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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经济在八年之中三次衰退

苏　振　兴

　　主要观点　2001 年, 在经济普遍不景气的国际环境中,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面临严重

衰退, 地区经济增长率由上年的 4. 1% 降为 0. 5%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由上年的 2. 5%

降为21% , 这是在 8 年之内拉美地区经济第 3 次陷入衰退。

2001 年拉美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 地区各国的增长速度全面下滑。就部门而言, 受

影响最深的依次是建筑业、制造业、旅游业、农业和商业。通货膨胀稳中有降是 2001 年拉美经

济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地区平均通胀率为 7% , 比上年降低 1. 7 个百分点。20 世纪 90 年代

中期以来, 拉美地区的城市公开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

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1. 出口商品需求疲软, 价格下跌; 2. 国际融资条件进一步恶化; 3. 普

遍实行紧缩政策; 4. 阿根廷危机的影响。

2002 年拉美经济形势仍不乐观, 经济增长率估计约为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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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8 年内的第 3 次衰退

2001 年, 在经济普遍不景气的国际环境中,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也面临着严重的衰退, 地

区经济增长率由上年的 4. 1% 降为 0. 5% , 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 (GD P ) 增长率由上年的 2. 5% 降为

21%。这是在短短的 8 年之内拉美地区经济第 3

次陷入危机。第 1 次是 1994 年年底墨西哥比索贬

值引发的金融危机, 导致一些拉美国家金融动荡,

资本外逃, 国际融资面临困境。虽然受墨西哥金融

危机冲击最大的国家是阿根廷和乌拉圭, 但其他

拉美国家也不得不进行调整, 导致经济普遍滑坡。

1995 年, 地区经济增长率由上年的 5. 2% 降为

1. 1% (墨西哥出现 6. 1% 的负增长) , 人均 GD P

由上年的 3. 4% 降为20. 6%。那次危机由于国际

金融机构大量资金支持和当时有利的外贸形势而

得到较快缓解, 只延续了 3 个季度。第 2 次危机发

生在 1998～ 1999 年, 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冲

击导致巴西金融动荡, 主要表现为巴西和其他拉

美国家资本外逃, 股市暴跌, 国际商品市场基本产

品价格普遍下跌, 出口收入大减, 国际融资条件明

显恶化。1998～ 1999 年, 拉美地区经济连续下滑,

1999 年增长率仅为 0. 4% (其中 9 个国家为负增

长) , 人均 GD P 增长为21. 1%。南美洲国家受这次

危机的打击较重。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因

其出口对美国市场依存度高, 受危机的冲击较轻,

因为当时美国经济正处于繁荣期。这一轮经济衰

退于 1999 年第 2 季度到达谷底后开始缓慢回升。

人们原先预计, 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 拉美经济会

迎来一个新的扩张期。然而, 这一次经济回升在

2000 年第 1 季度略微超过 4% 后就停顿下来, 第

3 季度又重新开始下滑。所谓新的扩张期不过是

昙花一现, 继之而来的是 2001 年的再次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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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01 年的经济状况

