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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正
在吸引全球各國的目光，許多國家積極參與到這一

中國政府提供的「最大國際公共產品」中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前
夕，玻利維亞前總統基羅加專門為香港文匯報撰文，從拉美政治家的獨特
視角，縱論「一帶一路」對拉美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影響及其全球意義。
文章全文如下：

編 者 的 話

拉丁美洲國家近年經濟發展迅速，
不少地區紛紛加強與拉美的政治及經
貿關係，其中歐盟有感中國及美國在
拉美的影響力有上升趨勢，於是不敢
鬆懈，加大對當地的投資力度，以求
在拉美的龐大市場分一杯羹。
基於歐洲與拉丁美洲的歷史、文化
及經濟關係，歐盟成立後，決定繼續
維持與這地區的緊密合作及政治對
話。自1999年起，歐盟便與拉美國家

不定期舉行峰會，2013年後更將峰會
確定為兩年一次，以鞏固雙方之間的
合作。
對於歐盟而言，拉美及加勒比海地

區國家是他們的第5大貿易夥伴，總貿
易額逾2,000億歐元(約1.7萬億港元)，
巴西及墨西哥便佔當中逾一半；在貨
品貿易方面，歐盟更是繼美國及中國
後，拉美的第3大貿易夥伴，主要與拉
美貿易的歐盟國家為德國、西班牙及

法國。歐盟同時是拉美地區的主要投
資者，佔當地外國直接投資(FDI)的
35%。
英國早前啟動脫歐程序，如談判順

利將在兩年內完成，屆時英國便正式
脫離歐盟。有見及此，不少拉美國家
最近開始考慮，未來與英國以至歐盟
的貿易關係是否需要作出改變，以保
障自身最大利益。

■巴巴多斯Nation News網站

巴西去年爆出重大貪腐醜聞，導致總統羅塞
夫被彈劾下台。不少觀察家當時認為，金磚五
國(BRICS，即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及南
非)對巴西而言已成過去，有巴西分析師更相信
該國是時候離開。不過，金磚五國對巴西有着
不可多得的作用，更可透過與中國的合作，重
新出發。
憑着金磚五國成員國身份，巴西可與中國及

印度的領導層，進行直接及制度化的交流。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去年預測，直至2020年，中印

兩國在全球經濟增長佔當中逾40%，遠超美國
的10%。由此可見，巴西能藉着與中國在貿易
上的合作關係，重新振興經濟。
此外，在本世紀初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

資銀行及由金磚五國領導的新開發銀行，因
為基礎穩健，不受經濟危機影響，而巴西身
為這兩間銀行的創始國，理應好好把握機
遇，將發展重點放在亞洲，帶領國家走出政
經危機。

■Americas Quarterly網站

歐盟加大投資拉美 圖分一杯羹 金磚五國身份 助巴西重新出發

玻利維亞前總統 倡「帶路」延伸太平洋彼岸

拉美已發生三大改變，第一，中國過
去13年與南美洲建立了緊密經濟聯

繫。其次，拉美民粹主義已經式微。第
三，從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
定」(TPP)可以預見，特朗普當選美國總
統將破壞美洲國家的經濟整合。

中國與南美的經濟聯繫
南美的1998至2003年被稱為「失落

的五年」，它得以邁進2004至2014年
的「黃金十年」，全賴中國協助。南美盛
產礦物、能源及食材，中國是主要買家，
帶動相關商品價格上升，包括智利的銅
礦、阿根廷或巴拉圭的大豆、巴西的鐵礦
及穀物、秘魯的黃金、烏拉圭的牛肉、玻
利維亞的錫礦、委內瑞拉及厄瓜多爾的原
油，以及哥倫比亞的煤。

美國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由於中美
洲與加勒比地區(CAC)和墨西哥經濟依賴
美國市場，因此受到衝擊。與此同時，隨
着中國經濟向好，讓南美繼續維持增長。
這道分界線顯而易見︰巴拿馬運河以北的
經濟引擎仍是美國，運河以南的地區則由
中國推動。
中國成為了墨西哥南部的商品主要買

家，作為貸款人和活躍投資者的地位也漸
趨重要。不過，要與南美達成全面、長久
的合作關係，中國仍面對挑戰。
對於墨西哥和CAC這兩者，中國的影

響力並不相同。墨西哥主要向美國出產製
成品，CAC則向美國出產布料，兩者都
將中國視為進軍美國市場的競爭對手。另
一方面，中國需求推高食材及燃料價格，
它們也是CAC的主要入口。因此，中國
的經濟影響力在南美舉足輕重。美國過去
一直主導墨西哥和CAC，但特朗普上台
為它們的未來帶來不明朗因素。

南美民粹主義式微
在過去大宗商品興盛時期，南美很多

國家由民粹政府執政︰委內瑞拉的查韋
斯、巴西的勞工黨、阿根廷的基什內爾和
克里斯蒂娜夫婦，這些政權傾向企業國有
化、推行大規模公共開支、訂下難以持續
的低物價、封殺自由貿易，並普遍對外資
不友好。

