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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对拉丁美洲直接投资的新发展

林　　华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 国际范围内直接投资的数

量和方向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七八十年代一直处于

国际资本市场边缘的发展中国家, 现在已成为资本流动

的主要目的地。 80 年代中期, 在全世界吸收的资金总量

中, 发展中国家吸引的资金不足 15% , 而 1998 年这一比

重已达 42% ①。从数量上来看, 1991～ 1996 年间, 发展中

国家平均每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 820 亿美元②。但

并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能从中受益, 大部分资金流

向了少数国家, 即通常所说的“新兴市场”, 拉美国家也在

其中。

从 90 年代初开始, 拉美地区逐渐成为对外国投资者

最具吸引力的市场之一。从 1990 年到 1994 年, 拉美和加

勒比地区平均每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量为 181 亿

美元, 而 1995 年到 1999 年, 这一数额已达到 641 亿美

元③。由于拉美地区投资环境的极大改善, 美国的和欧洲

的企业纷纷将拉美地区视为推行其国际化战略的主要舞

台。西班牙企业也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加入这一进程。

在短短的 10 年中, 西班牙的投资已在拉美各国的电信、

能源和金融市场上居主导地位。

一　西班牙为何选择拉美作为新的投资对象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西班牙对拉美的直接投资呈大

幅度增长的趋势。拉美国家已成为西班牙投资者的首选

之地。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 在对拉美的投资方面, 没有

一个欧盟国家像西班牙那样, 实现如此快的增长。究其原

因,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 西班牙国内经济的良性发展是其扩大对外投

资的必要条件。70 年代末以来, 西班牙经历了深刻的经济

结构变革进程, 1986 年加入欧共体④ 是这一进程中最重

要的里程碑。在欧共体的资助下, 西班牙引进先进技术,

进行工业改革, 经济实力明显增强。90 年代以来, 由于采

取了适当的经济政策, 西班牙经济运转良好, 成为欧盟成

员国中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在工业化、经济开

放和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 西班牙企业创造并积累了大

量资金和财富。在全球化浪潮的带动下, 其跨国公司也得

到很大的发展。西班牙的对外直接投资日益增多, 逐渐成

为资本的净输出国。

80 年代, 出于一体化的考虑, 西班牙将投资的重点放

在欧洲。90 年代以后, 欧洲市场日趋成熟, 竞争更加激烈,

难以吸收更多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 西班牙企业从公司

的长远利益出发, 改变了国际化战略的方向。它们开始把

目光投向更有发展潜力、更有可能创造最大利润的地区,

以实现扩大企业规模、提高竞争力的目的。在选择新兴市

场时, 对于西班牙来说, 选择拉美地区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这种选择并不难理解。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 拉

美对于西班牙人而言并不陌生。西班牙至今在各个领域

都与这块大陆保持着牢固而密切的联系。它们不仅拥有

相同的语言, 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和价值观

念, 甚至连思维和表达方式都十分相近, 这些相同点或相

似点都有助于缩短双方的“心理距离”。在一个企业国际

化进程的初期, 没有什么比了解对方、熟悉对方更重要的

了。民意测验表明, 西班牙人对拉美比对欧洲其他国家和

美国更感兴趣。毫无疑问, 拉美成为西班牙海外投资的首

选之地, 有着比其他地区更为明显的优势。这也是西班牙

企业为何能在短短的 10 年中就在拉美获得如此突出地

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班牙是欧洲的大国之一, 但由于经济水平相对落

后, 长期不被重视。在加入北约和欧盟以后, 西班牙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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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和经济等各方面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国

