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直接投资报告 
2020 年 3 月 18 日 

Enrique Dussel Peters1 

 

本文将简要介绍 2000-2019 年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下文简称中国）流向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直接投资的主要结果，并对近年来和 2019

年的情况重点分析。其目的是通过对投资信息的细致核准，整合历年中国在拉美和

加勒比地区的直接投资报告2（《投资报告》）， 这些《投资报告》由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地区中国学术网（学术网，Red ALC-China）编制并向公众开放免费查阅使用，

此外，该学术网还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方法论和实证分析 -宏观、中观、

微观和地域- 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参考。的确，目前有关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直接投资方面还需有更多的信息和研究，但在该地区，尤其是学术网，确实做出了

巨大的努力，在包括公共部门、私营领域和学术界都做出了多个提案。 

该《投资报告》的主要贡献即为将截至 2019 年的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直接

投资统计信息的及时发布，同时，充分尊重本地区各国、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联

合国贸发会，英文缩写 UNCTAD）和中国商务部（英文缩写 MOFCOM）等组织机

构在统计接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在关注结果的同时，本报告也诚邀

各界感兴趣人士对学术网更新扩展的信息进行复查，其中包括文献、学术文章、统

计信息和多样的分析，以便能够改善和深化有关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直接投资

的总体分析水平以及对中国与该地区各国关系的了解。 

 
1 该报告获得了 Luis Fernando Fosado、Leire González Alarcón 和 Raymundo Román Arteaga 的宝贵协助；

Luis Humberto Saucedo Salgado 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了协调管理。本文作者对文章内容承担全部责任。 
2  包括每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数据库、专业文献和新闻报道在内的相关信息均可在

http://www.redalc-china.org/monitor/ 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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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导言外，本报告共计分为六个简短部分。第一部分将探讨中国在拉美和加勒

比地区直接投资的全球大背景，而第二部分则侧重于介绍方法论差异和本报告所获

取的总体结果。余下部分将会按照年度、投资目的国、交易类型、产业和主要中国

企业介绍结果；以上数据均覆盖 2000-2019 年这个时间范围。 

 

1. 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直接投资的国际和区域背景 

2018-2019 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受到了重大影响。2019 年和 2020 年

全球经济低速增长，分别为 2.9%和 3.3% ，是 2009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的增长

水平， 当前经济不景气也体现在世界经济的多项宏观指数呈下行趋势（FMI 2019, 

2020），而这还并没有将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COVID-2019）在全球范围内扩展

所带来的影响加进来。3 以上分析凸显了未来总体的不确定性，这也是是特朗普政府

与中国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的结果（自 2018年起在“贸易战”的名义下，也包括许

多其他领域）（Dussel Peters 2019），对国际贸易、生产和投资产生了影响，此外还

在拉美数国引起了重要的社会运动等。 

世界范围内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也受到了冲击，2019 年成为了连续第四个负

增长的年份，降幅为 1%（2019 年达到 13.9 亿美元），联合贸发会将其定义为“边

际”绩效（UNCTAD 2020/a:1），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里，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基本保

持稳定，尽管来自发达国家的流量有所下降（-6%），而 2019 年发展中国家的流量

相对变化不大，达到了 6950亿美元。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总体下滑的大趋势下，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逆势增长，在 2019 年增幅达到 16%，共计接收外国直接投资

1700亿美元（2018年为 1460亿美元）；而美国和中国 2019 年接收外国直接投资

总量基本与 2018 年持平（UNCTAD 2020/a）。 

为了理解上述趋势，我们需了解如下两个重要方面。首先，也是目前学术界和

其他领域对其分析仍较少的 2017 年美国税收改革（《2017 年减税和就业法案》）

及其对美国 2018 和 2019 年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自 2007 年起，美国

 
3 联合国贸发会预计（2020/b）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的出现可能致使 2020-2021 年的国际直接投资

流量增长率为-5%至-15%，与 2020 年最初估计的 5%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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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一直徘徊在 3000 亿美元左右，而 2018 年，自联合国贸发会从 1970

年开始统计外国直接投资以来，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一次出现负增长（-635.5 亿美

元），虽然 2019 年美国被认为会再次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来源国（UNCTAD 

