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ｄｅ ｌａ ＯＦＤＩ Ｃｈｉｎａ ｅｎ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ｙ ｅｌ Ｃａｒｉｂｅ ２０２４ꎬ Ｍéｘｉｃｏ: Ｒｅｄ
ＡＬＣ － Ｃｈｉｎａꎬ ２０２３ꎮ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 Ｈｙｍｅｒ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ｒｍ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ꎬ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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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与产品生命周期密切相关ꎬ 企业会在产品成熟阶段进入其他国家市场ꎮ① 然

而ꎬ 这一理论对部分跨国公司对原材料和非出口替代类型的投资缺乏解释力ꎮ
巴克莱和卡森进而提出内部化理论ꎬ 认为企业通过内部化跨国市场交易ꎬ 可

以更高效地配置资源、 降低交易成本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ꎬ 内部化是企业进

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力ꎮ② 后续诸多学者又分别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

论③、 企业特定优势④、 乌普萨拉模型⑤、 制度理论⑥等ꎬ 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

资进行了理论阐释ꎮ 近年来ꎬ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不断拓展ꎬ 尤其

是中国企业对拉美地区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持续深化ꎮ 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

的直接投资动机由以资源获取为核心ꎬ 向以资源获取为主、 市场寻求为辅过

渡ꎮ⑦ 此外ꎬ 有研究表明全球产业链重构对国际直接投资产生重要影响ꎮ⑧

(二) 基于 “全球南方” 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ꎬ 传统理论在解释这些国

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时显得力不从心ꎮ 威尔士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ꎬ 认为

发展中国家具有小规模技术优势ꎬ 可以在小市场中具备技术和价格优势ꎬ 在

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ꎮ⑨ 拉奥强调技术引进要根据引入地区的具体条件进行本

地化改造ꎬ 以确保技术适应目标市场的经济、 文化和社会特点ꎬ 从而获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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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地方化的优势ꎬ 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之一ꎮ① 坎特威尔认

为ꎬ 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高端转型的核心动力ꎬ 企业通过技术创

新不仅能够提升生产效率ꎬ 还能进入价值链的高利润环节ꎬ 从而实现企业跨

国化ꎮ② 马修斯认为ꎬ 新兴经济体企业可通过与发达市场或其他企业建立网络

获得资源或市场准入ꎬ 利用已有资源、 技术或市场来创造竞争优势ꎬ 通过国

际化实践不断吸收经验和知识从而提升自身能力ꎮ③ 还有学者提出一种解释新

兴市场企业国际化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 “跳板” 理论ꎬ 认为国际扩张被视

为一个跳板ꎬ 企业利用海外并购、 合作和市场进入可以快速实现能力积累ꎮ④

全球南方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集合ꎬ 近年来成为新兴市场对外

直接投资的重要区域ꎮ 在此背景下ꎬ 新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应运而生ꎬ 旨在

解释南方国家之间投资流动的特殊性ꎮ 全球南方企业通常面临技术与资本的

劣势ꎬ 其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更多与市场开拓、 资源获取和知识学习相关ꎮ⑤ 同

时ꎬ 南南合作中的对外直接投资强调东道国和投资国之间的经济结构互补性ꎬ
如中国企业在拉美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的投资ꎮ⑥ 全球南方国家的对外直接投

资有利于实现跨区域资源整合ꎬ 企业通过整合东道国的资源与母国的市场需

求ꎬ 创造协同效应ꎮ⑦

(三) 习近平经济思想与对拉美直接投资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对中国企

业在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

通过经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ꎬ 这为中国企业对拉美的投资提供了理论支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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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成为企业自身发展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思想指引ꎬ 经济发展应注重

质量与效益ꎬ 这直接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结构与方向ꎮ 在习近平经济

思想的指引下ꎬ 中国企业对拉美直接投资表现出新的特征ꎮ 一是突出绿色发

展理念ꎮ 在清洁能源领域ꎬ 中国企业在拉美投资了多个太阳能、 风能和水电

项目ꎬ 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对绿色发展的高度重视ꎮ 二是互联互通与基础

设施建设高质量合作ꎮ 中国企业在拉美的基础设施投资契合 “一带一路” 倡

议ꎬ 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ꎮ 三是注重文化交流与社会责任ꎮ 习近平经济

思想提倡文化互鉴和民心相通ꎬ 中国企业在拉美投资时注重本地化经营ꎬ 通

过创造就业、 教育合作和社区服务赢得了当地的广泛支持ꎮ
全球南方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常伴随对东道国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ꎬ 如

就业创造和技术转移ꎬ 这在拉美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ꎮ① 中国企业对全球南方

地区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资源寻求特征ꎬ 如对拉美矿产和农业资源的投资ꎻ
同时ꎬ 这种投资也推动了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ꎮ② 习近平经济思想强

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全球影响力③ꎬ 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战略指

引ꎮ 通过进一步深化南南合作ꎬ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加强中国与拉美在技

术、 资金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协同发展ꎮ 中拉实现跨越太平洋的高质量合作ꎬ
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 经贸上合作共赢、 人文上互学互鉴、 国际事务中密切

协作、 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 “五位一体” 新格局ꎬ 打造

中拉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ꎮ④ 这一思想对现今乃至未来中国企业对拉美直接

投资起到了指引作用ꎮ

二　 复杂环境下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评估

面对日趋复杂的全球经贸和投资环境ꎬ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更大

的不确定性和外部风险ꎮ 然而ꎬ 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仍保持了韧性和活力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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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质量持续提升、 领域不断拓展等新特征ꎮ
(一) 全球经贸和投资形势进入动荡期

近年来ꎬ 全球经贸和投资环境呈现出显著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ꎬ 多重挑

战交织ꎬ 全球政治经济形势进入动荡期ꎮ 从贸易到投资ꎬ 多个领域都面临前

所未有的冲击与深刻调整ꎬ 这种趋势不仅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ꎬ 也对各国政

策的制定与实施提出了全新挑战ꎮ
一是全球贸易领域受到严重冲击并出现调整态势ꎮ 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抬

