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丁美洲研究 2004 年第 4 期

欧盟东扩对拉美的影响

贺双荣

　　主要观点　2004 年 5 月 1 日, 10 个中东欧国家正式加入欧盟。欧盟东扩对拉美经济的影

响要大于政治影响。对拉美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贸易、外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对外发展援

助和自由贸易谈判 4 个方面。影响的结果不都是正面的, 负面影响可能大于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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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5 月 1 日,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

宛、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塞

浦路斯和马耳他 10 个中东欧国家正式加入欧盟,

这是欧洲开始一体化进程以来最大的一次扩容,

成员国由原来的 15 个增加到 25 个。扩大后的欧

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集团, 人口有 4. 55 亿,

国内生产总值 (GD P) 达 9. 231 万亿欧元, 占世界

贸易总额的 19%、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46% , 其规模超过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总

和。① 欧盟是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及外国直接投

资和发展援助的主要来源, 两个地区正在构建包

括自由贸易区在内的跨地区战略伙伴关系。欧盟

东扩不仅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将产生重大影响,

而且将对欧拉关系产生深远影响。鉴于拉美国家

主张建立多极化世界并将欧盟看作是拉美对外关

系多元化的重要目标, 欧盟政治经济实力的扩大

符合拉美的政治利益。但对拉美来说, 欧盟东扩的

政治影响是长远的, 战略性的。而从短期来看, 欧

盟东扩对拉美经济的影响要大于政治影响, 而且

这种影响更直接。从结果来说, 影响不都是正面

的, 负面影响可能大于正面影响。

一　对贸易的影响

欧盟东扩对拉美国家贸易的影响、特别是对

出口的影响不尽相同。影响有多大取决于拉美各

国与欧盟的贸易规模、拉美国家对欧盟出口的产

品结构及拉美与欧盟的贸易安排。欧盟同拉美的

贸易更多地集中在南锥地区, 它是巴西、阿根廷、

乌拉圭等南共市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欧盟在

它们的出口中所占比重较高。阿根廷和巴西在经

济结构及经济发展水平上与中东欧国家相近, 双

方在出口产品方面存在竞争, 因而这两个国家受

到的影响最大。智利和墨西哥因与欧盟有自由贸

2000 年欧盟占拉美国家对外贸易的比重

占进口的比重 占出口的比重

墨西哥 6. 4% 2. 2%

智利 12. 3% 19. 1%

南方共同市场 18. 0% 17. 5%

　其中: 巴西 19. 5% 21. 2%

　　　阿根廷 16. 6% 10. 7%

安第斯共同体 10. 5% 6. 7%

中美洲 6. 5% 15. 0%

加勒比共同体 12. 7% 21. 0%

多米尼加 4. 4% 5. 0%

古巴 18. 3% 27. 6%

拉美 10. 0% 8. 5%

　　资料来源: h t tp: ööeu ropa. eu. in töcomm öeu ro statö

Pub licödatashopöp rin t- p roductö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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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协定, 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总体而言, 欧盟东

