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基础设施项目报告 

2020 年 7 月 13 日 
Enrique Dussel Peters1 

本报告着重贡献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与中国的关系，特

别是中国在该地区截至 2019 年所实施的基础设施项目。需强调指出的是这一贡献是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中国学术网（学术网，Red ALC-China）对双边关系多维度学习

和对话过程的结果，具体包括了贸易、融资、外国直接投资（或其英文简称 OFDI）

和基础设施项目等领域；《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直接投资报告》（Dussel 

Peters 2020）自 2017 年以来连续四年出版，使得该地区中国直接投资的诸多方面

得以扩展和深化，其对本文分析的重要性将在下文介绍。 

此外，本报告旨在立足基本概念定义，通过对基础设施项目金额、创造就业量、

产业分布、接收国、研究时段、主要参与企业及其所有权类型的追踪，使人们对中

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截至 2019 年实施的基础设施项目状况有更清晰和更准确的了

解。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虽然以上提及的内容至关重要，但目前在拉美和加

勒比地区以及中国尚无此类信息追踪。考虑到未来本报告的编制工作将在每年定期

进行，我们诚邀各界有兴趣人士积极参与，帮助改善本报告所提供的信息。 

本文分析共计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将围绕基础设施项目的定义，奠定研究

方法及统计方法的理论基础；这些知识对能够理解后续章节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部

 
1该报告获得了 Leire González Alarcón 、 Raymundo Román Arteaga 和 Luis Fernando Fos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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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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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将探讨中国企业截至 2019 年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实施的 86 个基础设施项目，并

重点分析其主要特征。最后，第三部分将简要介绍本报告的主要结论和一些未来需

要考量的重要方面。 

 

1. 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基础设施项目统计的理论和方法框架 

我们知道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贸易、融资及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统计时因

采用不同的方法而存在数据不一致的现象，对于基础设施项目而言，问题甚至更严

重：目前尚无关于中国在该地区基础设施项目的统计数据。 

基础设施项目被理解为客户方通常通过投标或者有时通过直接指定的方式与供

应商订立合同，后者为客户方提供相应服务，项目的最终产权属客户方所有。从多

方面看来，以上定义非常重要。 一方面，它几乎可将无数的流程和活动整合到基础

设施项目中，而不单是工程建设，还能整合基础设施项目所涉及的全球价值链众多

环节2：理念、设计、各阶段建设以及诸多建设后环节（例如监控、维护以及相关的

运营管理）甚至其他服务（例如消费者服务）等。其次，基础设施项目通常在来自

公共部门的客户与私营或公有制企业之间进行，尽管在实践中，无论是客户还是供

应商，都有不计其数的公私合营、本国或外资企业参与。第三，这个定义使我们能

在贸易、融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按程序及统计方式进行区分：正如下文讨论，基

础设施项目可以有多种融资形式（公共、私人、本国或外资等），而且与工程本身

 
2 关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各产业多样性的研究，请参见 Infralatam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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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开展无关。然而，更重要的是其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别，在许多情况下，这

两个概念经常被不加区分地使用：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投资的所有权始终由投资企

业所有，并不存在所谓的客户方与供应商之间的项目合同，就基础设施项目而言，

项目产权是属项目合同的客户方所有3；以此角度看来，所有权要素成为区分对外直

接投资与基础设施项目的根本。4 

为了能更好地理解本报告第二部分信息和分析，我们还需另外补充强调两个重

要方面。 

首先，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CGTI Tracker 2020）是目前也是多年来唯一

尝试统计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基础设施项目的信息库，其中包含了“北美洲”和“南美洲”

的数据。近年来该数据库在区分“投资”和“工程合同”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努力，但在如

何定义及区分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与基础设施项目（不一定是“工程合同”）方面还不够

明确，并且最重要的是，该数据库仍保有对数百项“问题交易”的统计记录，在这些数

据中并没有将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与基础设施项目区别开来，也没有解释它们面临的

“问题”或指出它们是否可以作为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或基础设施项目被统计。该数据库

甚至允许将上述两类项目叠加在一起统计，基于上文基础设施项目的定义和区别，

 
3 大多数情况下，项目所有权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存在有些基础设施项目供应商使用该项目产权作为

客户向其付款的一部分。 
4 根据这一定义，中国企业在传统基础设施领域（例如港口或者通讯业）没有通过签订合同、进行招

标流程或项目产权不属于客户方的案例没被视作基础设施项目，而是被作为对外直接投资项目被统计
在《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直接投资报告》中（Dussel Peter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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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几乎意义不大。5 尽管存在严重的局限性，CGTI Tracker仍就是目前中国在