头ꎬ 全球化趋势出现显著退潮ꎬ 主要经济体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加剧ꎬ 对全球

供应链和跨国企业投资决策造成了深远影响ꎮ 具体而言ꎬ 技术出口管制的强

化、 关税壁垒的增加ꎬ 以及贸易争端迟迟未能解决ꎬ 使得全球贸易增长步伐

显著放缓ꎮ 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预测ꎬ ２０２４ 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率仅为

２ ７％ ꎬ 低于新冠疫情前数年的平均水平ꎮ① 这种低迷态势反映了全球经济复

苏动能的不足ꎬ 也暴露出主要经济体间合作机制的脆弱性ꎮ 尤其是美中经贸

摩擦ꎬ 其对双边贸易额的影响已不仅局限于两国ꎬ 还对全球供应链效率和经

济一体化进程带来了严重阻碍ꎮ
二是全球投资环境遭受严峻挑战ꎮ 与贸易领域类似ꎬ 跨国企业对外直接

投资也面临严峻考验ꎮ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发布的最新

报告ꎬ 发达经济体的对外投资流量同比下降近 ２０％ ②ꎬ 这一趋势主要受到能

源价格波动、 技术出口受限以及供应链再配置的多重制约ꎮ 尤其是在俄乌冲

突的背景下ꎬ 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和供应链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剧了企业运

营的不确定性ꎮ 此外ꎬ 企业为应对地缘政治风险ꎬ 逐步调整投资策略ꎬ 更多

选择在风险较低的地区投资ꎬ 特别是加强区域性供应链的布局ꎮ 这一趋势反

映了跨国企业在面对全球不确定性时更加注重风险控制与长期战略布局ꎮ
三是各国纷纷出台政策应对ꎮ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下降对各国经济政策

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ꎮ 为了吸引外资ꎬ 许多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ꎬ 如降

低税收、 简化审批流程、 强化法律保护等ꎮ 然而ꎬ 这些措施的成效在一定程

度上被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持续蔓延所抵消ꎮ 此外ꎬ 全

球性的政策协调难题使得国际社会在应对共同挑战时面临更多障碍ꎮ 要实现

全球投资和贸易的复苏ꎬ 各国须在经济政策上达成更大共识ꎮ 例如ꎬ 通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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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经济合作机制加强协调ꎬ 推动国际组织在解决争端和促进贸易自由化方

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ꎮ 当下全球经贸和投资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要求各

国在政策制定上更加务实ꎬ 企业在投资决策上更加审慎ꎬ 而国际社会在应对

全球性挑战时须加强合作ꎮ 这不仅是当前经济形势的必然要求ꎬ 也是全球经

济迈向可持续与稳定发展的重要路径ꎮ
(二) 中美博弈下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与趋势

中美博弈愈演愈烈ꎬ 美国通过其 “投资、 竞争和结盟” 战略ꎬ 将国家安

全置于经贸和技术发展的首位ꎬ 全面遏制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和技术合

作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重大挑战ꎬ 尤其是在高技术

领域ꎬ 美国主导的 “脱钩” 政策和国际规则的改变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自拜登政府强化对华 “脱钩” 战略以来ꎬ 中国在海外尤其

是高技术领域的投资受到了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全方位打压ꎮ 美国通过技术

出口管制、 投资审查以及与盟国协作对中国企业设置障碍ꎬ 导致中国企业在

目标市场的投资环境日益复杂ꎮ 例如ꎬ ２０２３ 年美国推行的 “芯片四方联盟”
政策显著限制了中国企业在半导体领域的全球布局ꎮ 美国主导的对华制裁不

仅局限于中美双边ꎬ 还扩散至第三国市场ꎬ 特别是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ꎬ 这

些地区逐渐成为中美经济博弈的延伸场所ꎮ① 中国企业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

投资项目ꎬ 尤其是涉及基础设施和能源的项目ꎬ 频繁受到美国政治和经济政

策的干预ꎬ 导致项目执行的复杂性和成本上升ꎮ
此外ꎬ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间接影响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ꎮ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ＩＭＦ) 预测ꎬ 从 ２０２４ 年至 ２０２５ 年乃至之后的几年ꎬ 全球年均经济增

长率预计将降至 ３ ２％左右ꎬ 显著低于历史水平ꎮ 两大主要经济体也将面临类似

的增速放缓ꎬ 预计美国 ２０２４ 年和 ２０２５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分别为 ２ ７％和

１ ９％ꎬ 而中国的增速则为 ４ ６％和 ４ １％ꎮ 这一趋势将同样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得到体现ꎬ 特别是巴西和墨西哥这两个主要经济体ꎮ 全球高通胀、 高利率及能

源价格的不确定性将对企业的投资决策构成巨大压力ꎮ②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

资不仅要应对来自地缘政治的阻力ꎬ 还需在全球经济低迷中寻找新的增长点ꎮ
尽管面临种种挑战ꎬ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仍表现出一定的韧性和潜力ꎮ

过去十年间ꎬ 亚洲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占比不断提高ꎮ 其中ꎬ 中国是对

—９３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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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直接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ꎬ 中国带动了亚洲乃至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ꎮ 根

据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参与情况数据ꎬ 美国、 日本和中国位居

前三ꎬ 三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相近ꎮ 数据显示ꎬ ２０２３ 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

资总额增长 ０ ９％ ꎬ 达到 １４７８ ５ 亿美元ꎬ 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从此

前大幅波动的阶段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ꎮ 然而也应该看到ꎬ 与 ２０１６ 年的高点

相比ꎬ 当前的投资规模仍明显下降ꎬ 显示出政策环境和外部压力对中国企业

的投资行为造成了深刻影响ꎮ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间ꎬ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占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仅为 １ ９４％ ꎬ 显著低于美国的 ６ ７９％ 和日本的