2001 年拉美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地

区各国的增长速度全面下滑。在现已掌握统计资

料的 20 个国家中, 除厄瓜多尔和巴拉圭两个小国

比上年有所增长外, 其余 18 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

均程度不同的有所下降。其中阿根廷和乌拉圭已

是连续 3 年负增长; 近年来经济处于强劲增长势

头的墨西哥和多米尼加, 2001 年成为降幅最大的

国家, 墨西哥由上年的 7% 降至轻微的负增长, 多

米尼加由上年的 7. 8% 降至 3. 0% ; 拉美第一大国

巴西则由上年的 4. 5% 降为 1. 8% ; 智利、哥伦比

亚、秘鲁和委内瑞拉 4 个中等规模的国家降幅也

都不小, 其中秘鲁由上年的 3. 0% 降为负增长。如

果说, 在 1998～ 1999 年的地区危机中, 还是“南方

不亮北方亮”, 即处于拉美北部的墨西哥、中美洲

和加勒比国家没有出现明显的衰退, 那么, 2001

年这种局面已不复存在, 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

国家受美国经济衰退和“九一一”事件的冲击比南

美洲国家更严重, 可谓“南方北方都不亮”。

就部门而言, 2001 年受影响最严重的依次是

建筑业、制造业、旅游业、农业和商业。投资和需求

不振使建筑业出现萧条; 制造业受冲击最大的有

阿根廷等国的汽车制造业 (上半年, 阿根廷制造业

的开工率仅为 60% ) ; 巴西严重干旱引起的电力

供应不足对制造业造成损失; 墨西哥、中美洲和加

勒比国家的客户工业, 特别是墨西哥和哥斯达黎

加的电子工业, 都受到美国经济衰退的打击。加勒

比地区的旅游业是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后

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中美洲国家和古巴等国的农

业分别遭受严重干旱和飓风的破坏。商业部门面

对普遍的需求疲软处于萧条之中, 最明显的是阿

根廷社会动乱引发的多次大规模哄抢商店, 给阿

根廷的商业部门造成巨大的损失。

通货膨胀稳中有降是 2001 年拉美经济中为

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地区平均通胀率为 7% , 比上

年降低 1. 7 个百分点。在已掌握统计资料的 22 个

国家中, 2001 年, 17 个国家的通胀率都有所下降,

包括巴西、危地马拉在内的其余 5 国的通胀率则

有所上升, 但上升幅度也只在 3～ 4 个百分点之

间。目前仍保持两位数通胀率的仅有 3 个国家, 其

中厄瓜多尔的通胀率近几年一直居拉美之首, 但

由于实行美元化, 通胀率也由上年的 91% 降至

2001 年的 25%。从地区范围看, 通胀率的下降主

要得益于下述几个因素: 多数国家汇率保持稳定,

国际石油价格下跌, 普遍实施谨慎的货币政策, 经

济处于衰退状况。同时也应看到, 阿根廷已出现通

货紧缩, 秘鲁、巴巴多斯、巴拿马等国也出现近似

阿根廷的状况, 这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拉美地区的城市

公开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2001 年, 全地区城市

公开失业率为 8. 4% , 与上年持平。在已提供统计

资料的 15 个国家中, 失业率高于 2000 年的有 10

国, 其中阿根廷、哥伦比亚、秘鲁、多米尼加和乌拉

圭 5 国均比上一年增加 1 个百分点以上, 其余 5

国 (委内瑞拉、巴西、古巴、厄瓜多尔和萨尔瓦多)

则略有下降。墨西哥客户工业的就业率出现了近

15 年来的首次大幅下降, 2000 年 9 月至 2001 年

9 月期间下降了 14%。根据上述情况推断, 目前拉

美地区城市公开失业率正处于历史高峰期, 近1ö3

的国家城市公开失业率达到两位数, 其中阿根廷

和哥伦比亚都在 18% 左右。在经济严重衰退的情

况下, 寻找工作的妇女和青少年会显著增多, 拉美

国家的隐蔽性失业必将进一步增加。20 世纪 90

年代, 拉美国家的工资增幅为年均 1. 5%～ 2% ,

2001 年由于就业需求不振, 除制造业部门工资有

所增加 (地区平均增加幅度约为 2% ) 外, 拉美各

国的工资普遍没有增加或者有所下降。

三　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1. 出口商品需求疲软, 价格下跌。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 拉美国家逐步转向出口导向发展模

式, 经济增长对出口部门的依存度不断提高。与前

两次 (1994～ 1995 年和 1998～ 1999 年) 由金融动

荡造成的冲击不同, 2001 年全球经济衰退对拉美

经济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商品和劳务出口方面。美

国“九一一”事件的发生进一步加大了这种冲击。

据统计, 世界贸易量 2000 年增长 12% 以上, 2001

年则没有任何增长; 2000 年拉美地区的出口量增

长约 11% , 2001 年仅增长 2%。国际市场上大部

分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 或者自亚洲金融危机以

来持续下跌, 或者在 2000 年有所回升之后,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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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再度下跌, 例如, 石油及其副产品价格比上年下

跌 20% , 咖啡价格在连续 4 年下跌之后, 又比

2000 年下跌 30% ; 2001 年头 11 个月, 矿产品价

格比上年下降 9% , 锌、锡、铝、银、铜和钢等金属

产品的降价幅度均超过 10% , 纸浆降价将近

30%。价格有所上升的是香蕉、小麦、牛肉、牛皮

等。2001 年, 拉美出口总值为 3 914 亿美元, 比上

年减少 143 亿美元 (下降 3. 5% )。以出口石油、咖

啡为主的国家, 或者出口市场高度集中于美国的

国家, 其出口贸易受影响最大, 如墨西哥、委内瑞

拉以及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而阿根廷和巴西

2001 年的出口收入则分别比上年增加 5%

和 9%。　

加勒比国家的旅游业是“九一一”事件后受影

响最大的行业之一。据报道, 前往加勒比地区的游

客 10 月份减少了 20%～ 60% ; 牙买加旅游业的

就业率仅为 11% ; 古巴关闭了 1ö3 的旅馆客房;