家整体实力的提高使西班牙的大国意识开始复苏, 力求

扩大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在欧盟与拉美关系不

断发展的新形势下, 西班牙希望利用本国与美洲大陆的

特殊关系, 在欧盟与拉美之间发挥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

用, 推动两地区的合作, 从而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西班

牙领导人越来越感到, 这种特殊的联系是其与英、法、德

等欧洲强国打交道时的一种宝贵资源。在欧盟国家中, 西

班牙充当了对拉美投资的先锋。由此不难看出, 这是西班

牙整体对外战略思想的直接体现。

大多数拉美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和实行对外开放的

政策, 从根本上改善了投资环境, 是这些国家能够大量吸

引外资的最根本原因。80 年代, 沉重的债务负担不仅将拉

美国家的金融体系置于危险的境地, 难以吸收到新的资

金, 而且也造成国内经济发展失衡, 引发金融危机, 使拉

美国家对国际投资者缺乏吸引力。债务危机的沉痛教训

使拉美国家的政府逐渐认识到, 宏观经济的稳定是确保

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前提。有效控制通货膨胀、公共赤

字和汇率, 成为各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拉美

国家的经济改革和调整措施取得显著成效, 经济状况发

生很大变化, 宏观经济恢复平衡, 投资风险减小, 拉美地

区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增强了。

第二, 拉美国家开始实行贸易和金融开放政策。拉美

国家改变了以往将国内市场作为经济增长中心的政策。

它们开始认识到, 向国际市场开放既有利于国际资本的

进入, 随着管制和壁垒的逐步取消, 又能促进经济活动在

更加健康和更富有竞争力的基础上发展, 吸引更多以出

口为最终目标的资金。

第三, 拉美地区在引进外资的政策方面, 也发生了重

要变化, 这体现在一些国家采取的经济自由化和取消政

府管制的措施上。对以前通常受国家保护或控制的市场,

取消了对外资的歧视性政策限制。原本受国家保护的行

业开始对外资开放, 如采矿业 (秘鲁、玻利维亚和阿根

廷)、石油开采业 (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电讯业 (阿根

廷、巴西、智利和秘鲁) 和金融业 (阿根廷、智利、哥伦比

亚、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同时, 还取消了对外国投

资的利润和股息汇回国内的控制和对撤资的限制性规

定; 简化了外资注册和审批手续; 改革了税收制度, 完善

了征税机制: 既鼓励外国投资, 又防止偷税漏税。通过这

些改革措施, 拉美国家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得到了加强。

第四, 各国政府实行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是吸引

外资的重要因素。这一做法, 不仅使国家财政获取了资金

支持, 也能够借助外资的力量, 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

验, 从而提高整个行业的竞争力。这一进程对于国际投资

者而言, 则意味着有可能获得一些有价值的、完整的资

产, 比新建企业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私有化进程也为那

些尚未在拉美开展业务的企业大规模进入拉美市场提供

了投资机会。西班牙充分利用了这一政策, 使本国企业在

拉美得到迅速发展。

第五, 地区一体化进程增强了投资者对拉美市场的

信心。一体化的直接结果是经营地域的扩大和市场潜力

的增加, 这些都有助于提高拉美市场对外国投资者的吸

引力。

正是上述各种变化交织在一起, 才促成了西班牙对拉美

投资的不断扩大。可以说, 这种局面的形成与拉美、西班牙和

整个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　西班牙对拉美直接投资的

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

自 1974 年以来, 西班牙对外投资的规模开始迅速扩

大, 并呈现出向拉美、欧共体和美国集中的趋势。很多西

班牙企业的国际化进程都是从拉美开始的, 它们看中的

是这里有增长潜力、成本相对低廉、自然资源丰富的市

场。投资的方向主要是工业品生产 (金属加工和精密仪器

制造) , 其次是金融业、渔业和建筑业。投资主要来自国有

中小企业。

80 年代, 受拉美债务危机和金融动荡的影响, 西班牙

对拉美的投资额逐渐减少。由于西班牙在 1986 年加入欧

共体, 一体化进程使欧共体国家成为西班牙投资的重点。

90 年代以后, 西班牙对欧洲的投资由于欧盟经济增长速

度放慢、市场竞争加剧而缺乏活力。目前, 西班牙企业在

欧洲的大多数业务只局限于少数几个周边国家 (葡萄牙、

法国和荷兰)。金融、保险、商业、旅游和通讯业是西班牙

对外投资的重点部门。从 1991 年到 1993 年, 75% 的西班

牙对外投资与服务业相关, 90 年代末这一比重达到

88% ⑤。

90 年代中后期, 西班牙的对外投资增长显著, 这主要

是由于对拉美投资的扩大。从 1994 年起, 拉美和加勒比

地区作为西班牙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的重要地位日益明

显。1994 年的投资额比 1993 年猛增了 3 倍。1998 年, 西

班牙的对外直接投资达到 185 亿美元, 其中近 72% 的投

资流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而 1990 年这一比重只占

29% ⑥。根据西班牙欧拉关系研究所的统计, 从 1993 年到

1997 年, 西班牙对拉美的投资净流量总额超过了其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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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欧盟国家。从整个拉美地区来看, 西班牙是仅次于美国

