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
丁
美
洲
研
究

38　　　

2008年 6月 拉丁美洲研究 Jun. 2008　
第 30卷　第 3期 Journa l of La tin Am er ican Stud ies Vol. 30　No. 3

·拉美竞争力研究·

拉美地区产业结构的国际比较

·谢文泽

内容提要 　在 “三个中心 ”“四个塔级 ”的世界经济格局中 , 拉美地区的位置较为尴尬 : 产业结构优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

但国际竞争力却落后于后者。拉美地区产业结构的突出特点是 “两高两低 ”, 即人均国民收入水平高 , 产业结构发展程度

高 , 国际竞争力低 , 制造业的国民经济支柱作用低。拉美地区的制造业以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 , 但其劳动力、资本和技术

密集型产业落后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 拉美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 , 试图改造并升级

其制造业部门。

关 键 词　拉丁美洲 　产业结构 　国际比较

　 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 拉美地区的产业结构发

展程度是最高的。但是 , 随着全球产业大转移和世

界经济格局的改变 , 拉美地区陷入了尴尬境地 : 其

产业结构优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 但国际竞争力却

落后于后者。目前 , 拉美国家正利用有利时机 , 试

图改变这种局面。

一 　“三个中心 ”和 “四个塔级 ”

的世界经济格局

　　20世纪 60年代以来的三次全球性产业大转移

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次全球性产

业大转移发生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 美国、日本

等发达国家先后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

业向发展中国家 (地区 ) 转移。第二次全球性产

业大转移发生在 80年代 , 美、日、欧洲国家等发

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方

向发展 , 把传统产业和一些低技术密集型产业向发

展中国家 (地区 ) 转移。东亚地区、特别是亚洲

“四小龙 ”和东盟 , 是这两次全球性产业大转移的

主要受益者。20世纪 90年代以来 , 第三次全球性

产业大转移快速推进 , 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

(地区 ) 在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和资

本 —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 , 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

移高新技术产业 , 特别是向少数发展中大国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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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转移高新技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加工制造工序。

在三次产业大转移中 , 美国、日本和东亚国家

(地区 ) 处于中心地位 , 其他国家 (地区 ) 处于边

缘、半边缘地位。第一次产业大转移期间 , 美国和

日本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 “四小龙 ”。第

二次产业大转移期间 , 美国把计算机及其低端产品

的生产转移到 “四小龙 ”; 日本把家电产业转移到

东盟国家 ; “四小龙 ”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盟国

家及中国大陆转移。第三次产业大转移期间 , 美国

把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中高端半导体产品的生产

以及软件开发等转移到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省、韩

国、新加坡、印度等地。

随着全球性产业大转移 , 世界经济格局出现了

两大突出特点。

第一 , “三个中心 ”和 “四个塔级 ”。经济全

球化和全球性产业大转移催生出了当代世界经济中

的 “三个中心 ”: 创新中心、制造业中心、初级产

品供给中心。欧洲国家、美、日等发达国家是创新

中心 , 引领世界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 以亚洲 “四

小龙 ”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及中国、

印度等少数发展中国家是制造业中心 , 中国被称为

“世界工厂 ”; 石油出口国和自然资源丰富的一些

发展中国家是初级产品的供给中心。墨西哥、巴西

等少数发展中国家是区域制造业中心 , 也是初级产

品供给中心。

世界经济格局出现了 “金字塔 ”式的结构 ,

明显存在着四个塔级 : 美国一超独霸 , 居塔尖位

置 ; 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第二级 ;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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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制造业中心和初级产品供给中心的发展中国家居

第三级 ; 其他众多发展中国家 (地区 ) 居第四级。

四个塔级之间的差距呈日益扩大的趋势。

第二 , 国家 (地区 ) 间的竞争向区域集团之

间的竞争转变。在 “三个中心 ”和 “四个塔级 ”

