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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努力改善贸易和投资环境

张　　颖

　　 一 　经济特点与贸易和投资环境

秘鲁是拉美的一个中等国家 ,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

渔业资源 ,是铜、银、铅、锌、铁、金和铝的世界十大生产国

之一 ,银的出口占世界第 2 位 ,铜的出口占第 7 位 ,也是拉

美最重要的黄金生产和出口国。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秘鲁

的经济结构和参与国际分工的特点 :矿产品生产和出口构

成经济的主项 ,大量工业技术产品和消费品需要进口。过

去 ,秘鲁曾经实行替代进口政策 ,力图改变单一的生产和

出口初级矿产品的经济结构 ,建立比较完整的本国工业体

系。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秘鲁发展起一批本国工业

企业 ,其中有食品加工和轻纺 ,但是规模和技术水平都很

有限。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秘鲁实行经济改革和开放政

策 ,重新审定本国的国际分工 ,利用本国自然资源的优势 ,

吸引外资 ,发展采矿业和矿产品出口。

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为经济发展带来重要的变化。

首先 ,秘鲁市场开放度显著提高 ,成为安第斯地区经济最

开放的国家之一。自 90 年代起 ,秘鲁全面、大幅度地降低

关税和取消非关税壁垒 ,简化税率 ,建立了 15 %和 25 %的

两级税率制 ,平均关税为 13 %。此外 ,国家还减少了对贸

易的垄断 ,取消了预先申请进口许可证的规定。目前 ,几

乎取消了所有的进口限制和禁令。

市场的开放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商品贸易总额

由 1990 年的 61 亿美元上升到 2001 年的 143 亿美元。秘

鲁传统的出口产品主要有矿产品、鱼产品和农产品 (棉花、

咖啡和糖) ,2001 年三项产品的出口额分别为 32 亿美元、9

亿美元和 2 亿美元 ,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66. 8 %。非传统

出口产品主要有纺织品、鱼类加工产品、蔬菜和水果等。

进口产品主要有机械设备、电子、电器、日用消费品等。

2001 年进口产品中消费品占 2118 % ,中间产品占 50. 1 % ,

资本货占 26. 6 %。

采矿业成为经济改革中受益最大的部门 ,得到较大的

发展。秘鲁主要矿产品的产量是 :铜 56 万吨、金 131 吨、

银 2 557 吨、铅 27 万吨、锌 88 万吨、铁 301 万吨、锡 3. 7 万

吨。据秘鲁能源和矿业部的报告 ,2001 年秘鲁主要矿产品

出口额达 32 亿美元 ,占出口总额的 45 % ,主要出口美国、

德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巴西等国。政府对很多国营

采矿企业实行了私有化 ,对投资矿业部门提供优惠政策 ,

吸引了大量外资和先进技术。目前大约有 70 多家外国矿

业公司在秘鲁落户 ,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安塔米纳矿业公

司 ,主要从事铜和锌等矿的开采。该公司扩大投资的计划

完成后 ,秘鲁的矿业生产将增长 30 % ,拉动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近 2 个百分点。秘鲁南方铜业公司计划扩建伊罗冶

炼厂 ,可以提高加工能力 66 % ,矿石处理从目前的 110 万

吨提高到 183 万吨。新上台的托莱多政府提出继续实行

私有化政策 ,给予投资矿业优惠待遇 ,促进外国投资 ,引起

国际采矿业投资者的极大兴趣。

秘鲁的工业结构并不健全 ,以加工和装配业为主。主

要工业部门有纺织、食品加工、造纸和水泥等 ,制造业的产

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5 % ,很多工业产品需要进口。

现有的工业企业大多是 70～80 年代发展起来的 ,普遍比

较落后 ,竞争力较弱。由于全面、大幅度地降低关税和取

消非关税壁垒 ,这些企业失去原有的保护 ,受到进口产品

的激烈竞争 ,不少企业或破产或被兼并。但是 ,纺织业、食

品加工业、鱼产品加工业等 ,利用本国自然资源和劳动成

本低的优势发展起来。为此 ,秘鲁对纺织等行业实行一定

的保护政策 ,扶植其发展。在其他行业 ,如食品、药品、工

业原料、土畜产品、机械设备和零配件等方面 ,由于秘鲁不

具备生产或生产能力不足 ,进口限制比较松 ,进口产品的

市场占有率很高。例如 ,秘鲁医药工业不发达 ,原料生产

仅有几个品种 ,几乎全靠进口满足国内需要。国内虽然有

制药企业 200 多家 ,但是规模都不大 ,而且生产药品的成

本普遍高于进口产品 ,因此小厂只能从外国进口大包装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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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在国内分装上市。在药品市场开放的情况下 ,本国企