１４ ５７％ ꎮ① 这一差距表明ꎬ 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仍具有广阔的增长空间ꎮ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深入推进和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
的实施ꎬ 中国企业在亚洲、 非洲及其他新兴市场的投资潜力仍然可期ꎮ

面对中美博弈的持续升级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不断上升ꎬ 中国企业正逐

步调整其投资布局ꎬ 更加注重地缘政治风险较低的区域市场ꎬ 同时更加注重

投资的多元化布局ꎬ 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ꎬ 优先考虑区域性经济体或新兴

市场中的低风险领域ꎮ 在高技术领域受到制约的情况下ꎬ 中国企业通过加强

技术合作和区域供应链建设等方式ꎬ 提高海外投资的综合效能ꎮ 中美博弈为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复杂挑战ꎬ 但也蕴藏了新的机遇ꎮ 在全球经济

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ꎬ 中国企业须在战略上更加灵活ꎬ 选择更稳健的投资方

向ꎬ 同时借助国内政策支持和国际合作平台ꎬ 实现从 “走出去” 到 “走得稳、
走得远” 转型ꎮ 因此ꎬ 借助中拉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的制度红利ꎬ 中国

企业积极开展在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ꎬ 通过深耕拉美市场ꎬ 在获取更大市场

空间的同时ꎬ 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ꎮ
(三) 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的总体情况

近年来ꎬ 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表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ꎮ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间ꎬ 中国投资占该地区外资总量的比重为 ２ ９７％ ꎬ 到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间这一

比重增至 ３ ６％ ꎮ 即使在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间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情况下ꎬ 该比重

仍达到 ２ ７５％ ꎮ 同时ꎬ 单笔投资交易金额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间的平均 ２ ７ 亿美

元上升至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间的 ３ １ 亿美元ꎬ 每笔投资创造的就业岗位平均高达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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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２ 个ꎬ 超过了以前的水平ꎮ① 这种就业创造能力显示了中国企业直接投资

对拉美地区经济社会的促进作用ꎮ
绿地投资的快速增长成为亮点ꎮ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间ꎬ 绿地投资占中国企业

对拉美直接投资的 ４５ ４％ ꎬ 几乎是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间的两倍ꎮ 虽然并购投资仍

是主要形式ꎬ 但绿地投资已成为最具活力的投资类型ꎮ 绿地投资占中国在拉

美直接投资创造的工作岗位总数的 ８４ ８９％ ꎬ 每笔绿地投资的岗位创造系数显

著高于并购投资ꎮ②这表明ꎬ 中国企业对该地区的投资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ꎬ
也对当地就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图 １　 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额及带动的就业数量 (２００３—２０２３ 年)
资料来源: 根据拉美—中国学术网数据库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数据计算ꎮ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ｄａｌｃ －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 ｍｏｎｉｔｏｒ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ｏ － ｄｅ － ｅｊｅｍｐｌａｒｅｓ － ｄｅｌ － ｍｏｎｉｔｏｒ /  [２０２４ － １２ － ２０]

然而ꎬ 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全球供应链中断等

因素ꎬ 导致全球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性ꎬ 影响了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直接投

资的决策ꎮ ２０２３ 年ꎬ 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出现下降ꎬ 直接投资项目共

计 ３３ 个ꎬ 投资额为 ８７ ４８ 亿美元ꎬ 创造工作岗位 ２６５３０ 个ꎬ 分别同比下降

４３ ５３％和 ３７ ８１％ ꎮ③此外ꎬ 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的投资策略也发生了调整ꎬ
从传统的基础设施项目转向关键矿产、 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等战略领域ꎮ 这一

转型导致新投资项目的总额有所下降ꎬ 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对该地区的投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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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兴趣减弱ꎮ
(四) 中国企业在拉美直接投资的差异化分析

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直接投资呈现出国别间的差异化特点ꎮ 在国别

分布方面ꎬ 中国在拉美直接投资的目的地日益多元化ꎬ 随着中拉共建 “一带

一路” 伙伴的增加ꎬ 以及建交、 复交国的增多ꎬ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向更

多拉美国家覆盖ꎮ 巴西依然是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投资的主要目的地ꎬ
占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中国在拉直接投资总额的 ３３ ９５％ ꎬ 与此同时ꎬ 阿根廷

(２２ ５２％ )、 墨西哥 (１５ ０６％ )、 秘鲁 (１１ ３４％ ) 和智利 (８ ７３％ ) 在中国

企业对拉直接投资中的比重显著提升ꎮ 其中ꎬ 中国企业在墨西哥的投资在创

造工作岗位方面表现突出ꎬ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间中国在墨直接投资共创造了 １１ ２
万个工作岗位ꎮ 同期ꎬ 中国企业单笔投资交易在墨西哥平均创造 ２０８６ 个就业

岗位ꎬ 而这一指标在阿根廷为 ５８４ 个ꎮ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间ꎬ 巴西平均每年吸引

中国直接投资 ２７ ３４ 亿美元ꎮ 同期ꎬ 阿根廷和墨西哥年均吸引中国企业投资

额也呈现增长ꎬ 分别达到 ２６ ０３ 亿美元和 １７ ４ 亿美元ꎬ 显示出拉美区域大国

对中国资本的吸引力持续增强ꎮ①

在行业分布方面ꎬ 中国企业对原材料领域的直接投资比重显著下降ꎬ 从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的 ９４ ８１％ 降到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的 ４１ ９６％ 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企

业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内市场的投资比重在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达到 ３２ ７８％ ꎬ
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增至 ２２ ７２％ ꎬ 展示出投资领域的多元化发展ꎮ 尽管在金

属、 矿产和采矿等原材料相关行业的投资仍占较大比重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占比

为 ３４ ２２％ )ꎬ 但已大幅低于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的 ８１ ４１％ ꎮ
能源领域、 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行业在过去十年中显示出显著的增长势头ꎬ

逐渐成为中国投资最活跃的领域之一ꎮ 目前ꎬ 能源行业已大规模转向非化石

能源领域ꎬ 体现了中国投资的绿色发展趋势ꎮ 自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 中国在拉美非