的第二大投资国。而在一部分国家和某些行业, 西班牙已

取代了美国, 成为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在拉美吸收的全部

外国直接投资中, 西班牙的投资额占 1ö4 左右。

目前, 西班牙企业在拉美投资的重点区域是南共市、

智利和安第斯共同体国家。从 1991 年到 1997 年, 阿根廷

是西班牙在拉美最重要的投资对象, 累计吸收的西班牙

投资占该国对拉美地区总投资的 21% ⑦。西班牙在阿根

廷的投资范围非常广, 涉及运输、电讯、金融中介、银行、

保险、石油开采、燃料加工、能源和自来水供应等多种行

业。在智利和安第斯国家, 西班牙的投资集中在电讯、银

行业和电力资源等部门。西班牙企业大规模进入巴西市

场的时间稍晚于阿根廷和智利, 但从 1996 年开始, 投资

额呈迅猛增长的态势, 特别是在 1998 年达到 69 亿美元,

占当年西班牙对拉美总投资的 52% ⑧。在加勒比国家中,

古巴的旅游业和酒店业是吸引西班牙投资的热点, 在投

资项目的数量上, 西班牙位居第 1 位。西班牙对墨西哥的

投资不多, 从 90 年代后期起才出现较明显的增长。2000

年 3 月墨西哥与欧盟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 已经引起西

班牙跨国公司对墨西哥投资的极大兴趣。从事电讯、能源

和金融业的西班牙企业都实施了扩大投资的计划。

西班牙企业在拉美推行国际化战略的重点领域是服

务业和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其中金融业占总投资

的一半以上, 其次是电信 (占 20% 左右)和能源 (占 15% )。

这些部门和行业都是拉美国家相对落后、但最有发展潜

力的部门和行业。相比之下, 第一和第二产业所占的份额

极少。1993 年到 1998 年, 西班牙在拉美农业和制造业部

门的投资总和只占对拉美总投资的 6%。只有在墨西哥例

外, 除了金融、能源等部门以外, 西班牙制造业企业还在

墨西哥的食品、酒类、印刷工业、金属和汽车零部件加工

等部门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投资。在西班牙对墨西哥的直

接投资中, 制造业所占份额高于在拉美其他国家的平均

水平,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和

墨西哥本身发达的客户工业的吸引。这些西班牙企业希

望通过对墨西哥的投资, 使产品能够迅速打入广阔的北

美市场。

西班牙对拉美投资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 绝大部分

资金都来自有限的几家西班牙大型企业集团。它们中的

大多数由于在 90 年代完成了私有化进程, 国际竞争力和

金融实力都有所提高, 因此拥有足够的资金来实施国际

化战略。其中比较突出的有: 从事金融业的桑坦德西班牙

美洲中央银行和毕尔巴鄂2比斯开2阿根塔里亚银行, 从事

电信业的西班牙电话公司, 从事能源开发和利用的雷普

索尔公司、西班牙国家电力公司、费诺萨联合电力公司、

伊贝尔德罗拉公司和 SD G 天然气公司, 从事公共服务业

的巴塞罗纳自来水总公司, 从事运输业的伊比利亚航空

公司, 从事旅游业的索尔2梅利亚公司, 等等。这些企业的

投资无论就其数额, 还是就其在西班牙对拉美总投资中

所占的比重, 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大部分投资都

取得了良好的收益, 获得了预期的效果。相比之下, 西班

牙中小企业在拉美的投资显得不太突出。但最近几年来,

在大企业的带动下, 中小企业也在拉美看到了希望, 它们

的力量主要集中在贸易、商业、酿酒业、渔业、旅游业和城

市公用事业等部门。

与其他许多欧美企业不同的是, 对现有资产的收购

或扩充是西班牙企业在拉美最常用的投资手段。而新的

投资即新建企业的数量很少。统计材料表明, 用于发展新

企业的投资只占全部投资的 5% 以下⑨。西班牙最初是购

买当地的国有企业, 近几年来则发展到收购私人企业。这

种现象一方面与拉美各国近年来实行的私有化和自由化

政策有关; 另一方面, 迫于缺乏资金的压力, 拉美国家急

于出售国有企业, 在价格上让步很大, 因此, 收购企业比

在当地新建企业所付出的代价和承担的风险要小得多。

正是通过这种跨国兼并的方式, 西班牙在拉美各国的投

资数量迅速扩大, 企业规模迅速膨胀, 可以说达到了预期

的目的。在收购活动中, 50% 以上的西班牙投资都采用组

建控股公司的方式进行经营和管理, 这样可以获得税收

上的优惠等有利条件。

三　西班牙投资在拉美引起的

争议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如何看待所谓的“第二次征服”

