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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拉美共建 “一带一路”: 进展、 挑战及前景展望∗

楼　 宇

[摘　 要] 作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 拉美地区已经成为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参与方。 十

年来, 中拉在 “五通” 领域取得了积极进展, 树立了南南合作的典范。 然而, 拉美地区地缘政治形势严峻, 多

国政治、 经济和社会状况不稳定等因素, 给中拉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带来诸多挑战。 当前, 中拉关系蓬勃

发展, 政治互信持续加强, 经贸往来不断加深, 合作领域持续拓宽, 迎来最佳战略机遇期, 为中拉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提供了广阔前景。 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是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 推动中拉关系进入

平等、 互利、 创新、 开放、 惠民的新时代。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倡议　 拉丁美洲　 中拉关系　 中拉合作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 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 两大倡议, 合称 “一带一路” 倡议。 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和合作平

台, “一带一路” 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 截至 2023 年 1 月 6 日, 中国已经

同 151 个国家和 32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 余份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 其中有 21 个国家来自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 (以下简称 “拉美”)①。 近些年来, 中国与拉美共建 “一带一路” 有力

促进了中拉关系的发展, 已经成为推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 值此 “一带一路” 倡

议提出十周年之际, 聚焦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的现状与成果, 探索 “一带一路” 建设在拉美

面临的挑战及发展前景, 以期为我国同各参与方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提供实践

参考。

一、 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的进展及成绩

“一带一路” 倡议最初的参与方以亚洲和欧洲国家为主, 此后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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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重大专项 “国际传播体系建设中关于标识性理念和话语研

究” (2023ZD10) 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 https: / / www. yidaiyilu. gov. cn / xwzx / roll / 77298.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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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拉美地区被正式纳入 “一带一路” 合作框架: 5 月 10 日, 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发布 《共建 “一带一路”: 理念、 实践与中国的贡献》, 文件明确表示 “欢迎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地区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 并强调中国致力于同拉美国家对接发展战略, “用共建

‘一带一路’ 的理念、 原则和合作方式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 不断扩大共同利益”①。 5 月 14 日,
习近平主席在第一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时指出: “ ‘一带一路’ 建设

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 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 同时向所有朋友开放。 不论来自亚洲、 欧

洲, 还是非洲、 美洲, 都是 ‘一带一路’ 建设国际合作的伙伴。”② 5 月 15 日发布的 《 “一带一

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 明确指出, “该倡议加强亚欧互联互通, 同时对非

洲、 拉美等其他地区开放”③。
2017 年 11 月 17 日, 中国和巴拿马签署 《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巴拿马成为首个加入 “一带一路” 倡议的拉美国家。 2017 年也因此被

视为 “中拉对接 ‘一带一路’ 建设元年”④。 截至 2023 年 4 月, 在 33 个拉美和加勒比独立国家

中已有 21 个与中国签订了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拉关系快速发展, 为双方共建 “一带一路” 打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

当前, 拉美地区作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 已经成为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参与

方。 中拉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合作取得了诸多实质性进展和瞩目成绩, 树立了南南合作的

典范。
政策沟通方面, 中拉秉持 “共商、 共建、 共享” 的基本理念, 在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推

进中拉整体合作、 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领域达成广泛共识, 中拉合作机制

日趋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拉元首保持高效沟通, 政府间合作不断加强, 政治互信持续深

化, 双方积极构建多层次、 多领域的政策沟通与交流机制。 2014 年 7 月, 习近平出席在巴西利亚举

行的中国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 提出中拉关系 “五位一体”⑤ 新格局和 “1 + 3 + 6”⑥

合作新框架, 并宣布正式建立中拉论坛。 2015 年 1 月, 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
标志着论坛正式启动。 中拉论坛成员包括中国与拉共体 33 个成员国, 旨在促进中拉平等互利、
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中拉共同制定了一系列规划以切实推动论坛成员国可持续发展,
如 《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 (2015—2019)》 《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优先领域合作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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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 “一带一路”: 理念、 实践与中国的贡献》, https: / / www. yidaiyilu. gov. cn / zchj / qwfb / 12658. htm。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2 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年, 第 516 页。
《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 https: / / www. yidaiyilu. gov. cn / xwzx / roll / 13689. htm。
参见袁东振主编: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 (2017—2018)》,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 第 2 页。
中拉关系 “五位一体” 指政治上真诚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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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指 “一个规划”, 即以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制定 《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