航空公司因预订的机座减少和航班被大量取消而

遭受损失, 票价因采取新的安全措施和保险费增

加而上涨。

在对外商品与劳务输出整体受挫的情况下,

以制成品交换为主的地区内相互贸易却呈现出某

些亮点。2001 年, 安第斯共同体在总出口比上年

下降 8% 的情况下, 成员国间的相互贸易增长了

11% ; 中美洲共同市场成员国间的相互贸易也有

所上升, 已占其外贸总额的 27%。相反, 南方共同

市场受到阿根廷经济危机等因素的不利影响, 前

3 个季度成员国间相互贸易比上一年同期减少

约 10%。

由于拉美国家经济普遍衰退, 尽管 2001 年进

口商品价格也走低, 但进口仍呈现萎缩。全地区商

品与劳务进口总额为 4 137 亿美元, 比上年减少

54 亿美元 (下降 1. 3% )。商品和劳务贸易赤字由

上年的 217 亿美元增加到 222 亿美元。据拉美经

委会报道, 进出口贸易同时出现萎缩, 这在拉美地

区自 1982 年以来还是首次。

2. 国际融资条件进一步恶化。自亚洲金融危

机以来, 发展中国家国际融资条件恶化的局面一

直没有完全恢复。 2001 年拉美国家经济普遍衰

退, 投资风险加大, 流入拉美地区的资金 (包括投

资和贷款)明显减少, 融资成本进一步提高。

外国直接投资是 90 年代以来拉美国家吸收

外部资金的主要形式。据初步统计, 2001 年进入

拉美的外国直接投资为 583 亿美元, 比上年减少

65 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大多

数拉美国家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已接近尾声。

外国直接投资在拉美大国间的分布也出现重大变

化, 进入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等国的资本显著

减少, 阿根廷和委内瑞拉还因国内金融形势的恶

化而出现大量资本外逃, 墨西哥则由于利率水平

明显高于美国以及国有银行私有化等原因而成为

拉美最主要的资本吸收国。在股票投资方面, 除墨

西哥吸收的股票投资有所增加外, 就整个地区而

言是负增长, 即股票投资纷纷撤离, 其中以巴西和

智利最为明显。

2001 年, 拉美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债券

的数量相当大, 估计在 300 亿美元以上, 而债券融

资的条件并不有利 (平均期限在 5 年左右, 平均年

利率达 16% ) , 但为了偿还到期债务或减轻随后

两年到期债务的压力, 拉美国家只好作此选择。阿

根廷和巴西这两个债务大国除了发行债券之外,

2001 年还使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补偿

贷款 160 多亿美元。由于“债券融资和银行贷款全

部用于偿还到期债务”, 拉美地区 2001 年年底的

外债余额比上年减少了 140 亿美元, 但一些重债

国的债务负担基本上没有变化, 例如, 玻利维亚、

巴西和秘鲁 3 国外债与出口之比仍保持在 350%

的水平, 阿根廷外债与出口之比由上年的 500%

降至 450% , 尼加拉瓜的这一比重仍高达 700%。

据拉美经委会提供的数字, 2001 年拉美地区

所谓“自主资本”的流入额仅为 327 亿美元, 不及

上年 (670 亿美元)的一半。与此同时, 地区经常账

户赤字为 528 亿美元, 即自主资本流入额与经常

账户赤字相抵还有 201 亿美元的差额, 这个差额

是靠官方贷款来抵消的。因此, 从资金转移的角度

看, 尽管 2001 年流入拉美的外国直接投资接近

600 亿美元, 但拉美地区的净资金流入实际等于

零。这种局面在拉美地区已经是连续第 3 年了。

3. 普遍实行紧缩政策。2001 年, 拉美各国的

财政收入受到出口不振和国内税收减少的双重影

响。如前所述, 出口收入受影响较大的国家主要是

石油及其他矿产品出口国, 以及对旅游业依赖很

大的加勒比国家。因经济衰退而税收减少则是拉

美各国的普遍现象。此外, 大部分拉美国家的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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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私有化过程已接近尾声, 少数国家的私有化