2019/a:7）4。其次，从长期和结构的视角来看，世界贸易中外部附加值占贸易总量

的比率自 2008 年（当年为 31%）持续降低到当前的 28%，并对世界投资当前与未

来的流量产生深远影响，联合国贸发会指出至少十年前就出现了与全球经济一体化

背道而驰的多重趋势（UNCTAD 2019/b）。 

在 下 文 中 有四方 面 国际因素是 需 要 重 要 考虑的 。 第 一 ， 联 合 国 贸 发 会

（UNCTAD 2020/a:3）估计，巴西（2019 年接收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率为 26%）将成

为包括德国（232%）、新加坡（42%）和法国（40%）在内的世界十大外国直接投

资接收国，不同的是香港的增长率为-48%；同一信息来源强调 2019 年拉美接收外

国投资的类型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新增投资项目上（绿地投资）（增长率达到 32%），

而跨国并购类型的投资增长为-44%（UNCTAD 2020/a:4）。第二，来自中国的对外

直接投资愈发成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新增就业机会的重要来源：在 2000-2017 年，

中国在该地区创造净就业机会达到两百万个，其中 15.03%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果；

也就是说，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社会经济活动，其意义远超越于企业间的交易，也

在不同地域层面的相关交易有深远效应（Salazar-Xirinachs et. al 2018）。第三，中国

在 2019 年没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任何相关的立法变更，也就是说，当前的法

律框架保持了 2016 和 2017 年确立的条例以及在“一带一路”（英文缩写 BRI）框

架内的规定（Song 2019）。最后，在至少近十年中，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直

接投资从社会、环境和经济等诸多角度引发了一系列讨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中国

学术网不同的研究领域与其他机构（IISCAL 2018）对这些还未完结的不同的思考进

行了反映。 

 
4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2020）观察到，尤其是在 2018 年前两个季度，美国跨国企业从美国境外

大量撤回资本，基本都是从百慕大撤回（2020）。2019 年，除爱尔兰以外（一小部分企业集中在

2019 年第一季度从该国撤资超过 638 亿美元），美国再次成为全球重要对外投资来源国，尽管据推

测仍将位居日本和中国之后。主要的交易集中在非银行金融（控股公司）企业领域，可能不会产生重

大的实际影响，而是限于公司内部的行政与财务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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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0-2018 年间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直接投资的主要趋势 

2.1. 研究方法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统计方法论在近年来都已通过每年的《中国在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地区直接投资报告》重点突出介绍（Ortíz Velásquez 2016/a/b）；通过每种不

同来源获取的数据间的差异是有重大意义的（请参考《2019 年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地区直接投资报告》）。正因如此，本报告所使用的统计方法以实际开展的投

资交易为准（而不是以宣布的），并且对每笔交易都进行复核，是一个非常宝贵的

贡献（请参考研究方法附表），通过本报告统计方法所获取的数据与来自其他机构

的数据有着较大的差异，例如联合国拉美经委会（CEPAL 2019）、中国商务部

（MOFCOM 2019）和联合国贸发会（UNCTAD 2019/a）。 

 

2.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直接投资的主要趋势 

2019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下降，涨幅为-9.8%（Xinhua 2020），在美国直接投

资大幅下降成为重要的原因（Hanemann et. al 2019），当年对外直接投资与接收外国

投资的比例仅为 85.25%，远低于 2016所达到的 146.7%；2019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近 1170 亿美元，占 2016 年水平的 59.65%，也正是在 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达到历史最高点。尽管如此，中国在 2019 年仍是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国，

美国因上文提到的对外投资状况，在全球排名中让首位于日本。 

2000-2019 年间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共计开展了 437 个投资交易，对这些

信息分析可以凸显出本区域的一些特征（请参考表 1）： 

1. 2019 年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直接投资占该地区当年接收外国直接投资

总额的 7.57%，并分别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和国民生产总值的 1.21%和

0.24%。自此，中国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自 2016 年以来首次，在该区域的影

响力再次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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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7-2019 年间以及 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后，中国

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直接投资占本区域接收外国直接投资的 8%，并分别占该

期间本区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 0.2%。 

  表 2 具体反映了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直接投资的一些主要趋势： 

a. 虽然 2019 年交易数量有大幅度的下滑，仅达 19 笔，但是中国在该地区的直

接投资额增长了 16.5%，高达 128.76 亿美元。鉴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造的

