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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拉丁美洲是发展中国家最早开启一体化进程及

区域经济合作的地区，在一体化格局上，呈现多层

次、多重合、且分散交叉发展的特征。近年来，由于

新冠疫情以及不利的国际市场环境影响，再加上结

构性痼疾困扰及政治对立加剧，致使拉美一体化举

步维艰。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加强

次区域组织的经贸合作，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显

得尤为迫切与重要。南方共同市场（以下简称南共

市）和太平洋联盟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两个次区域经

济集团，分别涵盖了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

以及墨西哥、智利、秘鲁、哥伦比亚这几个主要经济

体。推动两个次区域组织交流与合作，继而实现多

元化及自主外交，不仅是双方的共同利益诉求及战

略目标，而且是解决当前拉美一体化停滞的有效举

措。近几年，智利、巴西、阿根廷等成员国积极发挥

桥梁作用，积极助推双边经贸合作，2014年6月，太

平洋联盟第九次首脑峰会上，与会成员国首次明确

提出并一致同意，与南共市建立对话合作机制。

2018年，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的经贸合作取得突破

性进展，双方在墨西哥巴亚尔塔港举办的第13届太

平洋联盟峰会上，正式签署《巴亚尔塔港行动计

划》，不仅承诺共同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推进地区一

体化，深化贸易合作，而且确定了关于原产地准则、

海关合作、贸易便利化、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内

容。拉美地区资源丰富，是当前最具发展潜力的新

兴地区之一，也是中国“一带一路”中的重要战略地

区。通过了解拉美两个最重要的次区域组织经贸

合作的现状及深度，进而把握拉美一体化的趋势，

对进一步扩展中拉合作具有积极意义。

二、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经贸合作现状

21世纪以来，大宗商品周期及外部市场需求是

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双边贸易流量的主要影响因

素，而经济体量较大的成员国间的经贸合作对双边

贸易往来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从外部因素来看，

拉美国家历来对美欧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程度

较高，而多数国家产业结构单一且薄弱，主要依靠

农产品和矿业产品出口。因此，双边贸易额受国际

贸易条件影响较大，呈正相关波动变化态势。从内

部因素来看，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国的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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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太平洋联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简称南共市）是拉美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次区域经济组织，促进

双边经贸合作是双方的共同利益诉求与现实选择，也是拉美一体化的新尝试。智利与南共市互为重要贸易

伙伴，墨西哥、巴西分别为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最大的经济体，两国产业内贸易程度较高，且在汽车及零配件

产品上生产互补性强，成员国间友好经贸关系有力助推双边贸易合作发展。虽然双方有强烈的合作意愿并

取得阶段性进展，但目前来看，挑战大于机遇，如何发挥地区大国领导作用，解决基础设施短板问题，统一并

协调市场竞争规则等是未来合作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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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经贸关系则有力助推双边贸易合作发展。智利

与南共市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而墨西哥、巴西分

别为两个次区域组织最大的经济体，两国产业内贸

易程度较高，且在汽车及零配件产品上生产互补性

强。成员国间签订的《经济互补协议》及《自由贸易

协定》促使双方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不断提升。

（一）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双边贸易现状

从2000年至 2021年的整体交易数据来看（图

1），双边贸易经历了繁荣、减速、复苏这几个阶段，

并与国际贸易条件呈正相关。受贸易保护政策影

响，南共市长期保持对太平洋联盟贸易顺差。21世

纪初期至2013年，是双边贸易的繁荣期，其贸易额

高速增长，由于大宗商品超级周期促进了拉美地区

整体经济的复苏，也带动了区域内贸易额稳步上

涨。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及全球经济低迷的影

响，拉丁美洲整体经济衰退严重，双方交易额降至

历史低谷。该地区在经济上对外依赖度高，欧美国

家及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缓慢，抑制了对初级产品

及制成品的需求，因此该类产品的国际价格大幅下

跌，导致拉美整体经济出现负增长，2009年南共市

对外出口总额同比减少了 21.8%。外部市场的冲

击，国内需求的疲软直接影响了拉美区域的内部交

易额。2010年，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刺激了拉美经

济的发展，2011年内部贸易额达到近二十年峰值。

图 1 2000-2021年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贸易额（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数据库，https://esta-