随着西班牙在拉美投资的迅速增长, 这一现象被越

来越多的人所关注。拉美人的心态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

由最初的兴奋发展到后来尖锐的批评。

与 80 年代相比, 近 10 年来西班牙在拉美的投资地位

有了显著的提高。由于历史上西班牙与拉美国家有过特

殊而复杂的关系, 西班牙企业进军拉美市场被称之为“第

二次‘发现’新大陆”, 而它们在拉美地区的不断扩张则被

称为“第二次征服”或“重新征服”。这种形容多少带些贬

义的意味, 也充分说明了一些拉美人对这一现象表现出

的忧虑和担心。他们将两次“征服”作了比较, 认为与 500

多年前的征服不同的是, 这次西班牙人使用的武器不再

是大炮和战马, 而是在金融、电讯、能源等行业的巨额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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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⑨ 《西班牙成为拉美最大投资国》, 载《经济参考报》2000 年

8 月 24 日第 3 版。

⑧同⑥, 第 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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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和经营管理经验; 今天的“征服”已不再是对领土的占

领, 而是投资和购买拉美国家战略性部门的企业, 进而领

导整个行业;“征服者”不再只满足于得到几块金子和几

片土地, 他们为更大的利益而来: 拉美地区所能产生的巨

额利润。当地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甚至号召拉美人不要使

用西班牙人提供的服务。在他们看来, 这些投资的最终目

的在于获取巨额利润, 是西班牙新殖民主义的体现。

在拉美, 持上述观点的人为数不少。除此之外, 还存

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些人对西班牙的投资持全力支持

的态度, 认为西班牙与伊比利亚美洲的“血缘”关系是无

法改变的事实, 倒不如充分利用这种优势, 使西班牙投资

为拉美的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持这种观点的人一

般都是从西班牙投资中受益的企业家、职员或客户。另一

些人的心理比较矛盾, 他们一方面看到了西班牙企业带

给拉美的巨大变化, 另一方面又担心民族经济过分依赖

于西班牙, 害怕重蹈覆辙。

西班牙人的到来真的那么可怕吗? 他们真的“用心险

恶”吗? 笔者认为未必如此。之所以出现对“重新征服”的

担忧, 在很大程度上与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历史渊源有

关。毕竟在 5 个世纪以前, 是西班牙人首次踏上了这片土

地, 也是西班牙人用残酷的方式征服了新大陆, 并持续了

3 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所以, 当西班牙人又“卷土重来”时,

很多人仍心有余悸。至今不少拉美人对西班牙仍抱有一

种强烈的抵触情绪, 他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地接受西班牙

人的到来。其实, 西班牙的大规模投资并不是一种孤立的

现象: 一方面, 它与拉美的现实情况、世界经济全球化浪

潮的掀起有着密切的联系; 另一方面, 应该看到, 西班牙

的投资只是拉美吸引外资的一部分, 拉美地区同样引起

了其他欧美国家的广泛关注。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拉美

最大的外国投资者, 这种地位尚未改变。西班牙的投资与

其他国家的投资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巨额利润是所有跨

国公司追求的目标。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大环境

下, 在企业并购风起云涌的时候, 需要担心的并不是某个

国家, 而是全部外国投资将对拉美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西班牙在拉丁美洲主要国家的直接投资额, 1990～ 1998 年　　　 (单位: 百万美元)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阿根廷 136 342 90 189 862 919 1 531 1 821 1 425
巴西 79 82 13 24 63 108 359 1 429 6 886
智利 22 42 27 173 47 57 806 1 894 1 483
哥伦比亚 3 10 30 5 20 24 357 872 1 896
墨西哥 82 27 13 117 225 242 81 325 312
秘鲁 2 0 0 0 2 102 309 401 124 182
委内瑞拉 15 269 8 0 0 5 423 653 237

西班牙在拉美的直接
投资总额① 402 795 229 521 3 388 1 743 4 024 7 238 12 636

西班牙对外
直接投资总额 4 458 6 501 5 356 3 492 7 613 7 757 9 605 13 342 18 512

　　资料来源: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1999 年拉美和加勒比外国投资报告》, 第 141 页。