计划在 2001 年也进展甚微, 像 90 年代那样拉美

地区每年数百亿美元的私有化资金收入的局面已

不复存在。与此同时, 财政开支却难以压缩。虽然

造成各国财政开支压力的原因不尽相同, 但存在

一些共同的因素: 一是各国内外债务过多, 每年债

务利息支付成为支出增加的一个主要因素; 二是

大多数国家正处于养老金制度改革的过程之中,

政府在养老金方面的支出逐年加大; 三是许多国

家都存在急需政府扶持的部门和地区, 如咖啡价

格连年大幅下跌, 咖啡生产部门已处于严重困境,

某些地区遭受自然灾害后的恢复与重建等。因此,

2001 年拉美国家的公共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 由

上年占 GD P 的 2. 7% 增加到 3. 1% , 其中乌拉圭

超过 4% , 洪都拉斯超过 5% , 巴西和尼加拉瓜均

在 8% 左右。在这种情况下, 拉美国家除了靠举借

外债弥补部分财政缺口外, 只能采取缩减开支、主

要是压缩投资的财政政策。

在汇率政策方面, 90 年代由于外资大量流入

等原因, 大部分拉美国家的货币处于逐步升值的

状态。面对这种情况, 少数国家一度采取了限制资

本流入的措施, 但大多数国家采取压缩货币供应

的办法, 力图限制汇率变动对出口竞争力的不利

影响, 结果是国内利率越来越高, 进一步刺激了资

本的流入。2001 年拉美国家在汇率政策上同样处

在两难境地。一方面, 面对出口形势的恶化, 普遍

希望通过调整汇率来提高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

力; 另一方面, 面对大量公共债务与私人合同的美

元化, 货币贬值不仅将加重债务负担, 而且会对国

内物价带来负面影响。实际上, 2001 年只有巴西、

智利、哥伦比亚和乌拉圭等几个国家货币有所贬

值, 贬值幅度较大的是巴西 (17% ) 和智利 (9% ) ;

其余大部分国家的货币继续程度不同地升值。

在货币政策方面, 2001 年年初, 拉美国家基

于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比较乐观的估计, 曾一度

放宽货币供应, 以支持经济回升。但客观形势的发

展很快就否定了上述乐观的预测, 特别是阿根廷

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对巴西、智利等南美国家的

兑换市场形成巨大压力, 促使拉美国家的货币政

策再度走向收缩。一方面信贷供给不足, 另一方面

经济衰退日渐加深, 内外需求下降, 企业开工不

足, 负债能力削弱, 因此, 信贷市场呈现出普遍萎

缩, 即使那些利率有所下调的国家也不例外。

4. 阿根廷危机的影响。有关阿根廷的经济危

机, 这次研讨会上将有学者专门就此问题作论述,

因此, 笔者就不再多花笔墨了。

阿根廷危机对拉美经济的不利影响是多方面

的。第一, 继 1998～ 1999 年危机之后再次打击了

外部投资者对拉美地区的投资信心。第二, 从金融

方面对巴西、智利等南美国家一度造成冲击, 引起

这些国家兑换市场的动荡。不过, 据拉美经委会估

计, 到 2001 年第 4 季度, 这种金融渠道的“传染效

应”已基本消失。第三, 由于阿根廷提高了消费品

的进口关税, 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间的贸易摩擦

加剧, 相互贸易减少。第四, 邻国在阿根廷投资的

企业受到诸多经济措施的不利影响, 经营情况急

剧恶化。

四　2002 年经济形势仍不乐观

即使世界经济在 2002 年第三四季度开始复

苏, 全球经济增长率仍将处在低水平。拉美国家的

出口形势也不会有明显改善。尽管国际利率下降,

没有迹象表明流入拉美地区的外资会立即出现回

升, 继续减少的可能性更大。更为重要的是, 多数

拉美国家的财政、金融、货币体系继续处于脆弱状

态, 调整会有不小的难度。拉美经委会在 2001 年

拉美、加勒比经济的年度总结报告中指出, 最近 4

年来, 拉美国家连续的巨额财政赤字都是靠借债

来平衡的, 使得公共债务迅速增长。这种办法的可

持续性很值得怀疑。其中, 阿根廷、巴西、哥伦比

亚、哥斯达黎加和厄瓜多尔等国公共部门积欠的

债务, 有的已相当于其 GD P, 有的占到 GD P 的一

半以上。因此, 拉美经委会认为, 拉美国家的当务

之急是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减轻外部的脆弱性, 提

高自身的投资能力和社会开支能力, 缓解经济周

期的上下波动。据拉美经委会初步估计, 拉美地区

2002 年的经济增长率约为 1. 1%。

(责任编辑　雁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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