不過，隨着商品價格(尤其油價)自2014
年起下跌，選民對民粹政權的貪污及濫權
忍無可忍，政治風向開始改變。阿根廷人
趕走了克里斯蒂娜，選出了親市場的馬克
里為總統；巴西有特默、巴拉圭有卡特
斯、秘魯有庫琴斯基、哥倫比亞有桑托
斯，以上全是立場中間偏右、對市場友好
的政府。智利及烏拉圭的政府雖左傾，但
同樣對市場友好。至於區內餘下的政權，
玻利維亞總統試圖修憲但失敗，料於
2019年大選離任。委內瑞拉則深陷經濟
危機，通脹之嚴重是全球數一數二，犯罪
率高企，食物及藥物短缺，外匯儲備及石
油產量俱下降，總統馬杜羅民望極低。

南美民粹勢力衰落，現屆政府普遍對
中資和貿易持開放態度，為對華合作提供
更優秀的結構性框架。

特朗普當選對拉美的影響
美國史無前例地選出一位結合極左保

護主義和極右反移民主張的總統。特朗普
尤其針對墨西哥，他承諾要驅逐1,100萬
名非法移民，扣起移民從美國寄出的匯
款，用以興建美墨圍牆。他又揚言要提高
進口稅，並廢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
TA)。這不僅令墨西哥擔憂，拉美不少國
家的經濟也依賴來自美國的匯款。特朗普
的貿易立場最終會損害所有CAC國家，
以及與美國達成自貿協定的智利、哥倫比
亞及秘魯。

「一帶一海路」

中國與南美的經濟互相依賴，南美的
民粹勢力瓦解，特朗普政府成為墨西哥及
CAC的巨大威脅，這都為中國提供一個

絕佳機會，是時候提出與拉美全面合作的
計劃。
最初由美國牽頭的TPP名存實亡，中

國提出的新計劃應把握這一點。墨西哥正
需要一個可靠貿易夥伴(不像美國那般)，
CAC也如是。南美也有必要與中國深化
貿易合作。
習近平已承諾對抗氣候變化，並擔當

起全球自由貿易的領袖，進一步而言，中
國能夠將「一帶一路」計劃延伸至太平洋
彼岸，推出「一帶一海路」倡議。該倡議
應以貿易、貸款、投資和尊重為基礎(不
驅逐、不歧視)，並包含一個嶄新的貿易
框架、擴闊孔子學院網絡。由中國牽頭的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也應在拉美扮演積
極角色。拉美已經準備好與中國合作。
正當某人打算興建圍牆，意圖造成分

裂及隔閡，這正是中國釋出訊號、在亞洲
與拉美之間建立橋樑的理想時機。
中國與拉美合作有無數潛在好處，舉

例說，中國是製造業的龍頭大國，而南美
蘊藏全球近90%的鋰(在玻利維亞、阿根
廷及智利之間的三角區域)。生產鋰電池
是新趨勢，只要中國與拉美合作，就能在
競爭中脫穎而出，研究出更潔淨、更具效
率的生產方式。

機遇的窗口就在當下︰中國與拉美的
「一帶一海路」倡議。

【本文中文稿獨家供香港文匯報】

57歲的基羅加現任馬德里
俱樂部副主席。他年輕時曾赴
美國求學，修讀工業工程及工
商管理，畢業後在當地的國際
商業機器(IBM)短暫工作，並
於30歲前學成歸來，在玻利
維亞商業銀行工作時嶄露頭
角。基羅加其後加入政府，先
後任職玻國駐世界銀行及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代表，
更在2001年以41歲之齡當上
總統。
基羅加於1960年5月5日在
玻利維亞的科恰班巴出生。他
在當地中學畢業後，到美國得
州農工大學工業學院修讀工業
工程學士，其後再於得州奧斯
汀市聖愛德華大學取得工商管
理碩士學位。完成學業後，基

羅加在得州奧斯汀的IBM私
營部門工作。
1988年，基羅加回到玻利

維亞，加入玻利維亞礦業公
司，及後轉到玻利維亞商業銀
行，任職專案和投資副總裁，
其後加入民族共和國民主黨
（ADN），正式步入政壇。
1989年，基羅加成為規劃部
公共投資與國際合作副部長，
1992 年升任財政部長。此
後，他先後被任命為玻利維亞
駐世銀及IMF代表，又曾當安
第斯開發公司(CAF)總裁。
1998年，基羅加晉身權力核
心並當選玻利維亞副總統，成
為該國史上最年輕的副總統，
3年後更成為玻利維亞總統，
直至2012年退任。

「一帶一海路」
連繫中國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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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的南美的「「黃金十年黃金十年」」全賴中國協助全賴中國協助。。圖為圖為
智利向亞洲出口銅智利向亞洲出口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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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總統馬克里阿根廷總統馬克里、、巴西總統特巴西總統特
默都對市場友好默都對市場友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特朗普興建美墨圍牆特朗普興建美墨圍牆，，
令墨西哥反感令墨西哥反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玻利維亞前總統玻利維亞前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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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維亞簡介
人口：1,020萬

面積：110萬平方公里

主要語言：西班牙語、克丘亞語、

艾馬拉語、瓜拉尼語

主要宗教：基督教

貨幣：玻利維亞諾

■南美盛產礦物，例如秘魯黃金。
資料圖片

■■拉美正經歷重大轉變拉美正經歷重大轉變。。圖為圖為
玻利維亞拉巴斯玻利維亞拉巴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5月14至15日的「一

帶一路高峰論壇」會見多國領袖，吸引全球關

注。同時，地球另一邊的美洲正經歷重大轉

變，中國可放眼太平洋彼岸，把握美洲的機

遇，推出連繫中國及拉美（墨西哥、加勒比海國家、中美和南美國

家）的「一帶一海路」(Belt and

Sea Lane)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