业面临进口产品的激烈竞争 ,秘鲁药品市场年销售额在 5

亿美元以上 ,本国产品市场占有率仅为 25 %。

秘鲁深化经济结构改革的政策为外资参与秘鲁经济

提供了新的机遇。托莱多总统上台后 ,积极推行第二轮国

有企业私有化 ,其中涉及能源、交通与通讯、农业、矿业、旅

游服务等行业 ,积极吸引外国投资。对一些地区的输变电

线路工程 ,安第斯电力公司的电力系统工程 ,一些机场、港

口和公路网的租赁经营 ,农牧产品加工厂的出售 ,森林和

农业土地开发 ,沿海地区水利灌溉 ,旅游服务以及市政供

水排水工程等项目 ,秘鲁将采取公开招标方式出售企业或

股权 ,或采取租赁方式寻求与外资合作。例如在 24 个国

有水产养殖项目私有化过程中 ,将有关项目经营权通过公

开招标的方式租赁给私人公司或外国公司经营。秘鲁政

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私有化目标是 2002 年收入

达到 7 亿美元 ,政府希望提高到 12 亿美元。

二 　中秘经贸合作具有

良好的发展前景

　　随着 21 世纪世界地缘经济和政治版图的变化 ,亚太

地区的经济地位和影响将日益加强 ,秘鲁作为太平洋国

家 ,会充分利用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来带动本国的经济发

展。90 年代以来 ,秘鲁十分重视发展与亚太地区的经济

关系 ,目前秘鲁与亚太地区的贸易占其对外贸易的一半左

右 ,与亚洲地区的贸易额约占 1/ 4。

秘鲁尤其重视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2001 年 11

月 ,秘鲁总统托莱多在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 9 次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时指出 ,中国是秘鲁最主要的贸易伙伴 ,将积极

