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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全球的大宗商品市场自 2000 年以来经历了迅猛发展，资源丰富的拉美国家因此受益。大宗

商品价格提升，需求量增加，这些都得益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成长（见图

1）。但是，随着与中国相关性的增强，拉美国家却开始关心自己是否会跟着中国增长的放

缓而一起减速。 

在本篇经济观察中，我们将该问题分为三个部分来分析：1）拉美的大宗商品出口集中度有

多高；2）拉美出口对中国大宗商品需求的依赖性有多强；3）出口依赖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有多大。经过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 大宗商品在拉美出口中占有重要比重。大宗商品出口的集中程度一直下降，但却在本

世纪初有所增加，这个时间段恰好与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市场的时间相符。 

•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使其成为全球大宗商品的最大需求国，同时也是拉美地区自

然资源的最大进口国。 

• 在我们的回归模型中，中国与大宗商品出口集中度存在正相关。在我们所选定的大宗

商品中，拉美对中国需求的依赖程度的确在最近十几年里有所增加。 

• 但是，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对中国的依赖性远比出口数据所显示的要弱。 

图 1  
拉美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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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地区的出口集中于大宗商品 
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拉美 7 国（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

拉），并将其与南美 6 国（即上述经济体不含墨西哥）作以比较。如图 2 所示，拉美 7

国出口到主要经济体（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大宗商品约占总出口的一半，而在南美 6

国，这种比例失衡更加严重（见图 3）。 

图 2  
美国、欧洲和中国:  

从拉美进口总值（单位：10 亿美元） 

图 3 
美国、欧洲和中国： 

从南美进口总值（单位：10 亿美元） 

 

图 4 和 5 显示的是前五大出口商品占总出口的比重。我们发现该比重直到上世纪末一直

程下降趋势，但如果只看南美地区，该趋势在本世纪初开始增加，这恰巧与中国加入世

贸组织并深度参与全球贸易的时间相符。  

该地区各国的出口结构也存在明显差异。巴西和阿根廷的出口产品相对多样化，而委内

瑞拉的商品集中程度则最高。以哥伦比亚为例，其出口多样化进程在最近几年出现逆

转，不过这种逆转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哥伦比亚对委内瑞拉的出口急剧下降，特别是制造

业产品。这类出口曾在 2008 年达到顶峰（约 60 亿美元），但在 2010 年却缩减到当初的

1/4。贸易量骤减主要归咎于委内瑞拉经济的下滑（进口从 2008 到 2010 年减少了

32%），而不是来自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出口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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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出口：前五大出口商品占总出口比重 

图 5 
出口：前五大出口商品占总出口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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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采用了基尼系数（见图 6 和 7）等其他方法进行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出

口商品集中度在 2000 年前持续下降，但 2000 年之后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在南美国家。  

图 6  
大宗商品出口基尼系数 （拉美 vs 南美） 

图 7 
大宗商品出口基尼系数（拉美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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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一直是拉美地区的主要出口产品。直到 80 年代末，其所占比例一直下降（从

1962 年的 88%下降到 1989 年的 66%，见图 8 和 9）。90 年代初，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

署使墨西哥经济发生结构性改变，墨西哥成为主要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国（在 2001 年墨西

哥出口的大宗商品仅占其总出口的 15%）。与此同时，南美国家则在 90 年代末触底之后

（63%）反弹，大宗商品市场在最近 10 年的迅猛发展使这一比例再次升高。 

 

如图 10 所示，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相比，南美国家的出口一直严重依赖大宗商品，其占总

出口的比例始终在全球平均水平之上。墨西哥的变化也再一次说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

其经济结构的重大影响。 

南美6国 拉美7国
阿根廷 巴西 智利

哥伦比亚 秘鲁 墨西哥

委内瑞拉

来源：COMTRADE和 BBVA 研究部  来源：COMTRADE和 BBVA 研究部 

图 8  
大宗商品出口占总出口比例 

图 9 
大宗商品出口占总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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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大宗商品出口占比与世界平均水平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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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出口对中国大宗商品需求的依赖性有多强？ 
多种分析方法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拉美出口集中于大宗商品，并且集中程度在近几

年逐渐加深。从生产商的角度来看，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猛增，这有利于改善拉美对美

国的过度依赖，特别是经历了 2008 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但是，从整体经济发展的角