disticas.mercosur.int。

2013年是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双边贸易的分

水岭，呈“V”字形走势，先跌后升。一方面，世界经

济呈疲软态势，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大幅回落，贸

易条件恶化，外需低迷导致国际贸易陷入低谷。另

一方面，拉美国家内部结构改革迟缓，宏观调控政

策难度大，经济政策效应有限。受上述因素影响，

拉美地区整体经济萎缩了0.5%，南共市与太平洋联

盟贸易额持续探底。2016年，贸易额探底回升，主

要得益于大宗商品的价格反弹以及外部市场需求

的回调。2017年8月，尽管委内瑞拉被无限期中止

成员国资格，但是在外部利好形势下，地区经济增

长继续保持企稳态势，同年，南共市对太平洋联盟

出口额达20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5.72%。2020年，

在新冠肺炎疫情、逆全球化浪潮和国际市场环境持

续走低等多重外部冲击下，双方进出口额同比下降

了14.5%。2021年，南共市对太平洋联盟出口逆势

增长。全球经济形势回暖、拜登政府对拉美政策的

调整都刺激了拉美地区经济的复苏，也成为拉美区

域内部交易额上涨的有力推手。

（二）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成员国间贸易

无论是区域一体化还是次区域组织的经贸合

作，必然需要强大的推动力量作为支撑，而经济利

益是最重要的主导因素。从2021年南共市与太平

洋联盟成员国之间的进出口额来看，南共市与太平

洋联盟之间的贸易主要集中在巴西、阿根廷、墨西

哥、智利这几个经济体量较大的国家（表1、2）。究

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与双方签订的投资与贸

易协定有关；第二，各国的经济体量决定了双边贸

易规模。

表 1 2021年南共市成员国对太平洋联盟成员国出口额

（单位：亿美元）

国家

阿根廷

巴西

巴拉圭

乌拉圭

智利

41.75

70.19

9.94

1.27

哥伦比亚

11.3

33.47

0.18

0.36

墨西哥

6.95

55.6

0.23

1.44

秘鲁

19.95

30.74

1.7

1.05

表 2 2021年南共市成员国自太平洋联盟成员国进口额

（单位：亿美元）

国家

阿根廷

巴西

巴拉圭

乌拉圭

智利

6.56

44.21

1.11

0.86

哥伦比亚

3.18

20.13

0.43

0.29

墨西哥

13.43

45.61

1.63

2

秘鲁

1.72

11.81

0.17

0.3

资料来源：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数据库，https://esta-

disticas.mercosur.int。

1.巴西与智利双边贸易。巴西是南共市国家中

与太平洋联盟成员国签署协议最全面的国家（表

3），与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均签署了《投资合作

与便利化协定》及《经济互补协定》。从协议内容来

看，《经济互补协定》建立在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

（ALADI）框架内，是一种双边或多边联盟协议，主要

国际商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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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货物贸易（不包含商业规则与关税范围）作出相