①　不包括在马拿马、波多黎各和加勒比地区金融中心的投资。

　　 (二)“第二次征服”和西班牙与美国的竞争

西班牙对拉美的大规模投资不仅在拉美各国引起了

广泛的讨论, 而且在美国的报刊上也出现了“西班牙‘重新

征服’拉丁美洲”的字眼。因此, 有人提出了一种耐人寻味

的观点, 认为“第二次征服”的概念被美国人利用了, 目的

是激起拉美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对西班牙的扩张形成一种

无形的敌视, 从而削弱西班牙的地位。不管“重新征服”的

字眼是谁提出的, 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 西班牙企业

的扩张对美国在拉美的投资地位提出了挑战。

据西班牙经济部统计, 1999 年西班牙对拉美的直接

投资额已超过美国, 成为拉美最大的外国投资者。 1999

年, 西班牙电话公司以微弱优势超过美国通用汽车公司,

以 124. 39 亿美元的固定销售额排名拉美前 100 家跨国公

司之首。在固定资产方面, 桑坦德西班牙美洲中央银行以

806 亿美元居拉美前 10 家跨国银行之首, 远远超过排名

第二的美国花旗银行 (326 亿美元) , 而西班牙毕尔巴鄂2
比斯开2阿根塔里亚银行以 279 亿美元紧随其后βκ。

因遭受两次拉美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损失, 一些美国

公司在重返拉美市场的问题上显得犹豫不决, 西班牙人反
而从中得到了好处, 甚至占领了一部分原来由美国公司控
制的市场。在 1995 年墨西哥刚刚对外开放天然气分配市
场时, 人们以为美国企业会抓住这个机会, 迅速占据市场。
而事实是, 5 年后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的子公司墨西哥天
然气公司拥有的客户已是其美国竞争对手的 10 倍βλ。

西班牙利用与拉美在文化传统、语言和宗教信仰等多

βκ　同③, 第 65 页。
βλ 　Rod U sher, L a R econqu ista d el N uevo M und o, h t tp: öö
www. cnnenespano l.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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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联系, 与拉美的关系日益密切, 特别是近年来在投资方面大

有赶超美国的势头。另外, 西班牙还利用这种天然的优势, 坚决主

张拉美与欧洲建立新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积极推动欧拉关系的发

展。如今, 欧盟各国在拉美的总投资已超过美国, 这一切都可以说

是对有关拉美是美国的“天然后院”的思想构成了威胁和挑战。

(三)西班牙国内对本国企业在拉美大规模投资的态度

西班牙政府对本国企业对拉美的投资持全力支持的

态度。阿斯纳尔首相曾指出, 拉美是西班牙的“基本战略选

择”。西班牙一些官方机构都积极致力于推动本国企业对

拉美地区的投资, 如西班牙对外贸易协会、西班牙官方信

贷协会和西班牙发展资助公司等, 都在促进西班牙对拉美

投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西班牙的一些经济管理部门和舆论界则普遍认为,

在拉美的投资虽然取得了成效, 但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一方面拉美本身经济的脆弱性和波动性较大, 另一方面其

政治和社会条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西班牙各银行在拉美的发展因 1998 年金融危机而受

到影响。风险评估机构因为西班牙几大银行在拉美的广泛

扩张而降低了对它们的安全性的预测。西班牙 (中央)银行

认为, 各大金融机构在拉美进行的收购活动风险太大, 要

求它们谨慎地考虑新的投资。

而西班牙的一些媒体则把这种企业行为称为“战略赌

博”, 认为在拉美的不断扩张是一种冒险, 虽然存在着机

遇, 但仍无法避免风险。而且媒体担心这种快速扩张会引

起拉美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 被竞争对手所利用, 反而不

利于西班牙企业在拉美的未来发展。

对于所谓“重新征服”的看法, 西班牙政府和企业采取

了低调而温和的态度。它们的解释是, 西班牙的投资是长

期而稳定的活动, 而不是为了掠夺某个国家的资本而进行

的短期行为, 这与历史上的“征服”是完全不同的。它们希

望用事实来改变一部分拉美人的敌视态度。

(四)对西班牙投资的利弊分析

如果完全用民族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西班牙的投资, 产

生的结论必然是片面的。那么, 西班牙企业到底给拉美国

家带来了什么呢? 是什么原因使西班牙在拉美的投资引起

了广泛的争议呢? 对“重新征服”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吗?