度来讲，出口过分依赖大宗商品和能源将对其经济前景产生诸多负面影响（见框 1）。因

此，我们想知道拉美的“逆工业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的影响。 

要回答以上问题，我们首先观察图 11 和 12。美国到现在为止仍然是拉美和南美出口的

主要目的国。中国的需求快速增加，在 2010 年几乎赶超欧洲，成为拉美地区的第二大贸

易伙伴。中国赶超的过程不仅仅是因为其经济迅速增长，同时还因为美国和欧洲在这次

经济危机之后需求减弱。因此，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实际上部分抵消了全球经济危机

对拉美出口的负面影响。 

图 11  
中国、欧洲和美国对拉美 7 国的进口总值 
（10 亿美元）  

图 12 
中国、欧洲和美国对南美 6 国的进口总值 
（1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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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大宗商品需求猛增，主要原因是：1）经济发展模式逐渐转向重工业生产；2）房

地产市场火爆；3）居民财富增加后饮食结构发生改变。以 4 种商品为例：大豆、铁矿、

铜和有色金属，我们发现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中心已经从美国、欧洲和日本转移至中

国。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其需求的变化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有

着极大的影响。 

图 13 展示的是反映进口国家集中程度的基尼系数。我们发现进口国家集中程度自 1962

年开始下降，但在 90 年代末期出现了明显的回升（铜类进口除外）。而那段时期正是中

国开始深入参与全球市场并迅猛发展的时期。中国的兴起使大宗商品的市场结构出现了

巨大转变（见图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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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1：出口集中于大宗商品对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

首先需要提到的是经典的“收益递减”理论。当一个

国家持续在某一特定经济活动加大投入，例如出口贸

易，收益回报率最终都会下降。 

其次，如果出口产品集中于某一类特定商品，无论是

像电脑芯片等高科技产品还是类似石油等能源类产

品，都会受到周期性因素和外部冲击等对需求的负面

影响，导致商品价格下降和出口收入减少。而出口收

入的巨大波动会对发展中国家产生更大的冲击，因为

其政府部门正在采取财政措施来增加在教育、基础设

施建设和医疗等方面的投入。 

另外，如果说出口集中会增加出口收入的波动性，那

么集中出口大宗商品和能源将会带来更多的负面影

响。自然资源往往是同质产品，因此每个出口国所面

临的外部需求都是非弹性的。当出现不利的国际市场

条件时，出口收入将会减少，并最终导致投资和消费

下降。 

此外，出口自然资源会降低进出口交换比率。当一个

国家越来越富有，其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会逐渐增

加。这种变化会使得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降低，

导致贸易条件恶化。 

资源丰富的国家还通常出现“荷兰病”。出口增加的

确对经济发展有利，但如果是一个出口能源的国家，

这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出口矿产和能源经常伴随着

实际汇率的增加以及工资水平的提升。这会导致一国

竞争力下降并给制造业带来压力，最终出现“逆工业

化”的现象。 

与制造业不同，大宗商品的生产（矿产、能源、食

品）对一国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较为有限。发展中国家

需要通过出口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品来更快地提升其社

会生产率（Hausman, Hwang 和 Rodrik 2006）。除此

之外，生产和出口大宗商品难以带给企业 “自我发

现”的机会，他们很难像制造业生产商一样通过提升

产品的多样化来增加商业收入。（Hausmann 和 

Rodrik 2003）。 

最后，大宗商品的出口国多是制度不够完善的国家，

通过出口产生的收益最终未必会流入到真正有利于经

济长远发展的领域。一旦资源耗竭，将会使该国的可

持续性增长面临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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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出口国家集中程度（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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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巴西: 铁矿出口至主要贸易国（占比%） 

图 15

智利: 铜出口至主要贸易国（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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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阿根廷: 大豆出口至主要贸易国（占比%） 

图 17 
巴西: 大豆出口至主要贸易国（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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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出口的依赖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多大？ 
我们采用两种方法来研究拉美出口对中国需求变化的脆弱性。首先我们对面板数据进行

回归，观察大宗商品出口集中度与中国的相关性。然后，我们再用“出口依赖指数”来

衡量各国对中国的出口依赖程度。 

 