关规定，通过充分利用签署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市场

和竞争优势来刺激投资，因此可以有效促进各国之

间生产要素与互惠贸易的最大化与多样化。巴西

在其成员国中经济体量最大，2021年，巴西与太平

洋联盟贸易额占两个次区域组织贸易总额的

71.02%，且主要集中在墨西哥、智利两国。

巴西是智利在拉美的重要合作伙伴，巴西主要

自智利进口铜及制成品、鱼类等海产品、矿砂、酒类

等，出口矿物燃料、汽车及零配件、肉类、机械零配

件等 。巴西与智利的合作主要得益于《南共市-智

利第35号经济互补协定》（ACE35）及《巴西-智利自

由贸易协定》。《经济互补协定》的实施，在消除非关

税壁垒、简化通关手续、降低交易成本上发挥了重

要作用。此外，为进一步深化协定内容，2008年智

利与南共市将服务贸易纳入该协定。据智利商务

部统计，在双边跨境贸易中，该协定利用率高达

88.1%。2018年，双方签订《巴西-智利自由贸易协

定》，针对贸易便利化、服务及电子商务等非关税领

域政策作出了规范。相较《经济互补协定》，《自由

贸易协定》的范围更广、更全面。协议签订后，双边

贸易额突破新高，2018年双边贸易额占南共市与太

平洋联盟贸易总额的25.53%。2021年9月该协议正

式生效，进一步促进了双边贸易流动，助推疫情复

苏。

2.巴西与墨西哥双边贸易。巴西也是墨西哥在

拉美地区的最大出口市场及对外投资目的国。作

为拉丁美洲的重要经济体，2020年，两国GDP占拉美

国内生产总值的53.66%。由于其硬实力和软实力，

在次区域集团作用突出，制约并影响区域一体化的

进程。除了《南共市-墨西哥第54和55号经济互补

协定》（ACE54、ACE55），两国还单独签署了《巴西-墨

西哥第53号经济互补协定》（ACE53）及《投资合作与

便利化协定》。《巴西-墨西哥第53号经济互补协定》

（ACE53）包括规范货物贸易的条款，如技术标准、卫

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原产地规则及争端解决，并对

792种产品给予互惠制关税待遇。2015年，两国进

一步就市场准入制度、原产地规则、技术性贸易壁

垒、服务、政府采购、贸易便利化等达成一致。2020

年12月，两国同意对农产品、工业品等关税实施优

惠政策，并签订补充协议。市场准入的扩大及关税

优惠政策的实施，刺激了双边贸易流量与两国经济

规模的同步增长。

巴西与墨西哥两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

2020年其指数达到0.55，且集中在汽车及零配件等

产品。两国在汽车及零配件有很强的生产互补性，

表 3 太平洋联盟与南共市签署的贸易与投资合作协议

南方共同市场

巴西

阿根廷

巴拉圭

乌拉圭

墨西哥

南共市-墨西哥第 54 号、55

号经济互补协定（ACE54，

ACE55）

巴西-墨西哥第53号经济互

补协定（ACE53），巴西 -墨

西哥投资合作和便利化协

定（未执行）

阿根廷-墨西哥第 6 号经济

互补协定（ACE6），阿根廷-

墨西哥相互促进和保护投

资协定

巴拉圭-墨西哥第38号经济

互补协定（ACE38）

乌拉圭-墨西哥第60号经济

互补协定（ACE60），乌拉

圭-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

智利

南共市-智利第35号经济互

补协定（ACE35）

巴西 -智利自由贸易协定、

巴西-智利投资合作和便利

化协定（未执行）

阿根廷 -智利自由贸易协

定，阿根廷 -智利相互促进

和保护投资协定

巴拉圭-智利相互促进和保

护投资协定

乌拉圭-智利相互促进和投

资协定、乌拉圭 -智利自由

贸易协定(未执行)，

秘鲁

南共市-秘鲁第 58 号

经 济 互 补 协 定

（ACE58）

暂无

阿根廷 -秘鲁相互促

进和保护投资协定

巴拉圭 -秘鲁相互促

进和保护投资协定

暂无

哥伦比亚

南共市 -哥伦比亚第 59 号、72 号

经济互补协定（ACE59）, ACE72

（未执行））

巴西-哥伦比亚投资合作和便利化

协定（未执行）

暂无

暂无

暂无

资料来源：根据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http://www.sice.oas.org/agreements_e.asp, 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数据库绘制，http://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I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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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交易的品类繁多，包括货车、小轿车、汽车底盘及