就业机会减少了 42.9％，因此每笔交易对应的直接投资额与创造每个就业机

会所需直接投资额之间的系数翻了一番以上，也就是说，和前些年相比，

2019 年中国在该地区直接投资的特点是：单笔交易投资额大，而创造就业机

会较少。 

b. 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直接投资的另一个特点是并购类投资继续得到巩固（和

上文指出的 2019 年在该地区的新增投资状况有所不同）：2019 年并购类投

资占中国在该区域直接投资总额的 65.16%以及创造就业总量的 86.69%，大

大超过前些年的水平。 

c. 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新增投资反映出：每创造一个就业岗位需要较高

水平投资额（每个就业岗位对应超过一百万美元的直接投资），因此，这些

投资具有很高的资本密集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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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12.85 1.96 0.40
2011 2.75 0.45 0.09
2012 0.57 0.09 0.02
2013 5.88 0.83 0.18
2014 7.85 0.99 0.21
2015 6.54 0.90 0.19
2016 11.81 1.63 0.32
2017 8.55 1.33 0.24
2018 7.53 1.05 0.21

2019/e 7.57 1.21 0.24

2000-2005 1.19 0.19 0.04
2006-2010 6.33 0.86 0.18

2011-2019/e 6.03 0.87 0.18
2017-2019/e 7.88 1.20 0.23
2000-2019/e 5.27 0.77 0.15

/e �8	
#5�?6�!  UNCTAD (2020) �MOFCOM (2020) �  Xinhua (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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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按目的国分布 

自 2017年起，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直接投资的目的国不断多元化；

表 3 指出这一深化过程：2000-2019 年间，仅阿根廷和巴西两国就占了中国

在该地区直接投资总额的50.22%和所创造就业总量的56.06%，然后自2017

年以来，更多区域内国家表现活跃，比如智利、墨西哥和秘鲁等。上述三国

2019 年共计接收了中国在该地区直接投资总量的 69.6%，其中秘鲁尤为突出，

仅通过两笔交易，共计吸收中国直接投资高达 48.9 亿美元；而墨西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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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恰恰相反，共接收六笔交易，其单笔直接投资交易额度较低（1.42 亿美元）

（请参考表 3）。智利成为 2017-2019 年间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投资最

重 要 的 目 的 国 （占该 区 域 接 收 中 国 直 接 投 资 总额的 31.1%） ，秘鲁

（21.6%）、巴西（17.94%）和墨西哥（11.59%）位居其后。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按经济活动分布 

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直接投资的多样化在近年来《投资报告》中有

所强调，尤其是 2017-2019 投资目的国的多样化（请参考表 3）是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经历的最重要的变化之一（请参考表 4）：在近期，流向服务业和不

同国家国内市场的中国直接投资占比分别高达投资总额和创造就业机会总量

的 34.65%和 45.83%，并且制造业已成为中国在该地区最活跃的投资领域

（Hiratuka 2019）。尽管如此，原材料仍在中国在拉美的直接投中占主导地位

���
 &��"��+�:��/7�.;)����	���������*


2000-2005 2006-2009 2010-2019 2000-2019 2017-2019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
�3,$ 0 1 30 31 15 0 3 5 7 3
.;�	�0&4
 0 4 12,880 12,884 2,297 0 215 1,413 538 347
�2$ 0 200 17,266 17,466 10,130 0 670 4,824 4,136 1,170

�1
�3,$ 6 9 114 129 37 19 16 17 17 3
.;�	�0&4
 3,565 667 44,469 48,701 6,677 5,319 13,903 3,703 2,047 927
�2$ 6,303 6,407 169,835 182,545 77,787 13,950 37,163 31,750 28,273 17,764

9#
�3,$ 0 4 27 31 13 1 3 4 6 3
.;�	�0&4
 0 2,489 12,411 14,900 11,573 286 215 2,764 5,590 3,219
�2$ 0 328 20,074 20,402 15,372 175 4,284 5,691 6,941 2,740

(1�
�3,$ 4 10 76 90 40 9 5 23 11 6
.;�	�0&4
 563 525 6,836 7,924 4,312 1,001 181 2,733 726 853
�2$ 6,354 6,166 36,278 48,798 25,207 4,915 1,955 18,099 3,338 3,770

'%
�3,$ 0 12 27 39 8 1 1 3 3 2
.;�	�0&4
 0 4,639 20,019 24,658 8,037 2,500 6 1,635 1,512 4,890
�2$ 0 10,031 32,388 42,419 16,434 3,000 195 8,300 5,905 2,229