据拉美经委会统计, 在整个 90 年代, 西班牙企业向拉

美注入的直接投资超过了 500 亿美元。在拉美国家的经济

发展普遍存在缺乏资金支持和遭遇严重财政危机的情况

下, 西班牙投资的作用无疑是明显的。在西班牙的带动下,

其他欧盟国家的资金也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个地区, 可以说

西班牙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 西班牙企业在对外开放和国际

化进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和能提供的技术条件最接近拉美

的现实, 最符合拉美国家的需要。此外, 西班牙的投资不是

短期的流动资金, 而是固定在某一领域的长期投资。这是

西班牙投资受到拉美国家普遍欢迎的两个重要原因。

外资的进入极大地促进了拉美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西班牙人带来了新的技术手段和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 使

该地区原来发展最薄弱的电信业、能源业和金融业都焕发

出了新的活力。这些部门的技术水平提高了, 经营范围扩

大了, 服务网点增加了, 服务质量改善了, 工作效率提高

了, 价格水平下降了, 全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加强了。

以电信业为例, 除了电话线路大幅度增加以外, 网络

的数字化使原来的上百万条电话线得到了更新。电信数字

化程度在西班牙最早投资的两个国家阿根廷和智利都达

到了 100% , 在秘鲁达到了 90%。在西班牙电话公司进入

拉美市场之前, 用户安装电话需要等待几年的时间, 而现

在多则一两个月, 少则几天就可以享受到这种服务。

在金融领域, 西班牙银行的大规模进入, 有助于拉美

金融体系的积极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由此带来的新变化

是: 提高了本地的服务质量和经营效率, 引入了新的技术

手段和服务项目, 扩大了信贷规模; 在经营方式上更加规

范化和专业化; 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之间的竞争, 压缩了

中间环节的利润空间, 因此金融成本得以下降, 使客户从

中受益。最明显的效果是稳固和加强了本地金融市场, 提

高了金融体系的安全性。

对西班牙企业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最大的争议莫过于西班牙企业扩张性的收购行

为导致了垄断。如今, 西班牙企业在拉美电信、能源和金融

市场的占有率越来越高, 拥有的客户数以千万计, 已经出

现了市场高度集中的局面。西班牙国家电力公司对智利埃

内西斯集团的收购, 雷普索尔公司对阿根廷石油矿藏管理

局的收购, 使拉美国家担心最终的结果以外国私有垄断企

业取代本国的国有垄断企业。而外国企业对拉美战略产业

的控制必将导致这些国家在经济上更加依附于国外。事实

上, 国家电力公司在拉美市场上的经营过于集中, 已违背

西班牙现行的法律规定: 发电、电力输送和分配必须分管。

但是目前还没有要求本国企业在国外的经营活动中也必

须遵循这些原则。在金融方面, 拉美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

开始对西班牙银行取得的统治地位进行评估。桑坦德银行

与西班牙美洲中央银行合并后, 市场过分集中的问题有所

突出。在智利, 政府认为该银行的集中程度过高, 因而影响

和损害自由竞争的原则, 迫使西班牙银行出让一部分股

份, 并放弃新的收购活动。垄断问题的加剧是西班牙企业

在拉美受到指责的最重要原因, 也是提出所谓“重新征服”

的根源所在。

其次, 西班牙企业在服务质量和制定价格方面也有很

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巴西, 由于西班牙电话公司未能

履行在私有化阶段对服务质量做出的承诺。巴西政府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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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对其进行罚款。巴西金融动荡期间, 电信价格的上涨