(2015—2019)》; “3” 是指 “三大引擎”, 即以贸易、 投资、 金融合作为动力, 推动中拉务实合作全面发展; “6” 是指 “六大

领域”, 即以能源资源、 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 制造业、 科技创新、 信息技术为合作重点, 推进中拉产业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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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动计划 (2019—2021)》 《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关于 “一带一路” 倡议的特别声明》
《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 (2022—2024)》 等。 毋庸置疑, 中拉论坛机

制及其框架下的多个分论坛对于推进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具有重要作用。 具体到国别层面,
中国和拉美 21 个 “一带一路” 参与国签署了多份合作文件和框架协议, 涵盖贸易、 投资、 基础

建设、 科技、 文化、 卫生等多个领域, 与拉美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进行战略对接, 有效促进了

中拉务实合作。
设施联通方面, 中拉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 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 多个中拉合作项目顺利

开展, 涵盖交通运输、 电力、 通信工程、 能源和城市建设等领域, 对改善拉美国家落后的基础设施

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拉美地区已成为中国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第三大市场①。 2005 年—2020
年间, 中国在拉美已投入使用或在建的基础设施项目共 138 个, 项目资金总额超过 940 亿美元,

为当地创造逾 60 万个就业岗位②。 以最早加入 “一带一路” 倡议的巴拿马为例, 由中国企业承

建的阿玛多尔会展中心已于 2019 年投入使用, 成为中美洲最大、 设施最先进的国际性会展中心。
秘鲁的钱凯港项目是 “一带一路” 在拉美的标志性项目之一, 建成后将成为拉美地区重要的枢

纽港和太平洋门户港。 截至 2023 年 3 月底, 阿根廷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改造项目已完成工程量

的 94. 63% ③。 得益于该项目, 贝尔格拉诺铁路年运量从 2013 年的 76 万吨增长到 2023 年的 265
万吨, 带动了阿根廷内陆省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 随着 “一带一路” 项目在拉美的有序推

进, 中国技术、 “中国建设” 和 “中国智造” 已经成为中国的新名片。
贸易畅通方面, 中拉贸易关系稳定增长, 经贸合作规模持续扩大, 取得了跨越式发展。 2012

年以来, 中国一直保持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 2012 年中拉贸易总额为 2612 亿美元, 2022 年

中拉贸易总额达 4857. 90 亿美元, 连续第二年突破 4500 亿美元④。 2023 年 1 月—2 月, 中拉贸易

总额为 4975. 52 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8. 9% ⑤。 从投资领域看, 拉美地区是中国海外投资第二

大目的地。 数据显示, 2013 年末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存量为 860. 96 亿美元, 2017 年末这一数据为

3868. 92 亿美元, 而到 2021 年末, 这一数据已达 6937. 4 亿美元⑥, 其中, 仅 2021 年度中国流向

拉美的投资就为 261. 6 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57% , 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14. 6% ⑦。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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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发展报告 (2019—2020)》, 2020 年 11 月,
第 60 页。

参见彭敏、 谢佳宁、 毕梦瀛: 《拉美国家努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人民日报》 2022 年 9 月 19 日。
参见 《阿根廷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改造项目工程简报》 2023 年第 3 期。
参见严瑜: 《中拉合作扬帆破浪风正劲》, 《人民日报》 (海外版) 2023 年 3 月 25 日。
参见 《 2023 年 1—2 月我国与拉丁美洲国家贸易情况》, https: / / www. ndrc. gov. cn / fggz / jjmy / dwjmjzcfx / 202303 /

t20230330_ 1352662. html。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21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北京: 中国

商务出版社, 2022 年, 第 59 页。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21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北京: 中国

商务出版社, 2022 年, 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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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 (2015—2019)》 提到, “力争 10 年内双方贸易额达到 5000 亿美

元, 双方投资存量达到至少 2500 亿美元”①。 前者预计在 2023 年年底就能实现, 后者已经超前

超量完成。 中拉贸易的持续增长以及来自中国的投资无疑为受疫情影响的拉美经济复苏注入了重

要动力。
资金融通方面, 中国与拉美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 取得了积极进展。 早在 2009 年 1