 &��"��+<,
�3,$ 18 58 361 437 136 36 39 61 56 19
.;�	�0&4
 4,742 15,825 114,203 134,770 37,214 10,194 15,979 13,285 11,052 12,876
�2$ 13,995 33,023 333,760 380,778 151,385 29,624 49,127 71,505 50,832 29,048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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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强劲下降势头）：在 2019 年和 2017-2019 期间分别占中国在地区直接

投资总额的 52.19%和 42.6%。 

 

 
 

5. 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直接投资的所有制形式构成 

“公共部门无处不在”的影响力（Dussel Peters 2015）在中国对拉美和加

勒比地区的直接投资中再次重要体现出来：来自公有部门的投资额高达

86.91%，并创造占产生就业总量的83.72%（请参考表5）；历史上，该地区

接收来自中国公有部门直接投资的交易都有着单笔交易投资额度高和单笔交

易创造就业量多的特点。然而，在 2017-2019 期间，这一趋势呈现了多样化

发展，中国在该地区直接投资的所有制构成如下：来自私营部门的直接投资

交易数量占总量的33.82%，和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间15%的水平相比，有

了大幅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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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118.29 23.50 328.79 302.69 243.30 96.48 726.03 233.75 104.56 804.42
���.;���� 1-$�
�/'3� 0.14 0.07 0.36 0.35 0.19 0.49 0.38 0.13 0.10 1.05
��� 1-$����2-$ 847.86 329.00 902.28 869.17 1309.06 198.00 1893.67 1820.21 1089.26 769.43

          
�,�&           
����2-$ 0 0 12 12 9 3 0 2 6 1
���.;�
�/'3� 0 0 2,121 2,121 2,050 71 0 254 1,696 100
��� 1-$ 0 0 6,038 6,038 5,288 750 0 1,675 3,493 120
���.;����2-$
�/'3� -- -- 176.76 176.76 227.76 23.75 -- 127.18 282.58 100.00
���.;���� 1-$�
�/'3� -- -- 0.35 0.35 0.39 0.10 -- 0.15 0.49 0.83
��� 1-$����2-$ -- -- 503.17 503.17 587.56 250.00 -- 837.50 582.17 120.00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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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进行直接投资的主要中国企业 

在《投资报告》网站可供查阅的公开数据信息可允许我们展开一系列重

要的分析，包括在公司层面的研究，来自拉美和中国的学者和企业组织可以

参与进来，并在企业层面和中国企业在具体全球价值链导向政策方面有很大

的潜力可挖掘。例如，表 6 反映出，2000-2019 年间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和国家电网为代表的 5 家中国企业在该地区创造就业岗位超过 9 万 4 千个；

仅在 2019 年永煤集团通过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直接投资交易创造就业机会

超过 1 万 7千个。 

���
�#��!��&6��+4�*7�)05������������$�

2000-2005 2006-2009 2010-2019 2000-2019 2017-2019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8'
����.'" 18 58 361 437 136 36 39 61 56 19
���*7���,#1� 4,742 15,825 114,203 134,770 37,214 10,194 15,979 13,285 11,052 12,876
����-'" 13,995 33,023 333,760 380,778 151,385 29,624 49,127 71,505 50,832 29,048
���*7�����.'"��,#1� 263.42 272.85 316.35 308.40 273.63 283.16 409.72 217.79 197.36 677.71
���*7�����-'"���,#1� 0.34 0.48 0.34 0.35 0.25 0.34 0.33 0.19 0.22 0.44
����-'"���.'" 777.50 569.36 924.54 871.35 1,113.13 822.89 1,259.67 1,172.21 907.71 1,528.84

�05%-
����.'" 10 34 144 188 44 9 19 17 18 9
���*7���,#1� 3,929 13,886 85,215 103,030 24,627 4,974 15,064 8,396 5,040 11,191
����-'" 7,920 20,073 197,525 225,518 85,442 7,239 40,812 32,097 29,027 24,318
���*7�����.'"��,#1� 392.86 408.42 591.77 548.03 559.69 552.68 792.83 493.86 279.99 1243.45
���*7�����-'"���,#1� 0.50 0.69 0.43 0.46 0.29 0.69 0.37 0.26 0.17 0.46
����-'"���.'" 792.00 590.38 1,371.70 1,199.56 1,941.86 804.33 2,148.00 1,888.06 1,612.61 2,702.00