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秘鲁和中国的经济特点决定了

两国间存在着较强的经济互补性。秘鲁是一个以初级矿

产品和鱼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 ,制造业并不健全 ,很多工

业产品 (包括日用消费品)需要进口 ;而中国经济发展活力

强劲 ,需要大量进口工农业原料 ,包括矿产品和鱼粉等 ,同

时需要为其工业制成品寻找海外市场。较强的经济互补

性为两国的经贸合作奠定了基础。中国对秘鲁的很多资

源性产品和原料 ,如鱼粉、铁矿砂、铜等都有较大的需求 ,

中国对秘鲁出口的轻工、化工、机械等产品 ,在质量和价格

上都比较符合秘鲁市场的需求。另外 ,两国企业在加强资

源性开发等合作的同时 ,还可以合作方式 ,在秘鲁组装和

加工家用电器、轻纺、农业机械等秘鲁市场需求量较大的

产品。

正如托莱多总统所指出的 ,秘中两国在文化和风俗习

惯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 ,在秘鲁有大量华侨和华裔 ,在

政府中甚至有华裔部长 ,这些都为两国的经贸往来提供了

便利条件。秘鲁政府一直把中国市场作为实施政府计划

的主要国际市场之一 ,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到秘鲁

投资。中国也十分重视与秘鲁的经贸合作 ,官方和民间经

贸代表团频频出访秘鲁 ,探讨双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的

合作。

90 年代以来 ,中国与秘鲁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一直

很快 ,2000 年的贸易额为 7 亿美元。目前 ,秘鲁是中国在

拉美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中国从秘鲁主要进口矿产品、鱼

粉和饲料 ;出口轻工产品、化工原料、机械设备、焦炭、药

品、农业机械和各种消费品。在投资方面 ,秘鲁是中国在

拉美最大的投资市场 ,据统计 ,中国目前在秘鲁的投资额

约为 2 亿美元。截止 2001 年 6 月 ,中国在秘鲁共投资建立

了 19 家企业 ,其中一些企业采取了合作投资方式。投资

项目主要有资源开发、贸易、生产加工、运输等。中国对秘

鲁的劳务出口也获得很大发展 ,截止 2000 年 ,中国与秘鲁

累计签订承包劳务合同 95 项 ,合同金额近 9000 万美元。

三 　与贸易和投资相关

的法律和法规

　　(一)关税与其他税收。秘鲁 1991 年 9 月的第 668 号

法是对外贸易的框架性法律 ,包括了汇率和贸易方面的主

要法律规定。1994 年秘鲁实行 15 %和 25 %两级税率制 ,

4 300多种商品的税率为 15 % ,约占全部税目的 82 % ;950

多种商品实行 25 %的税率 ,约占 18 %。税率为 15 %的商

品主要有各种汽车和零配件、计算机、发电机组、多相电动

机、机器零件、配电盘、电缆、漆包线、插座、开关、小五金、

玻璃、纸张、砂纸、颜料、扣子、拉锁、种畜等 ;税率为 25 %

的商品主要有家用电器、五金制品、炉灶、割草机、自行车、

玩具、乐器、铅笔、眼镜、化妆品、肥皂、成衣、鞋类、地毯、珠

宝首饰、金银制品、纸制品、革制品等。为促进工业生产 ,

刺激经济增长 ,秘鲁财政部颁布法令 ,规定自 2001 年 4 月

起 ,将 1 390 种工业生产和加工所需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的

进口关税从原来的 12 %降至 4 %。

除关税外 ,进口产品须缴纳 18 %的增值税 ,某些产品

(如汽车)需缴纳本国消费税 ,但是对进口数量没有限制。

在所得税方面 ,公司所得税税率为应纳税所得的 30 %。

没有在秘鲁国内设立机构的外国公司在秘鲁的所得按不

同项目使用不同的预提税税率 ,其中特许权使用费为

10 % ,利息为 1 % ;外国公司在秘鲁提供劳务的为 30 % ,在

境外给秘鲁提供劳务的不征税。

秘鲁实行最低所得税制度 ,最低所得税额为公司资产

值的 2 %。当公司确定所得税时 ,首先看按普通税率缴纳

的税额和最低所得税额哪个高 ,高者为公司应缴纳的税

额。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政府有关部门可与公司签订固定

税收合同。外国投资者的投资额在 200 万美元以上的 ,合

同允许所得税税额 10 年稳定不变。公司所得税为国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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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地方政府无权征收。

秘鲁通常允许公司以税务机关确定的资产使用年限

为基础 ,采用直线折旧法来提取折旧。若纳税人提出要

求 ,也可使用其他折旧法。当资产过时或废弃时 ,纳税人

可注销资产成本中未折旧的部分。建筑物的折旧率一般

为 3 % ,采矿设备和机器、车辆等的折旧率为 20 % ,其他固

定资产为 10 %。除建筑物外 ,纳税人均可就其他资产的

折旧率与税务机关协商。

秘鲁允许亏损向后结转但不允许亏损向前结转 ,净亏

损允许冲抵获利年度之后 4 年内获得的利润。如果 4 年

后仍有未冲抵的亏损 ,不能用于以后的结转。对于投资额

大、生产周期长的经营活动 ,亏损的结转期可长于 4 年。

(二)海关手续。在美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的帮助下 ,秘鲁海关总署进行了改革 ,在海关办理各种