化石能源项目中的投资比重上升 １０ 个百分点ꎬ 显示出绿色发展的强劲趋势ꎮ
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行业成为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的新热点ꎬ 在墨西哥和巴

西的投资超过 ２０ 亿美元ꎮ 中国企业在新能源车和汽车零部件领域的投资不仅

推动了当地汽车产业的发展ꎬ 更逐渐形成拉美汽车零部件产业链ꎬ 为拉美地

区经济和就业的长期增长带来了驱动力ꎮ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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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国企业在拉美不同国家的直接投资额及拉动就业数量 (２００３—２０２３ 年)
资料来源: 根据拉美—中国学术网数据库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数据计算ꎮ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ｄａｌｃ －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 ｍｏｎｉｔｏｒ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ｏ － ｄｅ － ｅｊｅｍｐｌａｒｅｓ － ｄｅｌ － ｍｏｎｉｔｏｒ /  [２０２４ － １２ － ２０]

图 ３　 中国企业在拉美直接投资的不同行业占比 (２００３—２０２３ 年)
资料来源: 根据拉美—中国学术网数据库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数据计算ꎮ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ｄａｌｃ －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 ｍｏｎｉｔｏｒ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ｏ － ｄｅ － ｅｊｅｍｐｌａｒｅｓ － ｄｅｌ － ｍｏｎｉｔｏｒ /  [２０２４ － １２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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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部分在拉投资汽车零部件及新能源汽车的中国企业情况

中企名称 行业 目的地 目标 成效

嵘泰股份 铝压铸件生产 墨西哥新莱昂州
为博世等全球一级
供应商提供产品

墨西哥工厂的产能逐步提升ꎬ
２０２２ 年实现营收约 ２ ８ 亿元
人民币 (约合 ０ ４ 亿美元)

爱柯迪 中小铝压铸件生产
墨西 哥 瓜 纳 华
托州

新建新能源汽车结
构件及三电系统零
部件生产基地

项目达产后将新增新能源汽
车结构件产能 １７５ 万件 / 年、
新增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零
部件产能 ７５ 万件 / 年

银轮股份 汽车热管理 墨西哥新莱昂州
生产供北美战略客
户的电动车热管理
模块和油冷器产品

２０２５ 年达产后年销 售 额 约
４ ２２ 亿元人民币 (约合 ０ ６
亿美元)

拓普集团
汽车零部件

生产
墨西哥新莱昂州

拓展北美市场ꎬ 生
产轻量化底盘、 内
饰系统、 热管理系统

一期项目的第一工厂已投产ꎬ
另外两家工厂的设备正在安
装调试中ꎬ 预计总投资将达 ７
亿美元ꎬ 创造工作岗位约 １
万个

比亚迪 新能源汽车制造 巴西巴伊亚州
电动大巴和电池生
产线

累计投资金额将达 ５ ８３ 亿美
元ꎬ 旨在推动巴西汽车的电
动化进程

奇瑞 新能源汽车制造 巴西圣保罗州
整车生产ꎬ 满足 南
美市场需求

项目总投资约 ４ 亿美元ꎬ 年
产能达 １５ 万辆ꎬ 主要生产
ＳＵＶ 等车型

　 　 注: 表中仅列示部分有代表性的在拉投资中国企业ꎬ 更多企业并未纳入其中ꎬ 详细企业名单及

相关情况参见拉美—中国学术网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ｄａｌｃ －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 ｍｏｎｉｔｏｒ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ｏ － ｄｅ － ｅｊｅｍｐｌａｒｅｓ － ｄｅｌ －
ｍｏｎｉｔｏｒ)ꎮ

资料来源: 笔者整理绘制ꎮ

在部门层面ꎬ 中国在拉直接投资主体中公共部门的占比较大ꎬ 占中国企

业对拉直接投资总额的 ７０ ８％ ꎮ 同时ꎬ 私营部门占比正在显著增加ꎬ 在中国

企业对拉直接投资中的占比已从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１ ０１％ 上升至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的 ３９ ３％ ꎮ 尽管公共部门在中国对拉投资中依然占据主导ꎬ 但公共部门在

创造就业方面的贡献已经有所减少ꎮ 据统计ꎬ 公共部门对创造就业的贡献率

已从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的 ５９ ２４％降至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的 １５ ９３％ ꎮ① 这一变化主要

反映了公共部门投资项目中高资本密集度和导向单一重大项目的特点ꎬ 相比

之下ꎬ 私营部门更加重视创新和分散投资ꎮ 公共部门单个投资项目平均创造

—４４１—

① Ｅｎｒｉｑｕｅ Ｄｕｓｓｅｌ Ｐｅｔｅｒｓꎬ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ｏ ｃｏｎ Ｃａｒａｃｔｅｒíｓｔｉｃａ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ｓ ｙ Ｄｅｓａｒｒｏｌｌｏ ｅｎ ｌａ Ｔｅｒｃｅｒａ
Ｄéｃａｄａ ｄｅｌ Ｓｉｇｌｏ ＸＸＩ”ꎬ ｅｎ Ｅｌ Ｔｒｉｍｅｓｔｒｅ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ｏ ＬＸＸＸＩＸ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３５４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 ４６７ － ４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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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５ 个就业机会ꎬ 而私营部门单个投资项目平均创造 １１６５ 个就业机会ꎬ 前者

带动就业效应较低ꎮ 同时ꎬ 私营部门投资深入服务业和新能源领域ꎬ 与公共

部门功能产出型投资互为补充ꎮ

图 ４　 按公 /私部门划分的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项目数 (２００３—２０２３ 年)
资料来源: 根据拉美—中国学术网数据库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数据计算ꎮ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ｄａｌｃ －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 ｍｏｎｉｔｏｒ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ｏ － ｄｅ － ｅｊｅｍｐｌａｒｅｓ － ｄｅｌ － ｍｏｎｉｔｏｒ /  [２０２４ － １２ － ２０]