扩对欧拉贸易、特别是对拉美出口的影响挑战多

于机会。

中东欧 10 国加入欧盟后, 欧盟市场扩大, 消

费人口增加 7 500 万。欧盟东扩给拉美国家带来

的机会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新入盟国家降低关税

将促进拉美对这些国家的出口。目前, 10 个中东

欧国家的平均关税为 9% , 较欧盟 4% 的平均关税

税率要高。② 加入欧盟后, 它们将采用欧盟的进口

关税。“这意味着 10 个新成员国的关税将减少至

少一半。”以咖啡出口为例, 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入

盟后咖啡进口关税将降低 10% , 由此会促进拉美

国家对它们的咖啡出口。二是欧盟是一个统一市

场, 欧盟东扩后, 欧盟的贸易政策也将扩展到新入

盟的国家, 实行单一的交易规则、单一的关税和单

一的管理程序。拉美对中东欧国家的出口将变得

更简捷, 更便利, 从而节省交易成本。

然而, 欧盟东扩对拉美出口的不利影响更大。

这种不利影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贸易转移效应对拉美的影响。欧盟东扩

后, 由于相互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欧盟原成员

国和新入盟的中东欧国家之间的贸易将大幅增

长。贸易转移效应将使拉美对欧盟 15 国及 10 个

新入盟的中东欧国家的出口被它们之间的相互出

口所取代。首先, 新入盟的中东欧国家将成为拉美

对欧盟 15 国出口的强有力竞争对手。在农产品出

口方面, 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因出口的农产品大

多为热带产品, 中东欧国家不能生产, 因此它们所

受的影响相对较小。巴西、阿根廷等出口温带农产

品的国家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受影响的产品主

要有糖、谷物、肉类及奶制品等。尽管南共市国家

比中东欧国家的农产品出口更有竞争力, 但随着

欧盟对这些国家农产品补贴的增加及非关税保护

的加强, 拉美对欧盟原有成员国的农产品出口将

受到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与农产品出口相比, 拉

美工业品出口受到的不利影响更大。在过去 10

年, 拉美占欧盟工业品进口的比重从 2. 5% 下降

到 2%。与此同时, 中东欧国家对欧盟的工业品出

口快速增长, 占欧盟工业品进口的比重从 2. 5%

增加到 5%。其中纺织品及鞋类的出口受到的影

响最大, 拉美对欧盟的出口减少了 10% , 但中东

欧国家对欧盟的出口增加了 6 倍。欧盟东扩后, 由

于中东欧国家的这些产品可以免税进入欧盟, 拉

美国家的工业品出口将面临中东欧国家更大的竞

争。据阿根廷的一份内部报告, 由于法国、德国及

其他西欧国家将从中东欧国家免税进口产品, 阿

根廷对它们出口的钢材、汽车零件及其他出口产

品每年将损失 6. 81 亿美元。③其次, 欧盟 15 国也

将取代拉美对新入盟的中东欧国家的部分出口。

以农产品和食品为例, 根据法国国家农业研究所

埃马纽埃尔·舍瓦苏斯—洛萨·曼努埃拉·温古

罗的计算, 1998 年欧盟占中东欧国家农产品和食

品进口的 49% , 拉美占 11%。欧盟东扩后, 欧盟对

中东欧国家的出口将比 1998 年增加 20. 2% , 扩

大出口的产品有水果、蔬菜、油料子、谷物和肉类。

但第三方 (不包括中东欧国家和独联体)对中东欧

国家的出口将下降 3. 7% , 其中, 拉美国家下降最

多, 达 19. 8% , 受影响最大的出口产品有哥伦比

亚、厄瓜多尔和哥斯达黎加的香蕉及巴西的橘汁,

等等。④

第二, 欧盟扩大后, 欧盟“共同贸易政策”的适

用范围将自动延伸到 10 个新成员国, 这可能使欧

盟正在实施的配额、反倾销和反补贴等保障措施

也将自动适用于新入盟国家, 这无疑将影响拉美

对这些国家的出口。

降低或消除欧盟东扩对拉美的不利影响将是

未来拉美对欧盟政策的一件重要工作。具体做法

有 3 个方面。 (1)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与欧

盟磋商, 确保“欧盟的扩大不会给第三方在欧盟市

欧盟东扩后世界各地区在中东欧国家

农产品和食品进口中所占比重的变化

(与 1998 年相比)

亚洲 6. 7%

独联体 11. 8%

欧盟 15 国 20. 2%

拉美 219. 8%

北美 13. 8%

其他 8. 2%

　　资料来源: h t tp: ööwww. ecomod. netöconferencesö

ecomod2001ö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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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h ttp: ööwww. ecomod. netöconferencesöecomod2001ö

papers

M iam i H erald, M ay. 16, 2004.
h ttp: ööeuropa. eu. in törap idöstartöc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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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准入问题上造成利益的减损”。巴西已要求 10