1. 计量模型 

我们使用的是面板数据：时间从 1980 年到 2010 年，样本是 74 个经济体和 28 种大宗商

品。关注的解释变量是反映中国对出口集中度的影响的变量（这里我们称之为“中国效

应”），我们在回归中使用两个代理变量：第一个是国家 i 在年 t 对中国大宗商品出口

的增长率（标为 g）。第二个是中国大宗商品进口占总进口的比值与全球大宗商品进口占

世界总进口的比值的差（标为 CN）。我们发现，大多数的解释变量都显著，并且符号与

预期相符。标为 CN 的“中国效应”始终是正相关并且显著，这说明中国确实对大宗商品

集中度的增加产生影响。标为 g 的“中国效应”至少在 1980-2010 和 1990-2010 的时间

段里是显著正相关的。整体的回归结果（见表 1）说明中国效应的确存在。  
 

表 1 

GLS 回归结果 

GLS 

 1980-2010 1990-2010 2000-2010 

Com Price Index/CPI 0.092*** 0.269*** 0.100*** 0.299*** 0.124*** 0.363*** 

  (0.008) (0.020) (0.008) (0.020) (0.007) (0.016) 

va 0.857*** 0.802*** 0.988*** 0.992*** 1.367*** 1.357*** 

  (0.047) (0.043) (0.048) (0.045) (0.030) (0.031) 

ln(GDPpct/wGDPpct) -0.004 -0.005 0.005 0.003 0.043*** 0.042*** 

  (0.005) (0.004) (0.005) (0.005) (0.005) (0.005) 
infrastructure 
dummy  -0.076*** -0.078*** -0.063*** -0.051** -0.079*** -0.061** 

  (0.022) (0.021) (0.022) (0.021) (0.025) (0.026) 

  g 8.69 e-07**  1.09 e-06**  1.18 e-06 

  (4.45 e-07)  (4.41 e-07)  (1.01 e-06)   
CN   3.712***  4.070***  4.906*** 

    (0.262)  (0.250)  (0.209) 

 _cons 0.021 -0.261*** 0.003 -0.337*** -0.022 -0.435*** 

  (0.023) (0.037) (0.022) (0.035) (0.026) (0.034) 
来源：COMTRADE 和 BBVA 研究部 

 

2. 出口依赖程度指数 

第二个研究模型是计算反映拉美出口对中国需求的脆弱性的指数。我们称之为“各国对

中国的出口依赖程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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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类产品的集中程度。 

 

= 

EXP
ChinatoEXP

ji

ji

,

, 国家 j 出口到中国的商品 i 占该国此类产品出口的比重。这
反映了一国出口某类产品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 以下两项的平均值:  

 

 中国对某类商品 i 的进口占全球进口商品 i 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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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减去国家 j 出口商品 i 占全球出口商品 i

国作为买方的议价权和出口国作为卖方的定价权

 是
的比例  

这反映了中
之间的平衡 

该指数范围从 0（完全不依赖）到 1（完全依赖），指数越高说明对中国的依赖性越强。
如图 18 所示，所有样本商品的出口对中国需求的依赖性都比 2002 年有所增加。在拉美
国家当中，阿根廷的大豆出口对中国的依赖性很强，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进口了阿根廷
85%的大豆，另一方面是因为阿根廷在大豆市场的定价能力较弱，仅占全球大豆出口的
13%，而美国是 48%，巴西是 28%。巴西的大豆出口对中国的依赖性略低于阿根廷，主要
得益于巴西的定价能力更强。秘鲁的有色金属矿产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非常高，因为
秘鲁出口到中国的有色金属占其总出口的 1/3。 

 

虽然南美大宗商品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很高，但是其经济增长其实并不像其出口那样

依赖中国。巴西和阿根廷到中国的出口总值占其 GDP 不到 2%（见图 19）。这反映出贸

易在这两个国家的经济中所占权重不大，他们的总出口占 GDP 比分别为 9% 和 18%（见图

20）。其实除了智利之外，其他拉美国家的情况也基本如此。智利的出口约占 GDP 的

图 18  
各国对中国的出口依赖程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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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而且大部分的铜都是出口到中国（见图 21）。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拉美最大

的资源出口国，其 GDP 增长对中国的依赖性也远低于我们之前所想（见图 22）。 

图 19  图 20 
到中国的出口占 GDP 比重 总出口占 GDP 的比重 

 

近几年来，拉美国家出口占 GDP 的比重逐渐降低（见图 20）， 这说明各国经济增长对大

宗商品出口的依赖程度在减轻（出口到中国的大豆、铁矿、铜和有色金属矿石仍在增

加）。有一部分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但更主要的是强劲的内需对拉美经济的增

长起到了主导作用。 

中国对拉美出口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拉美大宗商品出口的集中化恰逢中国经济快速增

长与发展的时期。但是，中国的需求对该地区 GDP 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因此，现在得

出“中国经济放缓会拖累拉美增长”的结论还为时过早。关于中拉关系的期待与焦虑将

会继续，但毫无疑问的是大宗商品将仍然是双方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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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图 22 
出口到中国的大宗商品占该国该商品总出口比重 出口占该国 GDP 的比重（2010 年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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