框架内 , 绝大多数国家 (地区 ) 依托区域集团的

力量进行集体性的国际竞争和博弈。区域集团主要

通过签订区域性贸易协定而组建起来。到 2007年

7月为止 , 向 W TO通报的区域性贸易协定有 380

个 , 其中 205个协定得到实施。北美自由贸易区、

欧盟、南方共同市场、东盟、东非和南非共同市场

等 5个区域性集团影响较大。①

目前 ,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实力最强 , 美

国、加拿大、墨西哥 3国的总面积约 2 200万平方

千米 , 拥有 4132亿人口 , GDP为 14万多亿美元。

其次是欧盟 , 它有 27个成员国 , 约 422万平方千

米 , 4193亿人口 , GDP为 12万多亿美元。南方共

同市场有 4个成员国 (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

巴拉圭 ) , 其总面积约 1 188万平方千米 , 2135亿

人口 , GDP约 112万亿美元。东盟有 10个成员国 ,

其总面积约 446万平方千米 , 5165亿人口 , GDP

约 111万亿美元。东非和南非共同市场有 19个成

员 , 其总面积约 1 447万平方千米 , 413亿人口 ,

GDP约 5 700亿美元。上述五大区域集团的成员国

总数为 63个 , 约占联合国成员国总数的 1 /3, 人

口数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1 /3, 总面积约占全球总

面积的 40% , 但 GDP合计却占世界 GDP的 2 /3。

因大规模实施 “进口替代工业化 ”战略 , 拉

美国家没有抓住第一次和第二次全球性产业大转移

的机遇 , 但赶上并融入了第三次产业大转移进程。

因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 (“客户工业 ”) , 墨西哥成

为北美洲的制造业中心 ; 与此同时 , 因大量拥有石

油和出产蔬菜和热带水果的优势 , 墨西哥成为初级

产品供给中心的一员。在南美洲 , 巴西成为区域制

造业中心 , 同时也是初级产品供给中心的重要成

员 ; 委内瑞拉是拉美的第一大石油生产国和出口

国 , 智利是世界第一大铜生产国和出口国 , 阿根廷

素有 “世界粮仓 ”的美誉 , 玻利维亚、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秘鲁、乌拉圭等国是能源和农产品出口

国 , 它们都跻身于初级产品供给中心的行列。

在 “塔级 ”结构中 , 巴西、墨西哥、阿根廷、

智利、秘鲁、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玻

利维亚、乌拉圭等国居第三级 , 其他拉美国家

(地区 ) 则基本上处于第四级。

二 　“两高两低 ”: 拉美地区产业

结构的突出特点

　　在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中 , 处于不同 “塔级 ”

的国家 (地区 ) 和区域集团之间正进行着错综复

杂的合作与竞争。

与其他发展中地区相比 , 特别是与东亚和东南

亚地区相比 , 拉美的产业结构有两大突出特点 , 即

“两高两低 ”。

一是人均国民收入水平高。评价产业结构的发

展程度 , 首先要看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与其他发展

中国家和地区相比 ,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国民收入

水平较高。据世界银行统计② , 2005年 , 拉美和加

勒比地区的人均 GDP为 4 767美元 , 远远高于东亚

地区的 1 863美元、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841美元及

南亚地区的 765 美元。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

计③ , 绝大多数拉美地区的经济体属中等或中高收

入水平的经济体。

二是产业结构发展程度高。经济发展不仅表现

为经济规模的扩张 , 而且还表现为产业结构向发达

国家的结构类型靠近 , 即产业结构高度化。在衡量

产业结构发展程度的诸多指标中 , 产值构成和就业

结构是两个最重要的指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 特别是 20世纪 60

年代以来 , 世界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 发展中国

家 (地区 ) 的人均 GDP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 ,

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960～2000年间 , 全

球人均 GDP年均增长率为 2176% , 东亚地区为

4196% , 东欧地区为 1178% , 拉美地区为 1178% ,

中东地区为 2120% , 南亚地区为 2124% , 撒哈拉

以南非洲为 0166% ; ④ 随着经济增长 , 农业占 GDP

的比重大幅度下降 , 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上升。

从表 1可以看出 , 与东亚和东南亚、南亚及撒

哈拉以南非洲等发展中地区相比 , 拉美的就业比重

和产值结构、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和产值比

重 , 与 OECD成员国最为接近。

①

②

③

④

W TO, Regional Trade Agreem ent1 http: / /www1wto1org

World Bank, W orld Developm ent Indicators Database, Apr120071
CEPAL, Anuario Estadístico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071
Norman Loayza, Pablo Fajnzylber, César Calderón, Econom ic

grow th in Latin Am 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 tylized Facts, Explanations

and Forcasts, the World Bank, W ashington D1C1, March 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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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拉美地区的主要产业结构指标及国际比较

指标 OECD
拉丁

美洲

东亚和

东南亚
南亚 非洲

就业比重

( % )

第一产业 319 1911 3814 4810 6417

第二产业 2415 2210 2619 2117 916

第三产业 7115 5819 3417 3013 2517

产值结构

( % )

第一产业 119 614 1116 1812 1512

第二产业 2717 3014 4610 2715 3215

制造业

比重 ( % )
1514 1915 2710 1513 1119

第三产业 7014 6013 4214 5413 5213

出口占 GDP的

比重 ( % )
46145 46120 61135 49107 37199

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总

出口的比重 ( % )
78　 54　 81　 72　 33　

高科技产品占工业制成

品出口的比重 ( % )
5718 2115 4714 4316 1611

　　资料来源 : (1) 三大产业产值的比重、出口占 GDP的

比重 : World Bank, W orld D evelopm ent Indica tors D atabase,

Ap r120071
(2) 三大产业的就业比重 : International Labor O rgani2

zation, Globa l Em ploym ent Trend: January 2008,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20081
(3) 制造业的比重 : United Nations, N ationa l A ccounts