全世界（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基础设施项目的最重要数据库。 

另外，自 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英文简称BRI）（融合了“新丝绸之路”

战略）作为“具有中国特色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Dussel Peters 2018）基本已成为

其主要工具和旗舰，该倡议重点强调发展互连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并且自提出以

来不断完善 （Long 2015; Xi 2018）。6 “一带一路”倡议给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基础设

施建设提供的机遇和该地区在此领域的巨大需求表明，未来该地区中国基础设施项

目将持续大幅增长。由此看来，基础设施项目可以被理解成中国自二十世纪 70 年代

后期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验的一部分（Gransow 2015）。此外，中国在全球及拉美

和加勒比地区的基础设施合作中以“交钥匙工程”脱颖而出，即为将项目从融资、设计

直至工程后期环节的所有分解部分整合到一起，这在拉美地区引发了关于学习过程

和技术转让 （Dussel Peters，Armony和 Cui 2015）以及对劳动力和环境可能产生

的潜在影响（IISCAL 2018； Salazar Xirinachs，Dussel Peters 和 Armony 2018）

 
5 根据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2020）的统计信息显示，截至 2019 年，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共有

1700 个“工程合同”，总金额为 8292.2 亿美元；2005-2019 年间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有 128 个“工
程合同”，总金额为 611.9 亿美元，此外还记录有 28 个“问题交易”，共计金额为 433.8 亿美元，这些
数据间差异较大，而且“问题交易”的金额占在该地区“工程合同”总额的 70.89%。 
6 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之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理念（Xi 2019）提出以来，一直都存在着

关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何时能加入其中的讨论。事实上中国很早就已在该地区实施了数十个基础设施
项目，在 2018 年 1 月召开的拉共体-中国论坛上，中国明确指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
的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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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系列讨论。除上述讨论外，从中国的视角来看，比起在贸易、融资和直接投资

领域，中拉间任何形式的基础设施合作都将代表最复杂和最高水平的双边关系。 

基于上述标准，本文第二部分将使用专为该报告建立的数据库。其统计方法以

本报告提出的基础设施项目定义为基准。具体而言，该数据库基于中国全球投资追

踪数据库（2020）、Dussel Peters、 Armony 和 Cui (2018) 所使用的数据以及学术

网专家成员的贡献。以上信息都经过了细致的复核，在此过程中我们重点关注了项

目的起始日期、接收国、具体项目内容、产业分布和中国供应商企业（和其企业总

部）及其所有权类型、交易金额、创造的直接和间接就业总量。每个项目信息的复

核都需要投入了大量时间，例如：我们需要排除已开始但后来被取消掉的项目，以

及这些项目对应的每个参数。为了核实信息，我们优先使用企业（包括客户方和服

务供应商）自有信息来源、公共信息来源（中国驻项目所在国大使馆、商业机构和

工会等）以及具有可比性的媒体信息来源；有关每个项目涉及企业的所有权类型和

企业总部的信息，我们则进行了额外的逐一复核工作。 

 

2. 截至 2019 年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基础设施项目的主要成果 

考虑到 2005年前中国没有对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统计记录，下文将主

要介绍 2005-2019 年期间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开展的基础设施项目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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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整个期间内共计统计到 86个中国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金额总计为 768.68

亿美元，创造就业总量为 273869个7。 

 

2.1. 总体特征 

表 1 反映了中国在该地区基础设施项目的主要趋势和一些显著特点。一方面，

近年来尤其在 2005-2009、2010-2014 和 2015-2019 年期间，项目数量、项目金额

和创造就业量强劲增长，例如:在上述三个时段内，中国基础设施项目的总金额从

10.89亿美元分别增长至 210.44 亿美元和 547.35亿美元。另一方面，这些项目反映

了日渐加强的多样化（将在下文反复探讨），例如：从项目金额来看，仅在 2015 年

开展的 8 个基础设施项目就高达到 226.22 亿美元，为目前最高水平；而如果从项目

数量来看，2019 年中国共计开展了 16 个项目，是目前统计项目数量最多的一年，

然而项目金额总和仅为 96.17亿美元。表 1计算出的各项系数反映了基础设施项目日

益多样化的情况：单位项目的平均金额从 2005-2009 年间的 2.72 亿美元增加到

2015-2019 年间的 10.73 亿美元，其中 2015 年最高，为 28.28 亿美元，但在 2019

年再次下降至 6.01 亿美元。同样地，除 2016 年以外，单位项目所创造的就业量似

乎也明显下降：2010-2014 年间，单位项目平均创造就业量为 4197 个，但自 2017

年起，这一水平减少至不足一半 。 

 
7在创造的就业总量中，直接就业岗位占比 56.77％，间接就业岗位 37.65％，永久就业岗位仅为

3.4％。即便信息是符合实际的并且有考虑到基础设施项目所创造就业的特征，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
分解有关创造就业信息方面的困难：只有在少数案例中可以分解出间接和永久就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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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础设施项目按国别分布情况 