发动机等。汽车及零配件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对墨

西哥的经济发展起关键作用，也是该国与南共市贸

易流量最大的产品。为促进汽车生产一体化，尽快

实现汽车部门的自由贸易，2002年，墨西哥与南共

市签署《南共市-墨西哥第 55 号经济互补协定》

（ACE55），根据协议规定，双方汽车、轻型客车及零

配件的免税配额为35%，并在2019年增加到40%，且

必须符合原产地规则的要求。自2003年协议生效

以来，墨西哥对南共市汽车及零配件出口额呈井喷

式增长，2012年达到近20年峰值，比2002年增长了

44倍。

3.阿根廷与智利双边贸易。阿根廷是拉美地区

的第三大经济体，与巴西、墨西哥、智利互为重要的

经贸合作伙伴，智利是其第四大出口目的国。21世

纪以来，阿根廷对智利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其出口

额占双边贸易总额的76%-95%左右。21世纪初期，

阿根廷对智利出口贸易发展态势平稳向好，整体呈

现平稳增长态势，2012年其出口额达到近20年峰

值，为50.52亿美元，2013年起，呈下滑态势，直至

2017年止跌回升，贸易顺差逐渐收缩。

纵观近 20年两国双边贸易格局演变态势（图

2），究其缘由，主要有二：其一，从进出口商品结

构来看，智利从阿根廷进口主要以中间产品为主，

而此类产品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促进产业集聚

及规模经济，提升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因

此，阿根廷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可以与智利结构性

优势相互交融；其二，自20世纪70年代起，智利坚

持对内改革、对外奉行开放的经贸政策，与不同国

家和地区建立广泛的自由贸易网络，而经济协议

可以有效促进双边贸易往来。自 1996 年《智利-

南共市第35号经济互补协定》（ACE35）生效以来，

受益于外贸程序的简化、农产品和制成品壁垒的

消除、以及交易成本的降低，阿对智出口额增速明

显，而南共市也成为智利的重要出口市场。不仅

如此，2015年，两国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议》，修

改了贸易技术壁垒、服务贸易和投资的现有监管

框架，并增加了关于电子商务、贸易便利化及其他

与贸易相关的条款。2017年，阿根廷与智利签署

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间自贸协定，进一步深化双

边服务业及产业合作。

图 2 2000-2021年阿根廷与智利进出口贸易（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数据库，https://esta-

disticas.mercosur.int。

综上，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具备经贸合作的基

础和条件，且存在巨大机遇和发展空间。从各成员

国间贸易及签署的经贸协议来看，双边合作的深入

程度取决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及贸易开放指

数。从太平洋联盟来看，智利是太平洋联盟中经济

自由度指数最高的国家，且与世界上多个国家签订

自由贸易协定，南共市是其第四大贸易伙伴，与巴

西、阿根廷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经济利益是促成

与南共市的双边合作的重要动力。尽管墨西哥的

进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但是南共市在其对外

贸易中的地位也十分突出。近年来，面对美国的贸

易保护主义威胁，墨西哥积极推动与巴西、阿根廷

的经济互补协定的升级谈判，以及与乌拉圭的自贸

协定的深化，通过与拉美国家的一体化来促进经济

发展。

从南共市来看，两个次区域组织的经贸合作主

要聚焦于巴西与墨西哥、智利等国的双边贸易。由

于巴西经济体量大，且与太平洋联盟各成员国均签

署了经济互补协定，而协议中关税优惠及市场准入

等互惠贸易规则有效刺激了贸易规模的扩大及流

量的增长。巴西与墨西哥不仅是拉美地区最大的

两个经济体，且分别为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的领导

国，两国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并且在汽车及零配

件等产业有很强的生产互补性。此外，巴西是哥伦

比亚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及第四大进口国。2020年，

尽管受疫情影响，两国贸易额下滑明显，但是在太

平洋联盟与南共市双边贸易总额中仍占据重要比

重。鉴于巴西与哥伦比亚的友好经贸关系，可以发

挥哥伦比亚作为新一届太平洋联盟轮值主席国的

作用，继续推动两个次区域组织的经贸合作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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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三、南方共同市场与太平洋联盟经贸合作