从赴拉投资的中国企业地理来源来看ꎬ ２０００—２０２３ 年间ꎬ 来自北京的企

业投资占比明显下降ꎬ 从 ８０ ０４％ 逐渐降至 ４５％ ꎮ 随着对拉直接投资的国别

和领域的多元化ꎬ 来自香港特区、 上海、 山东、 广东等地的企业参与度显著

提高ꎮ 根据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的数据ꎬ 对拉直接投资排名前五的中国企业共贡献

了 １１ ４６％的投资额ꎬ 其中两家国有企业———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国

家电网有限公司合计共占 ２７ ９３％ ꎮ 在创造就业方面ꎬ 集中度更为明显ꎬ 前五

家企业的贡献占比 ６７ ３２％ ꎮ 其中ꎬ 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创造

的工作岗位占比为 ５５ ４８％ ꎬ 在所有中国企业中排名第一ꎮ①

(五) 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的趋势评价

尽管 ２０２３ 年中国企业对拉直接投资出现了一定下降ꎬ 但回顾过去十年的

数据ꎬ 在总体上依然呈现出持续增长态势ꎮ 这种增长不仅体现在投资规模的

扩大ꎬ 还体现在投资项目质量的跃升ꎮ 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效率

—５４１—

① Ｅｎｒｉｑｕｅ Ｄｕｓｓｅｌ Ｐｅｔｅｒｓꎬ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ｄｅ ｌａ ＯＦＤＩ Ｃｈｉｎａ ｅｎ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ｙ ｅｌ Ｃａｒｉｂｅ ２０２４ꎬ Ｍéｘｉｃｏ: Ｒｅｄ
ＡＬＣ － Ｃｈｉｎａꎬ 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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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显著提升ꎬ 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ꎮ
一是规模增长显著ꎮ 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不断加大ꎬ 无论是

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都呈现显著增长ꎬ 单项投资规模不断扩大ꎬ 长周期运

作项目增加ꎮ 这些投资为拉美地区注入了大量资本ꎬ 显著缓解了当地的资金

短缺问题ꎮ 在基础设施领域ꎬ 中国企业参与的大型铁路和水利工程项目不仅

提高了生产效率ꎬ 还促进了地区互联互通ꎬ 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ꎮ 中国企业

在能矿尤其是锂矿资源领域的投资持续上升ꎬ 同时在新能源、 汽车制造、 数

字经济和规模化农业等领域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ꎬ 为拉美国家提供了重要

支持ꎮ
二是质量提升突出ꎮ 一方面ꎬ 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项目附加值提升ꎮ

中国企业在拉美的投资领域正从传统资源型产业向高附加值、 高科技含量的

产业拓展ꎬ 特别是在清洁能源、 科技创新和制造业等领域表现突出ꎮ 另一方

面ꎬ 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项目投建标准提高ꎬ 在规划设计和施工标准方面ꎬ
注重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ꎬ 管理效能从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ꎮ 投资项目质

量的提升不仅体现了中国企业 “以质取胜” 的全球化策略ꎬ 也符合拉美地区

追求绿色转型和技术升级的需求ꎮ
三是领域不断丰富ꎮ 中国企业在拉美投资的覆盖面日益丰富ꎬ 直接投资

所涉及的产业不断增多ꎬ 新能源车、 整车制造、 汽车零部件制造、 新能源、
航空航天、 精密仪器制造等领域成为新热点ꎬ 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企业不断

落地ꎬ 新消费领域持续活跃ꎮ 当前ꎬ 中国企业在能源、 医药、 零售和共享出

行等方面得到市场广泛认可ꎬ 并加速实现产业精密化、 ＡＩ 赋能和全链条服务ꎮ
中国企业在拉美大力推动绿色能源项目ꎬ 如光伏电站、 风能和水力发电等ꎬ
为拉美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持ꎮ 同时ꎬ 随着中拉民间交流的增进ꎬ
以旅游业、 餐饮业为代表的服务业投资不断增加ꎮ

四是效益日益多元ꎮ 大量中资项目 (尤其是在能源、 交通和通信领域的

投入) 为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力ꎮ 中国企业在拉美的投资项目不

仅重视经济效益ꎬ 还充分重视社会效益ꎮ 中国企业投资项目在拉美创造的就

业不断增加ꎬ 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ꎮ 同时ꎬ 通过积极开展培训和

教育项目ꎬ 提高了当地劳动力技能水平ꎬ 为拉美国家带来了直接的社会效益ꎮ
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ꎬ 中国企业重视项目的环境友好性和可持续性ꎬ 积极

与当地环保组织和公益组织沟通协调ꎬ 不断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和公益意识ꎮ
五是本地化突出ꎮ 中国企业在拉美投资过程中注重本地化经营ꎬ 并不断

—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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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与当地社会和经济的融合ꎮ 中国企业不断提升对当地企业和人力资源的

使用效率ꎬ 部分企业实现经营管理层的本地人才引进ꎻ 积极学习和适应拉美

国家的语言和文化ꎬ 不断拉近与当地社会的距离ꎬ 建立信任关系ꎻ 加大对当

地生活基础设施的改善投入ꎬ 推动拉美社会和经济进一步发展ꎮ
总体而言ꎬ 中国企业投资项目直接或间接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ꎬ 同时通

过技术转移和本地化管理ꎬ 提升了当地劳动者的技能水平ꎬ 增强了地区国家

经济的自主发展能力ꎮ 未来ꎬ 中国企业将继续为中拉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做出贡献ꎬ 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ꎬ 实现中拉双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共赢ꎮ

三　 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在前文对中国企业在拉美直接投资数据分析的基础上ꎬ 下面进一步对原

数据样本进行处理ꎬ 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更全面地反映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