月, 中国人民银行就代表中国正式加入为拉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最主要资金来源的美洲开发

银行②。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平台也为拉美国家投融

资便利化提供了条件。 此外, 为促进中拉合作, 中国陆续推出了中拉合作基金、 中拉产能合作投

资基金、 中国 -拉美基础设施专项贷款等平台和合作机制。 《2022 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数据显

示, 截至 2022 年, 中国已同阿根廷、 巴西、 苏里南、 智利的中央银行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

议③。 中国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招商银行等已在拉美多国开设分支

机构。 人民币国际化在拉美也取得积极进展。 2022 年 11 月, 阿根廷人民币清算行服务正式启

动。 2023 年 2 月, 中国与巴西签署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 中拉资金清算安排和支

付结算渠道的不断完善, 为中拉双边贸易投资提供了便利, 有效提升了资金循环质量, 为双边金

融机构协同发展创造了新机遇。
民心相通方面, 中拉在文化、 教育、 旅游、 卫生、 科研、 媒体、 民间交往等领域广泛开展合

作。 中拉文化交流年、 “未来之桥” 中拉青年领导人培训计划、 “中拉科技伙伴计划”、 中国 - 拉

丁美洲新闻交流中心记者团、 中拉文明对话论坛等项目和活动有序推进, 中拉人民心与心的距离

正在逐步缩小。 孔子学院网站显示, 拉美地区已设立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 52 所, 分布于 23 个拉

美国家。 值得强调的是, 巴西戈亚斯联邦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是拉美第一家以中医为特色的孔院,
对促进中医药的国际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 新时代中拉关系的蓬勃发展成为中拉文学译介的重要

推力, 莫言、 刘慈欣、 麦家等当代中国作家开始进入拉美读者的视野; 2013 年—2019 年的短短

7 年间, “共有 360 种拉美文学图书在中国出版, 占 70 年来拉美文学汉译总量的 35% ”④, 据笔

者统计, 2020 年 1 月—2023 年 3 月, 又新增 150 余种。 拉美的中国研究发展迅速, 截至 2019 年

年底, 拉美地区共有涉华研究机构 66 家。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中国学术网、 巴西中国研究网络、
委内瑞拉中国研究会等聚焦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网络逐渐形成, 有力推动了中拉学术共同体的

构建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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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 (2015—2019)》, http: / / www. chinacelacforum. org / chn / zywj / 201501 / t20150121_
6284980. htm。

美洲开发银行成立于 1959 年, 是美洲国家组织的专门机构, 旨在向拉美和加勒比成员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供

资金和技术支持。 目前有 48 个成员国, 其中美洲 28 个, 欧洲 16 个, 亚洲 4 个。
参见 《2022 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http: / / www. pbc. gov. cn / goutongjiaoliu / 113456 / 113469 / 4666144 / 2022112414465947776. pdf。
楼宇: 《中拉文化交流 70 年: 以拉美文学作品汉译为例》,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4 期。
参见郭存海: 《拉丁美洲的中国研究: 回顾与展望》,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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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作为一个涉及面广、 持续时间长的系统工程, “一带一路” 建设在推进过程中也面临一系列

挑战和问题。 2019 年, 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强调, 要推动高

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与亚洲、 欧洲和非洲等地区相比, 拉美距离中国最为遥远, 加入 “一带

一路” 的时间也相对较晚, 因此, 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 主

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 拉美地区地缘政治形势严峻, 制约 “一带一路” 项目推进

从国际层面看, 无论是历史、 语言和文化, 还是经贸关系, 拉美国家与欧美之间有着密切的

联系。 19 世纪, 拉美国家通过独立运动摆脱欧洲的控制后, 又逐渐沦为美国的 “后院”。 美国大

肆推行 “门罗主义”, 强调其在整个美洲的领导地位, 频频干涉拉美地区事务。 近年来, 随着中

拉关系的迅猛发展和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加入 “一带一路” 倡议, 欧美国家认为这损害了其在

拉美的利益和影响力。 特别是美国, 更是将拉美当作与中国博弈的又一重要地区。 美国不断调整

其对拉政策, 打压拉美左翼政权, 出台一系列对冲机制, 试图阻碍中拉合作, 干扰 “一带一路”
项目在拉美的推进。 例如, 2019 年美国发布 “美洲增长” 倡议, 旨在重点加强美国与拉美国家