的前景展望

南方共同市场和太平洋联盟的关系经历了相对

疏远到逐渐靠近的过程。近几年，南共市成员国从

现实利益与地缘战略角度，大幅调整了对太平洋联

盟的政策，而太平洋联盟也积极促成双边经贸合

作。虽然两个集团的经贸合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仍存在一些挑战：

（一）双边经贸合作挑战大于机遇

政府间政治分歧加深，拉美一体化不确定性加

大。一方面，2018至2019年的大选逆转了左翼执政

占据优势的政局，左右翼之争升级，意识形态及治

理模式分歧加大，由此掣肘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的

发展。南共市成员国政治生态的变化极大地加剧

了地区政治极化，作为南共市轮值主席国，乌拉圭

中右翼政府不仅加强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而且疏远

委内瑞拉等左派政府。2018年10月巴西博索纳罗

为代表的极右翼政府执政后，改变了巴西的政党格

局。2019年阿根廷大选，左翼重掌政权。由于两国

领导人意识形态差异，不仅致使双边关系转冷，而

且导致两国在南共市对外贸易等问题上也存在一

定的分歧，影响南共市的发展与内部团结。另一方

面，结构性矛盾叠加疫情影响，政治风险加大，民众

矛盾激化。2019年以来，太平洋联盟成员国智利和

哥伦比亚爆发大规模社会运动，秘鲁陷入激烈的政

治危机，而南共市主要领导国巴西、阿根廷出现政

治和社会动荡。2020年疫情暴发，拉美国家普遍抗

疫不力，地区经济衰退严重，导致拉美一体化停滞，

为次区域组织合作与发展蒙上阴影。

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贸易保护限制了区域贸易

规模的扩大。南共市成员国实现了内部关税同盟，

为保护竞争力不强的国内市场，设置较高的市场准

入门槛，其共同对外关税高达10%-12%，而对于汽车

类产品最高达到35%。其中，从2014年至2016年，

南共市平均关税是智利的两倍，欧盟和美国的四

倍，加拿大和日本的六倍，此外，由于经济形势严

峻，阿根廷政府长期实行进口管制，虽然马克里政

府执政时期取消了外汇管制及部分农产品出口税，

但是债务危机叠加疫情因素影响，费尔南德斯政府

又表现了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恢复对出口产

品征税，并且对进口商品征收附加税及进口许可证

税。实现双边经贸合作的基础是平等互惠，消除或

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相互开放市场既是必然选

择也是重大挑战。

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在发展模式、战略、成员国

体量、政治经济环境上差异较大。太平洋联盟以推

动经济一体化为宗旨，面向亚太为战略取向，反对

政府干预，成员国经济发展模式和水平相似，政治

制度和经济环境优于其他拉美国家。南共市强调

政府间主义，通过总统间的直接谈判作出重要决定

或解决冲突。无论从经济实力、人口和领土面积来

说，巴西和阿根廷都是拉美地区的佼佼者，由于市

场规模以及生产条件的悬殊，巴拉圭和乌拉圭在区

域内贸易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而利益失衡必然影

响对外合作的步伐。

为了维持超级大国地位以及对拉美地区的控

制，美国势必在政治、经济及安全方面对两个集团

的成员国施压。由于极右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巴西

博索纳罗政府主动亲美，积极与美国特朗普政府达

成“结盟关系”；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

高；智利、哥伦比亚等国与美国经济联系密切，而美

国惯常利用经济、移民等政策控制与拉美各国的双

边关系。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利用“重返美洲”政

策，分化拉美国家形成立场不同的阵营，弱化一体

化趋势。拜登政府上台后，重塑多边主义，回归传

统外交，虽然调整了对拉政策，但是未改变拉美在

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且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

对拉政策，力求重塑美国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美

国的经济、移民、安全政策等是否会影响南共市与

太平洋联盟成员国的联合意识，至今还是不确定因

素。

（二）双边经贸合作利益多于分歧

双边经贸合作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南共市与太

平洋联盟涉及多个成员国，而国家利益是国家生存

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必然存在利益差别与博

弈。区域利益不仅是是各成员国利益的集中体现，

也是区域内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在国家利益

与区域利益中寻找适当的结合点，并协调各方利益

关系，在保证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制定规范制度，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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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同时加强区域内交流与合作，