个新入盟的国家向欧盟原有成员国提供目前从巴

西进口的产品清单, 并提出了要求保护的 100 种

产品名单。⑤ (2) 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自

由贸易谈判。根据W TO 的规定, 所有纺织品和服

装的配额将在 2004 年 12 月 31 日取消, 届时拉美

对欧盟出口的纺织品将不受配额限制。所以, 推动

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将是拉美规避风险的一个好

办法。(3)加快拉美与欧盟的自由贸易谈判。如果

南共市和欧盟的自由贸易谈判按预定计划在 10

月份完成, 对南共市来说, 欧盟的东扩将是“机会

而不是威胁”。⑥ 中美洲共同市场与美国签署自由

贸易协定后也希望与欧盟谈判自由贸易协定。

二　对拉美发展援助的影响

1976 年, 欧共体设立了针对拉美等发展中国

家的财政援助计划。此外, 英国加入欧共体后, 欧

共体及后来的欧盟根据《洛美协定》开始向加勒比

国家提供发展援助。目前, 欧盟是拉美接受外国发

展援助的主要来源。1993～ 1997 年欧盟共向拉美

提供官方发展援助 108. 75 亿美元, 占拉美接受外

国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 42. 5% , 而美国的援助只

占 12. 6%。⑦欧盟东扩后, 欧盟对拉美的发展援助

将受到影响。因为新入盟的 10 个中东欧国家与欧

盟 15 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的差异。新成员国

占欧盟人口的 20% , 但它们的 GD P 只占欧盟的

5%。人均 GD P 平均只有欧盟 15 个成员国的

3413% , ⑧ 为了使中东欧国家赶上西欧的发展水

平, 使扩大后的整个欧盟在发展水平上保持一致,

欧盟必须向新成员国提供大量的发展援助。90 年

代, 欧盟通过“法尔 (Phare) 计划”, 加大了对中东

欧国家的财政援助, 平均每年为 6. 76 亿欧元。中

东欧国家占欧盟对外援助的比重从 1989 年的

116% 增加到 1998 年的 18. 4% , 同期拉美占欧盟

对外援助总额的比重从 6. 3% 下降到 5. 6%。从

2000 年起, 随着新成员国入盟日期的临近, 欧盟

用于东扩的财政拨款急剧上升至每年的 33 亿欧

元。⑨ 欧盟东扩后, 为了减少新老成员国之间的差

距, 欧盟 15 国承诺每年将拿出 GD P 的 4% 来帮

助新成员国。βκ 中东欧国家要赶上欧盟 15 国的水

平需要二三十年, 因此, 尽管欧盟提出与拉美将建

立跨地区战略伙伴关系, 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

里, 欧盟不可能向拉美提供更多的发展援助。

三　对外国在拉美直接投资的影响

欧盟东扩后, 欧盟原来的投资政策也将适用

于新入盟的国家。对外部投资者而言, 手续更简

单, 市场更大。但由于拉美储蓄率很低, 对欧盟的

投资很少, 得到的益处并不多。2000 年, 拉美对欧

盟的投资只有 7. 34 亿欧元, 占欧盟接受外国直接

投资的 0. 4%。βλ 相反, 欧盟东扩将对外国在拉美

的直接投资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由于中东欧国家劳动力的成本较低, 教育水

平较高, 这些国家加入欧盟后对外国资本的吸引

力要比拉美大。新入盟的中东欧国家在地理上与

原欧盟成员国相连或濒临, 欧盟内部的资本将向

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中东欧国家转

移, 形成优势互补。慕尼黑伊福经济研究所对

1 000家德资企业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 25% 的德

资企业已在东欧国家投资生产, 23% 的德资企业

计划在新入盟的中东欧国家投资, 12% 的德资企

业计划向东欧国家转移生产基地。βµ 此外, 欧盟以

外的投资者将会把中东欧国家作为进入欧盟的平

台, 扩大对这些国家的投资。近年来, 随着欧盟东

扩步伐的加快, 中东欧国家吸收的外资数量已经

出现较大增长。据欧盟统计局的数字, 2003 年中

东欧 10 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达 217 亿欧元, 比

2000 年增长了 87 亿欧元, βν 而同期拉美吸收的

外国直接投资连续 4 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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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欧盟与拉美自由
贸易谈判的影响