手续基本上可以自动化处理。在办理进口手续时需注意

海关要求用西班牙语填写票据 ,注明被通知人地址、货物

重量、规格及货运费。目前 ,中国向秘鲁出口的货物大多

从香港转运 ,出口公司开具的是到秘鲁的全程提单 ,而提

单上只有从中国大陆港口到香港的一程船名 ,因此货物到

秘鲁港口后 ,就会出现全程提单上的船名同香港到秘鲁的

二程船名不符的现象。因此 ,在香港完成货物的转运手续

后 ,应立即将二程船运输单通知秘鲁进口商 ,以便进口商

凭全程提单和转运通知单换取二程船提单。

根据秘鲁海关的要求 ,对离岸价在 5000 美元以上的

进口产品要实行装船前的检验 ,进口商为此要支付最高达

离岸价 1 %的检验费用。货物包装须用模板标记 ,必须有

原产国标签 ,外包装要标明进口商和分销商的名字和纳税

人税号等。在清关手续方面 ,未在 10 天内结关的货物 ,每

天须缴纳按吨位和立方米计算的仓储费 ;20 天内未结关

者每月将征收确定关税 2 %的罚金 ;超过 3 个月货物将由

海关拍卖 ;未领取的货物可以在到岸后 60 天内申请运回。

目前秘鲁绝大多数产品的进口许可证已经取消 ,但是

某些产品例外 ,如可用于制造可卡因的化学原料、硝酸氢

氨盐类化肥等。禁止进口旧服装和鞋类、5 年以上车龄的

轿车和 8 年车龄的卡车等。进口药品、外科医疗材料、罐

头食品和化妆品时 ,需要有进口统一注册部门出具的批

件。卫生部和农业部制定有卫生检疫和动植物检疫标准。

(三)关于投资的规定。秘鲁管理外国投资的主要法

律有外国投资促进法、私人投资增长基本法等。现行法律

为外商投资提供了优惠条件。外商享有国民待遇 ,允许在

所有经济部门投资 ,不需要政府事先特殊批准和登记 ;允

许任何种类的投资 ,如直接投资、合资、购买股票等 ;允许

自由撤出资金、转让财产和设备、债务等 ,外国投资者有权

自由汇出所得利润和股息 ,自由提供国内贷款 ,但是在将

资本利润及专利权使用费等汇回母国时 ,需到秘鲁外国投

资与技术委员会登记。在获得国家最高法令的授权后 ,外

国投资者可以拥有秘鲁边境 50 千米以内区域的矿产开采

权和使用权。承认和实施外国仲裁法 ,在外国投资者与政

府发生经济纠纷时 ,可诉诸有约束力的国际仲裁。1994 年

秘鲁与中国签署了投资保护协议。

(四)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可为企业提供 15 年的

免税待遇。秘鲁南部的塔科纳自由贸易区每日的交易额

达 100 万美元。

(五)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问题。随着中国与秘鲁

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 ,这期间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如反倾

销。秘鲁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措施始自 1994 年 ,近年

来有增加的趋势。1994 年 12 月至 1996 年 12 月 ,先后 3 次

对中国的服装、鞋类、水表等产品实行反倾销措施。1995

年秘鲁开始对中国的色织全棉蓝粗斜纹布、色织与棉混纺

聚酯短纤维平纹布、印花与棉混纺聚酯短纤维平纹府绸、

聚酯纤维蓝粗斜纹布、未漂或漂白聚酯短纤维平布分别征

收 10 %、41 %、31 %、51 %和 33 %的反倾销税。2000 年 10

月 ,秘鲁政府曾就是否维持针对这 5 种纺织品的反倾销措

施进行过审议。2001 年 6 月 ,秘鲁政府决定正式对从中国

进口的 5 种纺织品重新开展反倾销调查 ,并就此向中国纺

织品进出口商会寄送了秘鲁反倾销和反补贴委员会的调

查问卷。2001 年 11 月 ,继 5 个月前对中国生产的几种汽

车轮胎展开反倾销调查后 ,秘鲁宣布对其征收反临时倾销

税 ,税率从 11 %到 900 %不等。2002 年 2 月秘鲁全国工业

总会认为 ,在 2000 年和 2001 年的头 9 个月期间 ,有 700 万

条外国棉制毛巾以低于市场价格进入秘鲁市场 ,占秘鲁国

内市场的 70 % ,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 ,要求政府采取

干预措施 ,限制外国棉制毛巾的进口。当然 ,反倾销问题

是中秘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由于两国政

府对发展双边经贸合作持积极态度 ,相信这一问题会得到

妥善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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