才能成为推动次区域经济圈不断融合的力量。因

此，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应在现有合作基础上，发

挥巴西等国的“领头羊”作用，解决基础设施、市场

规则等关键问题，探讨合作路径，深化共赢发展。

首先，凝聚共识，发挥巴西、墨西哥等国家的领

导作用。各成员国在综合实力、发展模式存在明显

差异，巴西、阿根廷、智利等核心力量应发挥主导作

用，凝聚其他成员国的共识，实现合作目标。巴西

是南共市成员中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博索纳罗总

统执政后，积极向太平洋联盟靠拢；阿根廷中右翼

政府申请成为太平洋联盟观察员国，加速两大经济

组织的经济整合；作为太平洋联盟的“领头羊”，墨

西哥致力于促进贸易多元化，墨巴两国自贸协定的

谈判重启将推动两个次区域组织的经济协作进程；

鉴于智利与南共市的友好经贸关系，以及南共市观

察员国与太平洋联盟成员国的双重身份，自巴切莱

特政府以来，智利一直积极助推两个次区域组织的

对话，并倡议双方在取消非关税壁垒、监管协调等

方面加强合作。上述核心力量若能继续发挥牵头

领导的作用，势必推动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经贸合

作向高阶段迈进。

其次，提升两个次区域组织间的互联互通水平，

解决基础设施的短板问题。基础设施不完善不仅

阻碍拉美区域内贸易增长，也是该地区参与全球价

值链程度低的因素之一。2020年《全球竞争力报

告》指出，除巴西外，其他成员国在“升级基础设施

以加速能源转型并扩大电力及信息通信技术的获

取”指标上均低于平均值。在拉美地区，物流成本

占最终产品成本高达18%至35%左右，相较经合组织

（OCDE）国家，其物流成本占比仅为8%。由于基础设

施存量不足，增量乏力，港口容量不足，公路建设落

后，铁路设备陈旧，导致交通运输成本高昂且效能

低下，严重制约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因此，巴西、阿

根廷、秘鲁、智利等国也加快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

步伐，并依托PPP模式吸引国外投资，确定“四横两

纵”铁路路网规划，提振国家经济。基础设施建设

的完善，物流服务质量的提高，将进一步降低交易

成本，进而促进次区域内贸易额的提高。

最后，统一并协调市场规则，是次区域组织经济

合作的关键。便捷的基础设施是促进次区域贸易

发展的硬件，但是只有在规范的市场竞争规则下才

能发挥更大作用。太平洋联盟和南方共同市场应

该在市场准入、贸易便利化和原产地规则等领域加

强合作。虽然太平洋联盟已在区域内实现货物、服

务、资本及人员自由流动，但是南方共同市场的对

外贸易壁垒仍是双边贸易的一个重要门槛。因此，

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若能简化国际贸易相关程序，

如海关、运输、支付及保险等手续，加速资金流、物

流、人流等要素跨境流通，将有效提升贸易便利化

水平，进而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互利共赢。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区域

经济一体化与合作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进

程。区域一体化的好处毋庸置疑，既有利于扩大市

场，提高生产效率，又可以促进更大的规模经济效

应。当区域一体化向世界传达开放的意愿，而非制

造围墙，就会促进与全球市场的接轨。南方共同市

场与太平洋联盟的合作挑战与机遇并存，为了实现

这个目标，双方进行多次谈判并签署了合作协议。

如何尽快实现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区

域内自由流动进而优化配置，以提升区域国际竞争

力，集团内成员国需要达成共识，着眼于整体利益，

共同致力于拉美地区的稳定、发展和繁荣，寻求适

合本地区的合作道路。

四、南方共同市场与太平洋联盟经贸合作

利好中拉携手发展

区域经贸合作发展既要地理邻近，又要经济联

系密切且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拉丁美洲各国拥有

相似的现实处境及利益诉求，寻求经济独立与发展

成为共同目标。200年前，拉美就萌发了地区一体

化的愿景，并开启了理论探索与实践，至今形成区

域或次区域经济组织共同发展的局面。南共市与

太平洋联盟是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次区域一

体化组织，无论从历史渊源，还是从现实利益角度

考量，加强两个组织的交流与合作都是必然选择。

疫情引发的多重负面效应，加剧了拉美的地区性边

缘化风险，导致各国的政治生态、经济发展、社会形

势急剧恶化。而加强团结合作，应对疫情挑战是各

国的共同诉求，也成为拉美一体化砥砺前行的动

力。拜登政府上台以来，虽然缓和了与拉美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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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但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始终是美国制定对外

政策的出发点，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继续奉行“美国

优先”原则，双方现实利益冲突明显，“控制与反控

制”的矛盾始终存在，美拉关系仍处于“若即若离”

的状态。不仅如此，拉美地区历来并非美国全球战

略的重点，大国地缘战略竞争持续向拉美延伸，国

际力量对比变化影响拉美地区，“选边站队”损害拉

美国家的切身利益，因此，抱团维护权益、促进多元

化布局才符合其根本利益。

拉丁美洲的一体化是一条漫长的探索之路。

实现两个次区域组织的融合，涉及多个成员国的

经济发展的变革，因此必定面临各种挑战与困

难。太平洋联盟与南共市是拉丁美洲最为重要且

有发展潜力的两个次区域经济组织，双边经贸合

作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墨西哥、智利、巴西及阿根廷

这几个重要经济体的发展与政策导向。近几年，

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影响，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