的实际情况ꎬ 探讨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ꎮ
(一) 数据处理与统计描述

中国企业在拉美直接投资数据库样本是以投资事件发生为序列的截面数

据ꎬ 包含投资事件、 投资企业、 投资时间、 投资所在国、 所投行业、 项目类

型、 目标城市、 投资金额、 就业人数等详细的特征数据ꎮ 一方面ꎬ 通过对截

面数据进行分析ꎬ 可识别不同类别投资事件中特征变量之间的差异ꎬ 从而识

别投资事件之间的差异和特征趋势ꎻ 另一方面ꎬ 可对截面数据样本进行年度

和国别加总并重新组合排列ꎬ 生成一份面板数据①ꎬ 从而在年度时序上进行面

板数据实证分析ꎮ
从截面数据来看ꎬ ２００３—２０２３ 年间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项目累计 ６３０

个ꎬ 其中公共投资项目 ２５３ 个ꎬ 私人投资项目 ３７７ 个ꎻ 累计总投资额 １９２５ 亿

美元ꎬ 直接提供 ６５ 万个就业岗位ꎮ② 从行业分布来看ꎬ 技术购买、 服务业、
制造业、 原材料累计投资事件分别为 ２０４ 个、 ２２６ 个、 １７７ 个、 ２３ 个ꎮ 从面板

—７４１—

①

②

在生成面板数据过程中ꎬ 为了保持数据的可计算性ꎬ 笔者剔除了２００３—２０２３ 年间部分只有１ ~２
个投资事件发生的国家 (包括萨尔瓦多、 海地、 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 苏里南)ꎮ

此处为项目统计直接就业情况ꎮ 进一步研究显示ꎬ １９９５—２０１８ 年间中国通过净贸易在该地区

创造了 ８１０ 万个就业岗位ꎬ 占该地区同期新增就业的 １４ ６８％ ꎮ 参见 Ｅ Ｄ Ｐｅｔｅｒｓ ｙ Ｌ Ｐ Ｓａｎｔｉｌｌáｎꎬ
Ｅｍｐｌｅｏ Ｇｅｎｅｒａｄｏ ｐ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ｅｎ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ｙ ｅｌ Ｃａｒｉｂｅ (１９９５ － ２０２１)ꎬ Ｃｅｎｔｒｏ ｄｅ Ｅｓｔｕｄｉｏｓ Ｃｈｉｎａ － Ｍéｘｉｃｏꎬ
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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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看ꎬ 在进行分国别分年度数据整理后ꎬ 得到投资额、 就业和年度投资

特征变量值 (见表 ２)ꎮ

表 ２　 面板数据特征变量统计描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就业 ３７９１ ９３０ １０６３４ ０４０ ０ ０ １０２８２１ ０ １７２

投资额 １０９４ ５８２ １９５８ １９２ ０ ９ １４５６６ ９ １７５

产业

原材料 １ １４９ １ ６０５ ０ ０ １４ ０ １７５

制造业 １ ２８６ ２ ７７１ ０ ０ １８ ０ １７５

服务业 ０ ９７１ １ ５２５ ０ ０ １０ ０ １７５

技术购买 ０ １３１ ０ ４４２ ０ ０ ３ ０ １７５

所有权
私人 １ ５０３ １ ５６８ ０ ０ ７ ０ １７５

公共 ２ ０４０ ３ ３２４ ０ ０ ２０ ０ １７５

　 　 资料来源: 笔者计算并绘制ꎮ

(二) 模型构建

基于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数据库构建的截面数据和处理后的面板数

据①ꎬ 拟对回归模型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测度ꎮ 中国企业对拉直接投资

有两个相关变量值得关注: 一是中国企业投资额ꎬ 二是就业情况ꎮ 这两个

变量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ꎬ 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直接创造就业ꎬ 这一关

系无论在经典理论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充分的证据ꎮ 基于以往文献ꎬ 一国

经济规模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最重要因素ꎬ 在中国企业对拉投资中ꎬ 这

种影响关系是否存在可基于本文处理后的样本组做进一步验证ꎮ 此外ꎬ 矿

业投资是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的传统主要领域ꎬ 但近年来这一情况已发

生变化ꎬ 矿产租金占比高的国家反而可能出现投资递减现象ꎮ 自中拉开启

共建 “一带一路” 以来ꎬ 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同中国签订 “一带一路” 谅

解备忘录ꎮ 因此ꎬ “一带一路” 谅解备忘录的签订与否或与中国企业在拉直

接投资产生交互影响ꎮ
本文设定就业、 投资额为被解释变量 Ｙꎬ 解释变量 Ｘ 对应投资额、 经济

规模ꎬ 并加入矿业租金占比、 签署 “一带一路” 谅解备忘录情况等控制变量

—８４１—

① 由于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数据库正在不断积累和完善ꎬ 目前样本总量还相对较少ꎬ 本部分

只构建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以验证主要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ꎬ 同时ꎬ 也可验证经回归计算处理后的面

板数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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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误差项ꎮ 对此ꎬ 构建混合回归模型如下:
Ｙｉ ＝ β０ ＋ β１ Ｘ１ｉ ＋ β２ Ｘ２ｉ ＋    ＋ βｎ Ｘｎｉ ＋ ｕｉ

其中ꎬ 满足 ｃｏｖ ( ｕｉ ꎬ Ｘ) ＝ ０ꎮ
为控制个体异质性ꎬ 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Ｙｉꎬｔ ＝ λ ｉ ＋ γｔ ＋ ∑
ｋ

ｋ ＝ ２
Ｘｋｉｔβｋ

＋ ｕｉꎬｔ

其中ꎬ 当 γｔ ＝ ０ 时ꎬ 方程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ꎻ 当 λ ｉ ＝ ０ 时ꎬ 方程为时

间固定效应模型ꎻ 两项均不为 ０ 时ꎬ 为时间个体固定效应模型ꎮ 固定效应模

型通过个体固定效应来控制不可观测的个体特质ꎬ 这些效应无论是恒定的还

是随时间变化的ꎬ 都与解释变量无关ꎮ 因而ꎬ 固定效应模型能够消除那些不

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质对因变量的影响ꎬ 从而减少估计偏误ꎮ
(三) 结果分析