在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 “美洲增长” 倡议规划和目标与 “一带一路” 倡议存在诸多

相似性, 美国针对中国的用心不言而喻。 美洲开发银行自成立以来, 始终保持着由拉美官员担任

行长的惯例, 以确保该行能以更加独立公正的方式为拉美国家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 然而, 这一

惯例被美国打破。 2020 年 9 月, 由特朗普提名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西半球拉美事务高级主管

毛里西奥·克拉韦尔 -卡罗内 (Mauricio Claver - Carone) 当选新一任行长。 这一事件反映了美

国试图在金融领域加大对拉美的控制, 升级对中国的制衡力度。 此外, 美国还加大舆论攻势, 操

控一些拉美媒体恶意诋毁 “一带一路” 倡议, 刻意抹黑相关项目。
从地区层面看, 拉美地域广阔, 国家众多, 一些次区域或邻国之间存在利益冲突, 在某些项

目上不易达成共识, 导致其进展缓慢。 特别是一些多边项目, 如横跨南美洲大陆、 连接太平洋及

大西洋的 “两洋铁路” 建设项目。 早在 2014 年, 中国、 巴西和秘鲁三国就发表了共同声明, 并

成立工作小组推进该项目。 此后, 虽然经过多轮谈判和反复论证, 项目至今无实质性进展。 不仅

在三国政府层面难以达成共识, 巴西和秘鲁国内不同的地区和省份之间也因潜在利益而竞争激

烈。 此外, 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和所追求的目标存在差异, 不少 “一带一路” 项目

在推进时面临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冲突问题。
(二) 拉美国家局势不稳, 加大了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风险

从政治层面看, 21 世纪以来拉美国家左右翼政党竞争激烈, 政局不稳。 政府的频繁更迭导

致政策多变, 加大了中国与当地政府建立和维系长期互信与合作关系的难度, 再加上拉美政府治

理能力弱、 官僚体系碎片化等因素, 干扰了 “一带一路” 项目的执行, 大大降低了诸多合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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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落地效率和推进速度。
从经济层面看, 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 世界银行 2021 年数据显示, 拉美国家中有 8

个高等收入国家和 19 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但由于还有一些中低等和低收入国家, 导致拉美地

区人均 GDP 仅为 8327. 6 美元。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全球经济复苏乏力, 拉美国家的经济状况

更是雪上加霜, 普遍面临高通胀率、 财政失衡、 外汇短缺、 债务压力大等困难。 因此, 整体而

言, 拉美国家的投资环境不佳。 “一带一路” 在拉美的项目多集中在投资金额大和建设周期长的

基础设施和能源行业, 中国企业普遍面临投资回收期长、 回报率低、 成本收益失衡和债务违约等

风险。
从社会层面看, 拉美地区的贫困率和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 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

济委员会 (CEPAL, 以下简称 “拉加经委会”) 估算, 2022 年拉美的贫困人口比重为 32. 1% ,
极端贫困人口比重为13. 1% ①。 拉美国家的非正规就业率持续攀升, 在一些国家非正规就业占净

就业人数的 70%左右②。 这一现象反映了拉美国家社会保障机制缺乏, 就业不足现象严重。 日

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和贫富悬殊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犯罪率增长。 拉美是全球最不安全的

地区之一。 数据显示, 2023 年全球犯罪指数最高的前 25 个城市中, 有 13 个属于拉美国家③。
委内瑞拉是犯罪指数最高的国家, 为 82. 65, 此外, 有 22 个拉美国家的犯罪指数超过 50④。 因

此, “一带一路” 项目在拉美推进时不仅会面临政府违约风险和金融风险, 还存在地方治安类的

风险。

(三) 中拉在 “软联通” 和 “心联通” 方面仍有待提高

受制于地理位置和语言障碍等因素, 中拉双方相互认知不足, 国际规则标准对接不畅, 还需

加强沟通、 凝聚共识。 拉美国家众多, 各国金融、 税收、 劳工、 环保、 能源等领域的法制法规和

产业政策不尽相同, 中拉双方对此都缺乏了解, 在推进 “一带一路” 项目时增加了沟通成本和

对接障碍。 诚然, 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有着较为清晰的顶层设计, 但缺乏更为具体的专项机

制, 如专门推进中拉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的国际协调机制和工作对接机制, 专门促进贸易

投资便利化和投融资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 专门应对项目建设在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及与当地

原住民及工会组织沟通等方面问题的多边协商机制, 与 “一带一路” 项目相关的协调仲裁和争

端解决机制, 等等。 此外, 中国企业本身也需要提升国际化水平、 法律意识和环保意识, 加强对

国际标准和对象国国情及法律法规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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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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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CEPAL), Panorama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22, Santiago
de Chile, 2022, p. 56.