(/%-
����.'" 8 24 217 249 92 27 20 44 38 10
���*7���,#1� 813 1,939 28,988 31,740 12,588 5,220 915 4,890 6,012 1,685
����-'" 6,075 12,950 136,235 155,260 65,943 22,385 8,315 39,408 21,805 4,730
���*7�����.'"��,#1� 101.63 80.80 133.59 127.47 136.82 193.32 45.76 111.13 158.22 168.54
���*7�����-'"���,#1� 0.13 0.15 0.21 0.20 0.19 0.23 0.11 0.12 0.28 0.36
����-'"���.'" 759.38 539.58 627.81 623.53 716.77 829.07 415.75 895.64 573.82 473.00

�05%-
����.'" 55.56 58.62 39.89 43.02 32.35 25.00 48.72 27.87 32.14 47.37
���*7���,#1� 82.85 87.75 74.62 76.45 66.18 48.80 94.27 63.19 45.60 86.91
����-'" 56.59 60.78 59.18 59.23 56.44 24.44 83.07 44.89 57.10 83.72

 29359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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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外直接投资的视角来看，表 7 重点强调了一小部分中国企业高度集

中了投资额和就业岗位的创造：例如国家电网和中国三峡集团，它们在

2000-2019 年间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直接投资额高达 260 亿美元，同期来

自这两个企业的所有直接投资交易占中国对该地区直接投资总额的 20%。 

 

���
4;#(6��A�L"d,Mi�a.Y�Q�hXf!?Y	���������<


?Y

.YH7 �� d,Mi� ��
f!F\KB@$N]T�I 23,064 6.1 5,629 4.2
!'�O 20,867 5.5 15,523 11.5
[:$N 17,568 4.6 152 0.1
f!�g�$N �]T�I 17,393 4.6 433 0.3
bD/�32 ]T�I 16,000 4.2 925 0.7
j% 380,778 100.0 134,742 100.0

?Y
f!�g�$N �]T�I 13,672 26.8 200 1.7
f!+L)E$N]T�I 5,000 9.8 125 1.0
f!8Y �]T�I 5,000 9.8 1,300 10.9
K>lY 4,902 9.6 4,066 34.1
9ZUP-C�S]T�I 3,000 5.9 100 0.8
j% 50,944 100.0 11,932 100.0

?Y
[:$N 17,568 60.5 152 1.2
fL1� �]T�I 2,800 9.6 326 2.5
&R=Y0� �]T�I 2,120 7.3 889 6.9
f!_W`G$N�I 1,500 5.2 1,300 10.1
V*J���$N 1,075 3.7 2,390 18.6
j% 29,048 100.0 12,849 100.0

5^�kcek�

2000-2019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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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OQ&@U�THS�3I	���������0


3I

Q&@U� �� 'I;- ��
�"�B 15,523 11.5 20,867 5.5
S�7D�A 11,020 8.2 10,210 2.7
S�9J����KE�= 10,887 8.1 28,282 7.4
S�9J?64�AKE�= 5,629 4.2 23,064 6.1
S��G9J�AKE�= 4,455 3.3 4,510 1.2
V� 134,742 100.0 380,778 100.0

3I
?2XI 4,066 34.1 4,902 9.6
S�.I�A 1,300 10.9 5,000 9.8
�"�B 1,300 10.9 538 1.1
S�9J?64�AKE�= 993 8.3 150 0.3
S�<,<�$8��KE�= 350 2.9 280 0.5
V� 11,932 100.0 50,944 100.0

3I
S�7D�A 3,590 27.9 729 2.5
F%>����A 2,390 18.6 1,075 3.7
�B� �OKE�= 2,230 17.4 500 1.7
S�MGN:�A�= 1,300 10.1 1,500 5.2
!C1I(���KE�= 889 6.9 2,120 7.3
V� 12,849 100.0 29,048 100.0

*L�WPRW�

2000-2019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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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附表 

 

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直接投资的数据库编制共分为两个阶段。在第

一阶段，主要工作是将 2000-2019 年间中国在该地区直接投资的企业层面交

易信息进行整合。 

所采用的的第一手信息来自汤森路透、彭博社、Capital IQ、中国全球投

资追踪（CGIT）和专业媒体的新闻报道。在这些数百条交易信息中，我们逐

条进行复核，最后创建了数据库。我们的工作团队对专业媒体的相关新闻报

道、企业报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公共和私营机构的报告以及投资公告等。 

 

 

诚邀感兴趣的各界人士帮助我们对本报告中信息的数量和质量进行改善，请

联络如下邮箱和网站： FDICHINA@UNAM.MX / http://www.redalc-

china.org/moni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