混合回归结果通过散点图形式反映 (见图 ５)ꎬ 可见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

资对就业有显著带动作用ꎬ 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系数为 １ ４９ ( ｔ 值

３ ７５)ꎬ 在 １％显著性水平上显著ꎬ 而固定效应回归系数为 １ ３８ ( ｔ 值 ２ ９６)ꎬ
在 １％显著性水平上显著ꎮ

图 ５　 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和创造就业数据混合散点图

资料来源: 笔者绘制ꎮ

验证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影响变量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计算结果见

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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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影响变量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ＧＤＰ ２ ３４ｅ － ０９∗∗

(３ ６５８５)
２ ４２ｅ － ０９∗∗∗

(３ ６６３６)
２ ３６ｅ － ０９∗∗∗

(３ ６１５５)
１ ４１ｅ － ０９∗∗∗

(６ ３０１６)
１ ５２ｅ － ０９∗∗∗

(６ ４２２８)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ｎｔｓ － １６３ ８５３６∗∗

( － ２ １７１０)
－ １５１ ０７８５∗∗

( － ２ ０２２６)

ＧＤＰ∗Ｂ＆Ｒ ７ ０９ｅ － ０９∗∗

(２ １０８４)
６ ７４ｅ － ０９∗∗

(２ ２４１７)

＿ ｃｏｎｓ － ６０ １１５０
( － ０ １６３０)

２３６ ０４１８
(０ ５９４３)

１５１ ４４２６
(０ ３８４６)

４３１ ４２７３∗∗

(２ ２８７０)
１７８ ０３７５
(０ ８１３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Ｎ １５７ １４４ １４４ １５７ １４４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２０３９ ０ １５０９ ０ １８０５ ０ ２０３９ ０ ２４０５

　 　 注: ＧＤＰ 为总支出法下的一国经济规模ꎬ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ｎｔｓ 为矿产租金占 ＧＤＰ 的比重ꎬ Ｂ＆Ｒ 为一国
在 ｔ 年与中国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 谅解备忘录 (虚拟变量ꎬ 签订当年及以后年份该变量取值为 １ꎬ
未签订当年取值为０)ꎬ ＧＤＰ∗Ｂ＆Ｒ 为一国经济规模与是否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 谅解备忘录虚拟变量
的交乘项ꎬ (１) ~ (３) 列为固定效应 (ＦＥ) 方法估计结果ꎬ (４) ~ (５) 列为随机效应 (ＲＥ) 方

法估计结果ꎮ 统计量的显著性用星号表示ꎬ∗表示 ｐ 值小于 ０ ０５ꎬ∗∗表示 ｐ 值小于 ０ ０１ꎬ∗∗∗表示 ｐ 值小
于 ０ ００１ꎮ

资料来源: 笔者计算ꎮ

回归结果显示ꎬ 一国经济规模影响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的投资ꎬ 且作用

为显著正向ꎮ 这也验证了中国企业投资事件为何主要发生在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墨西哥等规模大的经济体ꎬ 符合对外直接投资经典理论的框架ꎬ 即规

模大的经济体具备更大的市场规模和投资机会ꎮ 对部分控制变量的系数分析

可以得出ꎬ 经济依赖能矿资源的拉美国家不利于中国企业在该国的投资ꎬ 这

可能是由于经济结构单一使其难以吸引中国企业新增的多元领域投资ꎮ 这也

符合基于 “全球南方” 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ꎬ 即新兴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

领域在不断拓展ꎬ 从单一互补向多元互补发展ꎮ 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 谅解

备忘录会通过与经济规模的交互作用影响中国企业投资事件ꎬ 说明共建 “一
带一路” 对经济规模吸引中国企业投资事件有促进作用ꎬ 这反映出习近平经

济思想在对拉直接投资上的重要指引作用ꎮ 数据统计结果显示ꎬ 中国企业在

拉直接投资已从传统资源型转向多元化领域ꎬ 包括制造业、 服务业和科技领

域ꎬ 覆盖面不断拓宽ꎬ 显示出中拉合作的蓬勃生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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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ꎬ 表 ３ 给出的随机效应结果显示ꎬ 核心解释

变量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且作用方向保持不变ꎬ 这为实证结果提供了稳健性

支持ꎮ 除此之外ꎬ 还可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 变换样本和纳入工具变量的方

法ꎬ 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一是替换被解释变量ꎬ 将被解释变量投资额替

换为投资事件数量进行回归计算ꎬ 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经济规模对投资事件数

量的回归系数为 ５ ８３ｅ － １２ ( ｔ 值为 ４ ６８)ꎮ 二是变换样本ꎬ 仅纳入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秘鲁、 墨西哥六国小样本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ꎬ
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经济规模对投资事件数量的回归系数为 ２ ３９ｅ － ０９ ( ｔ 值为

２ ８３)ꎮ 三是选取净移民为工具变量ꎬ 经验可知ꎬ 净移民与经济规模相关ꎬ 一

般不直接影响投资决策ꎬ 将工具变量纳入模型ꎬ 计算出的回归系数为 ９ ６６ｅ －
０９ (ｔ 值为 １ ８８)ꎮ 基于上述方法ꎬ 可在一定程度上验证模型具有稳健性ꎮ

四　 政策建议

通过对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数据的分析可见ꎬ 随着中拉高质量

共建 “一带一路” 不断推进ꎬ 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表现出规模增长快速、
质量提升显著、 领域不断丰富、 效益日趋多元、 本地化突出等特点ꎮ 中国企

业在拉美地区的投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ꎬ 形成了新阶段基

于 “全球南方” 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ꎬ 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国际经济合作

中的生动体现ꎮ 在新的发展阶段ꎬ 可从以下方面进一步加强中国企业在拉美

地区直接投资的发展和跃升ꎮ
一是深化 “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合作机制ꎮ 本文实证结果显示出中拉

“一带一路” 合作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互促进作用ꎮ 因此ꎬ 可在中拉高质量

共建 “一带一路” 的背景下ꎬ 进一步完善政府间各项合作协议ꎬ 推动投资便

利化和贸易自由化ꎬ 积极推动中国与拉美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ꎮ 建立稳定

的政策环境ꎬ 完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ꎬ 维护企业合法权益ꎮ 同时ꎬ 深化政策