成员国间贸易发展迅速，在智利、巴西等重要经济

体推动下，双边已签署合作协议，并取得阶段性进

展。加强双边经贸合作的好处毋庸置疑，通过地

区集体自强，不仅可以提升全球治理参与能力，而

且，区域内市场对于中小企业而言门槛更低，双方

合作可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

会。但目前来看，其挑战仍然大于机遇，如何发挥

巴西、墨西哥的领导作用，解决基础设施的短板问

题，提升互联互通水平，统一并协调市场竞争规

则，针对产业内贸易程度较高的产业，构建区域经

济合作特色，形成次区域合作的重点领域是未来

加强双边合作的突破点。

拉美地区资源丰富，是当前最具发展潜力的新

兴地区之一，也是中国“一带一路”中的重要战略

地区。21世纪以来，中拉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如

何实现“提质升级”合作是未来双边合作的突破

点。全球疫情暴发后，虽然拉美遭遇严重的冲击，

但是中拉贸易仍保持较强的韧性。太平洋联盟秉

持“面向亚太”的战略，其成员国墨西哥、智利、秘鲁

是亚太经合组织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重要

成员之一，并且智利、秘鲁与中国已签署自由贸易

协定。由于南共市贸易保护及经济民族主义政策

倾斜，中国与南共市实现贸易自由化，仍然障碍重

重，因此至今未签署双边自贸协定。自由贸易圈具

有联动效应与拓展空间，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若实

现融合，不仅可以发展成为涵盖拉丁美洲重要经济

体在内的拉美自由贸易区，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拓展

区域外市场，实现资金、技术及市场的多样化，此

外，将有力助推中国与南共市构建自由贸易区。对

于拉美地区来说，推动次区域组织的经济合作，进

而达成一体化的愿景，适应了本地区的发展需要，

顺应了世界发展趋势，虽然道阻且长，但这是必然

的趋势。各成员国拥有深厚的合作基础、共同的发

展愿景，凝聚团结合作共识，赋予地区发展动能成

为共同意愿和现实选择。 ▲

注释：

①2008 年南共市对外出口总额为 2350.25 亿美元，2009 年

南共市对外出口总额为 1838.97 亿美元。南方共同市场

数据库[EB /OL]. https://estadisticas.mercosur.int.

②2021 年，巴西与太平洋联盟贸易总额为 311.77 亿美元，

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总额为 439.56 亿美元，巴西与墨西

哥贸易总额占比 23.05%，巴西与智利贸易总额占比

26.06%。南方共同市场数据库[EB /OL]. https://estadisti-

cas.mercosur.int.

③2020 年，巴西自智利进口铜及制成品、鱼类等海产品、矿

砂、酒类分别为 10.66 亿美元、4.18 亿美元、3.55 亿美元、

1.78 亿美元，巴西对智利出口矿物燃料、汽车及零配件、

肉类、机械零配件分别为 6.6 亿美元、5.7 亿美元、5.53 亿

美 元 、2.82 亿 美 元 。 南 方 共 同 市 场 数 据 库 [EB /OL].

https://estadisticas.mercosur.int.

④2018 年，巴西与智利贸易额为 97.75 亿美元，南共市与太

平洋联盟贸易总额为 382.9 亿美元。南方共同市场数据

库[EB /OL]. https://estadisticas.mercosur.int。

⑤2020 年，巴西 GDP 为 1.445 万亿美元，墨西哥为 1.076 万

亿美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 4.698 万亿美元。世

界 银 行 数 据 库 [EB /OL].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

try/.

⑥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数据库统计

得出的数据.[EB /OL]. https://sgo-win12-we-e1.cepal.org/

dcii/sigci_grubel_lloyd_index_partners/sigci.html?idioma=

e。

⑦2002 年，墨西哥对南共市出口汽车及零配件 0.91 亿美

元，2012 年为 39.92 亿美元。南方共同市场数据库[EB /

OL]. https://estadisticas.mercosur.int/.

⑧Dr. Alan Bollard,“APEC economies’agenda for a more re-

silient Asia- Pacific”, January 28, 2013, https://www.apec.

org/Press/Features/2013/0128_agenda, 2022-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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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Sebastián Galiani,“Sobre la política arancelaria del Merco-

sur y los flujos de comercio argentino”, October 20, 2019,

https://focoeconomico.org/2019/10/20/sobre- la- politica-

arancelaria-del-mercosur-y-los-flujos-de-comercio-argenti-

nos/[2022-6-26]

⑩ Banco Interamericano de Desarrollo, Infraestructura,

“Logística y Conectividad: Uniendo a las Américas, May

2015, https://publications.iadb.org/publications/spanish/

document/Infraestructura- log% C3% ADstica- y- conectivi-

dad-Uniendo-a-las-Américas.pdf[2022-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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