表 2 反映了 2005-2019 年间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基础设施项目主要接收国

的大量信息。其中的一些方面值得关注。首先，南美地区聚集了大部分来自中国的

基础设施项目，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加勒比海地区、中美洲和墨西哥该类项目

数量甚少：在 2005-2019 年间的 86 个项目中，有 72个（或 84％）是在南美地区开

展，分别占拉美地区项目总金额的 89.7％和创造就业总量的 89％。其次，分布在阿

根廷的项目金额最高，在 2005-2019 年间的 17 个项目高达 306.18 亿美元（占拉美

和加勒比地区总金额的 39.83％），创造就业 26205 个，在区域总量中占比（9.57%）

非常低。第三，2005-2019 年间在巴西实施的 8 个基础设施项目非常重要，虽然平

均单位项目金额仅为 5.94 亿美元，并且远低于拉美地区、阿根廷和秘鲁等其他国家

的平均水平，但属劳动密集型：单位项目创造就业高达 8049 个，远高于分布在该地

区的其他项目。第四，与预期相反并与中国在委内瑞拉贸易和融资领域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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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ña 2019）不一致的是，中国在该国仅实施了 7个基础设施项目，2015-2019 年

只开展了 2个金额为3.84亿美元（占在该区域总额的 0.7％）的项目，创造就业 600

个（占在该区域总量的 0.45％）。第五，在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这两个较小的国家，

中国基础设施项目发挥了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最大的影响（图 1）：分布于玻利维亚

的 12 个项目高度集中在 2015-2019 年间，总金额高达 40.3 亿美元，共计创造就业

27626 个；分布于厄瓜多尔的 17个项目，总金额高达 92.65亿美元，创造就业超过

7 万个。由此看来，厄瓜多尔这个在拉美和中国都不多为人知的国家，可以成为“一

带一路”倡议框架内重要的案例，这 17个基础设施项目也对该国的能源格局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而且这些项目都有顾及环境和劳工等议题（Garzón 和 Castro 2018）。

第六，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也是中国基础设施项目的重要目的地（虽然该区域内有

部分国家与台湾建交），在 2005-2019 年间，中国共计在该区域开展了 14个基础设

施项目，金额多达 79.88 亿美元，创造就业 3 万个，其大部分集中在 2015-2019 年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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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础设施项目按产业分布情况 

表 3 清楚地反映了 2005-2019 年间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基础设施项目的产

业分布格局。一方面，在整个期间能源和交通类项目共计 61 个（占总数的

70.93％），项目金额为 680.09 亿美元（占总金额的 88.47％），创造就业 224930

个（占总量的 82.13％）。上述两个行业在整个研究时间段内是最重要的（例如：

2005-2009 年间，100％的基础设施项目都集中在能源领域）。另一方面，虽然该产

业分布结构特点在 2015-2019 年间的项目中突显（见图 2），但与此同时中国企业

在港口、通讯以及卫生部门（医院）、水处理甚至在军事领域等行业也实施了重大

项目。换句话说，除了在能源和交通运输领域的卓越表现，与往期相比，2015-2019

年间中国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所涉及的行业得到扩展和增长，实现了多元化。

第三，2005-2019 年期间能源类基础设施项目的杰出表现（占项目总数的 43.02％、

总金额的 63.68％和创造就业总量的 66.56％）也有助于理解其规模的总体特征： 

2005-2019 年期间 37 个能源类项目平均单位项目创造就业 4927 个，单位项目金额

高达 13.23亿美元，均创下了史上最高水平。相比之下（图 2），2005-2019 年间的

4 个通讯类项目平均单位项目金额仅为 1.61 亿美元，单位项目创造就业 408 个（表

3）。最后，特别在近期的两个时段内（2010-2014年和 2015-2019 年），中国基础

设施项目单位项目创造就业量显著下降，而单位项目金额却大幅增加，尤其是在能

源和运输领域，也就是说基础设施项目的资本密集度增加，这也是各项目产业分布

多样化的结果。由此，单位就业量所对应的项目金额有明显增长，从 2010-2014 年

的 16.2万美元增加到 2015-2019 年的 40.6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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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基础设施项目按中国企业所有权类型分布情况 