沟通与协调ꎬ 推动双方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跨境物流便利化及能源、 矿产、
高端制造等重点领域的深度合作ꎮ 建立多层次、 多领域的对话机制ꎬ 为企业

创造更加开放、 透明、 包容的投资环境ꎮ 鼓励中国企业积极融入拉美国家的

经济发展战略ꎬ 协同区域经济发展规划ꎬ 共享经济增长机遇ꎮ 完善多边框架

下的中拉企业互动机制ꎬ 有效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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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ꎬ 为 “一带一路” 框架内的合作项目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ꎮ 进一步

探索创新合作方式ꎬ 加强政策对接和信息共享ꎬ 促进地方政府、 行业协会和

智库的合作ꎬ 推动中拉务实合作向纵深发展ꎬ 打造更多可复制、 可推广的成

功案例ꎮ
二是优化中国企业在拉美直接投资的产业布局ꎬ 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ꎮ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显示出ꎬ 中国企业在拉投资已从传统资源领域向高附

加值领域转型ꎮ 因此ꎬ 可重点布局新能源、 人工智能、 新能源车制造、 生物

技术、 航天科技等创新型产业ꎮ 抓住拉美地区能源转型和数字化发展的机遇ꎬ
大力发展风能、 太阳能和生物能源等可再生能源项目ꎬ 助力拉美国家实现绿

色低碳发展目标ꎬ 推动中国企业将新能源领域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ꎮ
积极参与拉美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ꎬ 促进中国企业在第五代移运通信网

络、 数据中心和智慧城市项目上的投资ꎮ 推动与拉美国家的联合研发和技术

合作ꎬ 支持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 高校和研究机构共建创新平台ꎬ 提升合作

的科技含量与发展潜力ꎮ 积极开展技术输出和产业链延伸ꎬ 帮助拉美国家提

升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附加值ꎮ 此外ꎬ 通过引入精准农业、 智慧农业和循环

农业ꎬ 助力拉美地区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 可持续农业转型ꎮ
三是加强中国企业本地化经营与社会责任ꎮ 鼓励企业深入了解拉美当地

文化和市场需求ꎬ 注重文化融合与尊重ꎬ 避免因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和摩擦ꎮ
通过举办文化交流活动和支持本地节庆活动ꎬ 增强与当地社会的互动ꎬ 拉近

企业与社区之间的距离ꎮ 培养本地化经营管理人才和技术骨干人才ꎬ 建立完

善的本地员工培训机制ꎬ 帮助员工提升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ꎬ 为当地提供更

多优质就业机会ꎬ 助力社区经济发展ꎮ 注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ꎬ 特别是在环

境保护、 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发展方面ꎬ 提升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品牌形象和

声誉ꎮ 设立企业慈善基金和员工关怀基金ꎬ 在发生自然灾害情况下积极捐钱

捐物ꎬ 对有困难员工及员工家属及时施以援手和关爱ꎮ 定期与当地政府、 非

政府组织、 学术机构和社区代表进行对话ꎬ 倾听多方意见ꎬ 形成多元化的包

容合作机制ꎮ
四是推动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的数字化与绿色转型ꎮ 发挥中国企业在数

字经济和绿色技术领域的优势ꎬ 支持对可再生能源、 智能制造和数字基础设

施项目的投资ꎮ 推动中国企业项目运营和企业管理的数字化ꎬ 通过引入先进

的数字化工具和技术ꎬ 如云计算、 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物联网ꎬ 实现生产、
供应链和市场管理的全流程数字化ꎮ 通过 ＡＩ 数据分析ꎬ 优化资源配置ꎬ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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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效率ꎬ 降低运营成本ꎮ 在制造业领域ꎬ 推进全流程数字化转型ꎬ 推动智

能化生产模式的普及ꎬ 实现更高效、 更灵活的生产体系ꎻ 同时ꎬ 有效降低企

业的能耗和废弃物排放水平ꎬ 打造环境友好型工程项目和绿色生产基地ꎮ 加

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ꎬ 以符合全球可持续发展趋势和拉美国家的绿色发展

需求ꎮ
五是创新中拉项目投资合作模式ꎮ 中国企业对拉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显

示ꎬ 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涉及的领域不断拓展ꎮ 因此ꎬ 可探索创新模式ꎬ
促进中国企业与拉美本土企业及国际机构的合作ꎮ 推动产学研联合ꎬ 增强创

新能力ꎬ 共同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和新服务ꎮ 强化三方合作机制ꎬ 推

动 “中欧拉” “中美拉” 企业合作模式ꎮ 鼓励中国企业与欧洲和美国的跨国

公司在拉美市场形成合作联盟ꎬ 充分利用多方资源和市场网络ꎬ 提高项目的

实施效率和覆盖范围ꎮ 推动产学研联合ꎬ 支持中国企业与拉美地区的高校、
科研机构和创新型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和研发中心ꎬ 增强合作的科技创新能

力ꎮ 探索联合贷款、 绿色债券融资、 风险投资基金支持等新型融资模式ꎬ 吸

引更多资金流向中拉合作项目ꎮ 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协作ꎬ 积极协调世界银行、
亚投行和美洲开发银行ꎬ 为中拉项目提供金融支持和政策指导ꎬ 提升项目可

行性和抗风险能力ꎮ
六是强化对外投资理论研究与思想指导ꎮ 加强对新阶段 “全球南方” 合

作实践的系统研究ꎬ 以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的实践为样本ꎬ 总结成

功经验和典型案例ꎮ 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ꎬ 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创新

与发展ꎬ 逐步完善和优化基于 “全球南方” 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框架ꎮ 深化

对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应用ꎬ 研究 “一带一路” 倡议与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中拉合作的指导意义ꎬ 强化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中国企

业在拉美直接投资的具体指导作用ꎮ
(责任编辑　 王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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