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CEPAL), Panorama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22, Santiago
de Chile, 2022, p. 24.

“Índice de Criminalidad 2023”, https: / / es. numbeo. com / criminalidad / clasificaciones.
“América: Índice de Criminalidad por País 2023”, https: / / es. numbeo. com / criminalidad / clasificaciones - por - pa% C3%

ADs? region = 019&title =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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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拉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的发展前景及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拉关系持续深化, 堪称历史最好时期。 当前, 中拉双边关系更是迎来最

佳战略机遇期, 为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提供了新的条件和广阔前景。
拉美地区在经历了 “粉红浪潮” 后, 于 2017 年左右出现 “左退右进” 的态势, 又在近年呈

现 “向左回摆” 的趋势。 当前, 巴西、 智利、 阿根廷、 墨西哥、 哥伦比亚、 秘鲁、 玻利维亚、
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等国均为左翼执政。 “拉美地区重新回归到左翼执政占多数的局面, 这也被

外界解读为新 ‘粉红浪潮’。”① 总体而言, 左翼政府执政更有利于中拉关系发展, 有利于中拉

共建 “一带一路” 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推进。 一直以来, 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持续加强对

拉美的战略争夺, 部分国家态度摇摆, 倾向于以对冲战略平衡与各大国之间的亲疏远近, 以此谋

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此外, 在面对欧美国家胁迫该地区国家 “选边站队” 时, 它们往往只能被

迫接受。 相较右翼政府, 拉美的左翼政府更容易团结起来抵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因此, 当前

的拉美政治生态构成了深化中拉关系的一大利好因素。
2017 年以来, 中国外交在拉美地区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中国在拉美的 “朋友圈” 不断扩大。

2017 年 6 月, 巴拿马与中国建交, 并于 11 月加入 “一带一路” 倡议。 蓬勃发展的中巴关系在中

美洲起到了积极的效应, 萨尔瓦多、 尼加拉瓜先后于 2018 年 8 月和 2021 年 12 月与中国建交或

复交, 并分别于 2018 年 11 月和 2022 年 1 月加入 “一带一路” 倡议。 2023 年 3 月 26 日, 洪都拉

斯宣布断绝同台湾的所谓 “外交关系”, 与中国建交。 2023 年 4 月, 巴西总统卢拉访华, 两国签

署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并发表了涵盖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应对气候变化等事项的联合声明。 作

为拉美大国, 巴西一直在探讨加入 “一带一路” 倡议。 期待巴西能成为 “一带一路” 大家庭的

一员, 和中国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深化合作。
在经济和金融领域, 中拉也迎来了更多合作机遇。 中拉经贸合作互补性较强, 双方资源禀赋

和产业结构上的差异形成了互利合作的广大空间。 作为发展中国家聚集的地区, 拉美需要大量资

金支持促进发展。 拉加经委会一份发布于 2017 年的报告指出, 要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拉美地区在社会发展、 环保、 能源、 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共计需要融资 3 万亿—14 万亿

美元②。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局势影响, 拉美经济遭到重创。 据拉加经委会估算, 拉美国家

2023 年的外部融资需求为 5710 亿美元左右③。 目前, 拉美地区内生增长动力有限, 内源资金支

持方面存在巨大困难。 这为中拉加强 “一带一路” 合作提供了契机。 2023 年 1 月以来, 随着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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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周志伟: 《拉美新 “粉红浪潮” 的成因、 特点及前景》, 《当代世界》 2020 年第 8 期。
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CEPAL), Financiamiento de la Agenda 2030 para el Desarrollo Sostenible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Desafíos para la movilización de recursos, Santiago de Chile, 2017, p. 7.
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CEPAL), 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22, Santiago de Chile, 2023,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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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不断优化, 商品、 服务和人员等要素的跨国流动已基本正常。 经济交