2005-2019 年间中国在该地区开展的 86 个基础设施项目在供应商企业所有权类

型方面表现出非常重要的特征（表 4）。8 2005-2019 年间，82个项目由公有制企业

实施，其中 2家为市级企业，其余 80家企业属中央政府所有，另外有 4个项目是由

私营企业实施：在此期间，项目总额的 97.99％ 和创造就业总量的 98.18％归功于公

有制企业。2015-2019 年间“公共部门无处不在的影响力”（Dussel Peters，2015 年）

仍然存在，多达 95.35%的项目企业为公有制企业，占有在地区项目总额的 97.99%

和创造就业占总量的 98.18%，尽管如此，参与企业所有权类型仍经历了一个轻微的

多元化过程：4 家私营企业首次参与到基础设施项目中来 。应指出的是，目前与公

有制企业相比，在基础设施项目中中国私营企业的单位项目金额和单位项目创造就

业量上都大大低于前者：2015-2019 年间，4 家私营企业占有项目金额为 2900 万美

元，平均创造就业 130 个，而国有企业的项目金额则高达 10.73 亿美元，创造就业

量多达 2643 个。 

 
8在阿根廷 Loma Blanca 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风电场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中，由两家中国企业参

与：中国电力建设集团（PCCC）和新疆金风，它们分别是公有和私营企业。 然而，详尽的信息复核
使我们得出结论，在此项目中 PCCC拥有多数参与权，并且是中央政府的公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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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Atucha 三期和四期项目10外，中国电力建设集团（中国水电集团在该地区有多个

项目）、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中国能源工程集团和中国铁建集团是 2005-2019 年间

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实施基础设施项目最多的中国企业。这种高度集中的趋势在

2015-2019 年间更加突显，期间尽管有一批新的公有制企业（中粮集团，哈尔滨电

气集团和国家电网等）和私营企业（远景集团，华为和岚桥集团）参与进来，排名

靠前的 5 家公有制企业仍居至关重要的地位，共计占有 2015-2019 年间在该地区项

目总数的 54.9％、项目总额的 80.36％和创造就业总量的 38.12％（见图 3）。此外

有趣的是，这五家企业在不同时期内，单位项目平均金额、单位创造就业所对应项

目金额和单位项目创造就业系数有着明显差异，这反映出尽管企业通常专攻某些特

定领域，但它们也具有财务和技术能力开展多样化的项目；例如：中国交通建设集

团 2005-2019 年期间在该地区开展了 15个项目，涵盖了港口、桥梁、公路、地铁、

天然气管道等基础设施领域。 

 

 
10 2015 年签署的阿根廷 Atucha 三期和 Atucha 四期项目在 2016-2019 年期间曾多次重新谈判和推迟

（此外，所用技术及其高成本也受到严重批评）并于 2020 年恢复（Pérez Izquierdo 2020），然而在
阿根廷深重的经济危机面前，该项目的实际可行性仍受到严重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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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报告得出的结论和建议是多种多样的，这里我们仅指出其中一些。我们以基

础设施项目的定义为基本，与中国在拉美地区进行的其他类项目加以区分，力求及

时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做出贡献。中国企业在研究时段内

实施的 86 个基础设施项目（与其他数据来源中不加区分所使用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其

他“建筑工程”不同）在 21 世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有重要的基础设施需求以及中国在

此领域提议积极合作的背景下，取得了显著成果。虽然当前新型冠状病毒（Covid-

19）流行，但预计中国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将继续保持本报告研究时段内的增

长趋势 。 

无论从接收国家、产业分布、参与企业或其所有权类型来讲，中国在拉美和加

勒比地区基础设施项目愈发多样化，但在 2005-2019 年间“公共部门无处不在的影响

力”致使大部分项目由少数企业主导，并高度集中在个别少数行业。尽管如此，更重

要的是需要承认中国企业愈发重视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等地区，尤其是通讯和港口等

行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而且中国民营企业已开始参与到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中。  

本报告通过逐条项目统计建立了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基础设施项目数据库

（期望在未来年度报告中继续提高信息质量和数量），其所得结论具有深远的政策

意义。在此我们重申《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优先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19-

2021）》，其中明确指出双边基础设施项目合作中技术转让方案和具体流程，以及

有关项目交易的详尽分析，包括项目合同、“交钥匙”工程、与其他国际企业的比较、

劳工和环保问题以及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基础设施项目所获取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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