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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是近期的现象。虽然自 20世纪 90年代初以来，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和其他公司就已经进驻秘鲁、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但从 2006年才开始寻求大型项目，随后大宗商品价格长期高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估计，2010年中国流入拉丁美洲的 FDI为 150亿美元，其中 90%进入了采掘业。1流入自然资源的中国 FDI占其流入该地区 FDI总额的比例已经很高，2010年的 FDI流入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在商品出口和强劲的货币升值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尤其是巴西），以牺牲制造业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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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活动的 FDI为代价，进入采掘业的 FDI能加强该区域初级产品的专业化。 由于其投资规模（以及其在未来几年的增长潜力），中国公司被指加剧了该问题。然而，中国企业还远没有在该区域的采掘业中占据主导地位。目前为止集中度最高的是在秘鲁的铜矿开采，如果实施所有的投资计划，中国企业将在这个十年的末期控制 25%的生产。在巴西的石油工业，中石化的贮备量将达到 10亿桶，但只占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所掌控的 300 亿桶的一小部分。事实上，中国对该区域采掘行业最重要的贡献并不是通过 FDI，而是通过贸易：中国是该地区生产的铜、大豆和铁矿石最重要的目的地。 关注中国 FDI 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在中国企业的国际扩张中发挥的特殊作用。不仅最大的中国跨国公司（MNEs）是国有企业，而且中国政府审核国外投资项目，并以重大的财政支持来促进符合其发展战略的项目。这意味着，大体上中国 MNEs 可以对在中国集中于更高附加值商业活动的集中性战略作出回应，同时推动企业扩大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采矿和石油开采，以缓解中国的自然资源缺乏。然而，这很难证明,对中国在拉美的石油和矿业公司战略的密切关注表明其与欧洲和北美同行的战略相类似：他们寻求纵向一体化并且防止价格波动。 除此之外，中国在拉丁美洲的 FDI 并不局限于石油和采矿作业。也有其他行业的投资，并且可能会在未来几年里增长，为拉丁美洲国家改善基础设施，以及发展某些超越采掘业的制成品提供了机遇。应该知道，日本和韩国的 FDI 流出也开始以资源寻求型为主，直至当地成本上升和技术进步将其企业推向其他类型的投资。2 预计在未来几年，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重要投资的一个投向部门。但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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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美洲各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应该摒弃商品—基础设施交易（这发生于非洲和拉美国家），转向更加透明和以市场为基础的框架来承揽项目。 在制造业，巴西庞大且日益增长的国内市场吸引了中国企业。3就像中国 30年前，巴西和其他大型经济体可以通过要求中国 MNEs 使用当地供应商或与当地企业建立合资企业来建立自身能力，以充分利用其颇具吸引力的国内市场。在墨西哥和其他专业从事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国家，中国的投资一直非常温和，但是现在有一个新机会出现，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正在缩小与墨西哥的工资差距。当前的关注焦点可以从与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慢慢转向墨西哥制造业纳入中国企业的生产网络。 2011年，中国 FDI继续流入拉丁美洲，并且其中的大部分仍投资于自然资源。然而，中国企业并没有区别于其他采矿和油气公司不同的战略，关注初级产品过度专业化的拉美各国政府应以综合战略（包括宏观经济管理，财政措施和产业政策）作出回应。吸引 FDI流入制造业或基础设施（包括中国 FDI）也有助于提升其他行业的能力。  
   （南开大学国经所张薇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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