　　减少或取消农业补贴, 实现农产品贸易自由

化, 是阻碍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谈判及拉美与

欧盟的跨地区自由贸易谈判的主要症结。据拉美

经济体系统计, 农产品是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出口

收入的主要来源, 占总出口量的 63% , 其中巴西

农产品出口收入占其总出口收入的 37% , 智利占

47% , 阿根廷占 53% , 乌拉圭则高达 55%。βο 但长

期以来, 欧盟对农产品的高额补贴及对农产品进

口设置各种非关税壁垒是拉美国家、特别是南共

市国家向欧盟扩大出口的主要障碍。所以, 多年来

拉美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谈判及拉美与

欧盟之间的跨地区自由贸易谈判中, 强烈要求欧

盟减少对农产品的补贴, 实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

但由于以法国为首的欧盟国家的反对, 这些谈判

自 1999 年以来基本陷于停顿。欧盟东扩后, 打破

谈判僵局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一是欧盟内部有

关共同农业政策改革、限制农业补贴增长的希望

落空。 2002 年 10 月, 欧盟布鲁塞尔首脑会议确

定, 以目前的价格计算, 2006 年欧盟对农业补贴

总额为 453 亿欧元 (欧盟原 15 国为 428 亿欧元,

10 个新成员为 25 亿欧元)。2007～ 2013 年, 每年

增加 1% , 2013 年将达到 486 亿欧元, 直接支付给

新成员的农业补贴将增加到 49 亿欧元。在新成员

国获得农业补贴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原成员国获

得的农业补贴将不断减少。βπ 所以, 欧盟原成员国

担心这将影响其农产品的竞争力。因此, 它们不愿

再承受更多的外部压力, 可能会抵制世界贸易组

织有关农业问题的贸易谈判以及欧盟与南共市的

自由贸易谈判。此外, 中东欧 10 国入盟后开始享

受欧盟高额的农业补贴。而农业在许多中东欧国

家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2000 年欧盟农业就业人

口不到总就业人口的 5% , 农业占 GD P 的比重仅

占约 2%。同欧盟原 15 个成员国相比, 中东欧国

家的农业比重都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其中, 斯洛

文尼亚最低, 但农业产值也占 GD P 的 3. 2% ; 立

陶宛最高, 约占 7. 6%。在新入盟的中东欧国家

中, 波兰最大, 分别占 10 个中东欧国家面积的

42. 3%、人口的 51. 0%、GD P 的 48. 7%。βθ 农业

在波兰经济中的地位非常高, 农业人口约占全国

人口的 38% , 就业人数的 25%。βρ 由于较高的农

业经济地位及农业补贴的不断增加, 这将“增强欧

盟内部支持维系共同农业政策、维护较高农产品

价格和进口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力量”, 在“东扩

的背景下, 欧盟极有可能拒绝农产品的进一步自

由化”。βσ这一点最令拉美国家担心。它们“无法想

象波兰、匈牙利或捷克会支持欧盟向南共市开放

市场”。βτ2004 年 5 月底在墨西哥举行的第 3 届欧

拉首脑会议上, 虽然南共市国家的贸易部长同欧

盟贸易代表拉米宣布两个集团将按期在 2004 年

10 月结束自由贸易谈判, 但由于法国、葡萄牙、匈

牙利和其他成员国的反对, 两个集团最后能否达

成协议仍是一个谜。法国明确表示, 达成协定的最

后期限还没有定。即使达成协定, 也是一个小的协

定, 农产品很可能会不包括在自由贸易协定之内,

而这样的协定是南共市国家不愿看到的。

综上所述, 欧盟东扩既给拉美带来了机会也

带来了挑战, 但挑战大于机会。

(责任编辑　张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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