往的恢复将进一步推动中拉 “一带一路” 合作。
中国与拉美国家双边、 多边政治和经贸关系的发展, 成为推动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持续

向前、 向好发展的重要动力。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新的动荡变革期, 全球经济严重衰退, 各国的

发展都面临严峻挑战。 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需重点推进以下方面建议。
第一, 夯实中拉政治互信与战略合作, 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 应抓住当前拉美新 “粉红

浪潮” 机遇, 进一步提升与拉美国家的政治互信, 吸收更多国家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 应充

分利用 “一带一路” 这一国际合作平台, 加强与拉美国家交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 全球

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等理念, 深化拓展平等、 开放、 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
一道践行多边主义, 共同推动构建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体系。 面对 “逆全球化” 潮流, 中国与

拉美国家应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 不断夯实经济全球化的坚实基

础, 推动构建开放、 透明、 包容、 非歧视性的世界经济秩序。
第二, 完善中拉合作机制, 推动规则标准 “软联通”。 在继续加强中拉论坛机制的基础上,

推动构建和完善中拉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机制。 应充分考虑拉美不同次区域和国家的

战略利益诉求, 将 “一带一路” 合作机制进行细分化和精准化。 2019 年 10 月, 中国与加勒比国

家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会议在格林纳达成功召开。 这种以高峰论坛为引领、 区域对话会和专

业领域多边平台为支撑的 “一带一路” 多边合作架构值得推广到更多的次区域。 应加强 “一带

一路” 倡议与拉美地区及各参与国发展政策和规划的有效对接, 并积极推进 “一带一路” 合作

机制与联合国、 二十国集团 (G20)、 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与机制的沟通对接。
第三, 加大惠民项目, 助力改善拉美地区的民生。 应重点打造一批示范性的惠民项目, 让拉

美国家能直观感受到开放包容下的发展合作红利和共建 “一带一路” 对助力拉美发展带来的重

大机遇。 拉美的基础建设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存在较大短板, 成为地区发展的掣肘。 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拉美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问题进一步凸显。 近年来, 我国在消除贫

困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通过与拉美国家共建 “一带一路”, 我国也可以为拉美国家减少

贫困、 增加就业和改善民生贡献力量, 推动拉美的可持续发展。 切实把 “一带一路” 打造成中

拉的共同发展之路、 中拉人民的共同富裕之路。
第四, 加强国际传播, 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应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加强与拉美媒体的

交流合作, 探讨讲好中拉合作故事的新路径与新方法, 充分利用除官方平台之外的国际媒体、 企

业和民间机构等非官方传播平台, 加强 “一带一路” 理念和重要成果的国际传播。 一方面, 我

们要讲好 “一带一路” 在拉美的故事, 多宣传成功案例和生动案例, 增进拉美民众对 “一带一

路” 的了解, 提升 “一带一路” 项目的国际形象。 如负责建设巴西美丽山二期特高压直流输电

线路项目的中国国家电网巴西控股公司, 在推进项目时严格遵守当地法规, 切实履行环保义务和

社会责任, 保护沿途环境、 动植物和历史文化古迹等。 该项目于 2019 年获得巴西最权威的可持

续发展奖项——— “社会环保管理最佳实践奖”。 这一事件对提升 “一带一路” 项目的国际形象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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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很好的作用。 另一方面, 还应通过讲述 “一带一路” 的故事去讲好新时代中国的故事, 展

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故事, 以及中拉合作共赢的友谊故事。

四、 结　 语

2023 年 1 月 24 日, 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七届峰会致辞。 他

强调, 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拉共体关系, 将拉共体视为巩固发展中国家团结、 推动南南合作的重

要伙伴。 “正是本着这样的初心, 中方同拉方一道, 不断加强中拉论坛建设, 推动中拉关系进入

平等、 互利、 创新、 开放、 惠民的新时代。 越来越多的地区国家同中国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支持并参与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 同中方携手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①

毋庸置疑, “一带一路” 就是一条把相距万里、 山水相隔的中国与拉美连接到一起的纽带, 就是

一条助推中拉共同发展、 合作共赢的友谊之路。 几年来, 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在 “五通” 领

域取得了切实进展。 面向未来, 中国与拉美将携手并进, 合力书写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的

新篇章。

(楼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柳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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