导致客户与企业之间的对立十分突出。在阿根廷、智利、委

内瑞拉和秘鲁, 客户对电信价格也颇有微词。有材料表明,

西班牙电话公司在阿根廷的电信价格是西半球最高的定

价之一βµ。在电力行业, 服务质量达不到原先确定的水平、

企业裁员等现象引起相关国家的不满。阿根廷曾出现了西

班牙国家电力公司的 60 万用户因对价格持有异议而拖欠

电费的事件。在金融部门, 外资银行的中介利润虽有所下

降, 但与本国市场相比, 仍有较大的距离。

许多拉美人都认为, 西班牙公司从拉美获取的利润过

高, 导致消费者在体验现代化的同时, 不得不面对价格的

上涨。还有不少人对这些利润能否重新投资给拉美国家也

表示怀疑。

此外, 西班牙的绝大部分投资属于所有权的转移, 而

不是创造新的生产能力。这些投资的方向是供应拉美本地

市场, 并没有对出口能力的提高发挥太大的作用。这也是

对西班牙投资产生争议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些人为的因素

也影响了西班牙企业在拉美的地位, 这主要是由于一部分

在拉美工作的西班牙职员对待当地人的傲慢态度使西班

牙企业的形象大打折扣, 这个问题在秘鲁显得最为突出。

在阿根廷和委内瑞拉, 伊比利亚航空公司投资的失败

也对西班牙企业的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该公司从 1991

年到 1994 年共投资 10 亿美元, 收购了委内瑞拉国际航空

公司和阿根廷航空公司。结果, 前者因经济形势恶化、债台

高筑而破产, 后者则效益低下, 勉强维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10 年来西班牙的直接投资

对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还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使相关

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代化水平有了实质性的提高。

因此从总体上讲, 它为拉美国家带来的好处应该说远远大

于产生的消极影响。目前最令人担忧的垄断问题, 确实使

大多数拉美人难以接受。尤其是双方又有着这样一种特殊

的历史关系。它的短期影响是不明显的, 但潜在作用却不

容忽视, 特别是诸如能源、金融这样的战略性产业和关键

部门被外国资本所控制, 势必引起拉美国家的关注和反

思。一些国家正在考虑制定新的反托拉斯法和反垄断法,

这是一个进步。对于拉美各国来说, 一方面还要积极鼓励

外国投资, 因为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持; 另

一方面, 要认识到外资的双重作用, 正确的态度不是否认

它或抵制它, 而是要加强监督和管理。在市场日益全球化

的形势面前, 拉美各国在健全和完善其法律法规方面仍需

要进行更大的努力。

(五)未来的发展趋势

西班牙在拉美地区的投资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了许多

分析家的预测。那么, 西班牙企业对拉美市场的兴趣是否

还将保持? 拉美在未来几年内仍是西班牙对外投资的首

选吗? 　

经过 10 年的努力, 西班牙几家大型企业已在拉美主

要国家站稳了脚跟, 获得了必要的经营规模和市场占有

率, 提高了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地位, 在经营管理和战略

决策方面也日趋成熟。可以这么说, 第一阶段的目标已基

本实现。在未来几年内, 如果拉美地区稳定的政治经济条

件不发生大的变化, 那么西班牙企业在拉美的发展也将保

持平稳。即使出现较大的波动, 西班牙也不会完全放弃拉

美这块宝地。1998 年巴西的金融动荡就是一个例证。当时

西班牙企业在拉美的业务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 银行

遇到的困难更大一些, 但它们对拉美仍然兴趣不减, 都没

有改变基本的投资战略, 因为它们相信这些国家长远的趋

势仍是增长, 倒退只是暂时的。

但是, 随着拉美主要国家能源、电信、金融等行业私有

化进程的结束, 西班牙企业的投资将向收购当地私人资本

过渡, 因此, 在规模上将会受到限制。此外, 在一些国家, 由

于受到损害自由竞争、服务质量提高不快、定价过高等方

面的指责, 并因此影响新的收购活动, 再加上某些大公司

的投资能力已达到极限, 西班牙各大集团在拉美的发展有

可能将进入一个调整阶段, 逐渐放慢其开拓拉美市场的速

度, 在进行大规模并购方面采取相对谨慎的态度, 将更多

的力量转向完善现有的经营和管理方面。投资风险的增加

也会促使这些企业调整国际化战略的方向或经营项目。此

外, 中型企业进军拉美市场的步伐将有可能加快。公共工

程、港口建设、城市垃圾处理等将是这些投资者的选择。

最近发生的“九一一”事件, 将使包括西班牙在内的欧

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西班牙是否会因

此完全改变其在拉美的投资战略, 目前尚无迹象。但由于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企业跨国经营所带来的连锁反应, 西班

牙对拉美的投资也有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

拉美经委会在《1999 年拉美和加勒比外国投资》报告

中指出: 很有可能西班牙企业正在进入对拉美扩张战略的

最复杂阶段, 即获得拉美市场、政府和客户的全面接受和

认可。

从长远来看, 还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 即随着竞争力

的不断提高, 西班牙企业对欧盟市场的重视将会重新加

大。它的最终目的是利用在拉美市场上取得的优势地位,

求得更大的发展。曾有人指出, 西班牙企业在拉美的扩张

是为了积累资金和财富到别的国家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

这种观点不无道理, 结果如何, 人们将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　沙　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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