M ain A ggrega tes D atabase, Aug1 20071
(4) 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高科技产品出

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重 : W TO, In ternational Trade

S ta tistic, 2007, Table II18, 9, 101

三是国际竞争力低。拉美地区产业结构的发展

程度高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 但其国际竞争力却低

于后者。据瑞士国际管理开发学院 2007年的 《世

界竞争力年鉴 》① , 按照分值由高到低将被评估的

55个经济体分为 3组 : 第一组 (分值为 100～80)

有 14个经济体 , 东亚地区的新加坡以 99分居第 2

位 , 中国香港以 9315分居第 3位 , 其他 12个均为

发达经济体 ; 第二组 (分值为 80～60) 有 17个经

济体 , 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有 5个 (中国、

中国台湾省、马来西亚、印度和韩国 ) , 拉美地区

只有 1个 (智利 ) , 其他均为欧洲的经济体 ; 第三

组 (分值为 60～30) 有 24个经济体 , 东南亚有 3

个 (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 , 拉美地区有 5

个 (哥伦比亚、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委内瑞

拉 ) , 非洲只有 1个 (南非 ) , 其他为东欧和中欧

的经济体及以色列。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经济

体位于第二组 , 拉美地区的主要经济体位于第三

组 , 这意味着拉美地区的国际竞争力低于东亚、东

南亚和南亚地区。

世界经济论坛 2007年的 《全球竞争力报告 》②

评估了 131个国家 (地区 ) 的国际竞争力 , 中国、

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印度、新加坡、韩国、马来

西亚、泰国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 (地区 ) 均位居前

50位 ; 拉美国家中 , 只有智利和巴巴多斯位于前 50

位 , 而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秘鲁、委内瑞拉、

哥伦比亚、巴拿马等拉美国家则位居第 51～100位。

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列举的贸易绩效指数包括

184个国家和 14个不同的出口部门 , 涉及 3 500种

产品和全球 90%以上的贸易额 , 能比较全面地对

比各国 (地区 ) 的出口绩效和竞争力。得分越多 ,

表明贸易绩效越好 , 竞争力越强。表 2选择的几个

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可体现出各自所在地区的国际竞

争力。拉美地区的出口绩效和竞争力明显低于东亚

和东南亚地区。

表 2　一些拉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

贸易绩效指数比较 (2006年 )

拉美地区 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国家 分值 国家 分值

阿根廷 7 印度尼西亚 24

巴西 8 马来西亚 51

智利 12 中国 55

墨西哥 77 韩国 96

　　资料来源 : UNCTAD /W TO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Country M arket A na lysis Profile: Trade Perform ance Index1
http: / /www1 intracen1org

拉美地区的国际竞争力低于东亚和东南亚地

区 , 与拉美地区产业结构的以下特点有关。

四是制造业的国民经济支柱作用低。如表 1所

示 , 在产值结构中 , 拉美地区的制造业比重

(1915% ) 低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 2710% )。在

出口结构中 , 拉美地区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总出口的

比重为 54% , 而东亚地区为 81%。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 也是综合国力

和国际竞争力的体现。制造业是拉美国家经济增长

的主要支柱 , 但其重要性有所下降。如 20世纪 70

年代 , 巴西制造业产值占 GDP的比重曾高达 30%

左右 , 推动了经济增长 , 创造了 “巴西奇迹 ”。亚

洲 “四小龙 ”通过大力发展制造业而实现了 “经

①

②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W orld

Com petitiveness Yearbook 2007: Scoreboard, IMD, Lausanne, Switzer2
land1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7 - 2008”, in W orld

Econom ic Forum , Table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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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起飞 ”和经济高速增长 , 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

国家 (地区 )。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

亚和南亚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正大力实施制造业的发

展和升级战略 , 以此带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发展。

三 　拉美地区与东亚和东南亚

地区制造业的比较

　　在发展中国家 (地区 ) , 拉美地区的制造业与

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竞争程度较高。

拉美地区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巴西和墨西哥。

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 IDO ) 统计 , 2005年 ,

巴西制造业部门的增加值占拉美地区制造业增加值

的 41% , 墨西哥占 20% , 两国共占 61% ; 墨西哥

是拉美地区第一大工业制成品出口国 , 其工业制成

品出口占地区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的 6318% , 巴

西占 2412% , 两国共占 88%。①

拉美地区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在制造业领域的

竞争主要集中在巴西和墨西哥与中国、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竞

争。如表 1所示 , 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出口中 ,

绝大部分 ( 81% ) 为工业制成品 , 其中近一半

(4714% ) 为高科技产品 ; 拉美地区工业制成品的

出口比重较低 ( 54% ) , 其中仅有 1 /5左右为高科

技产品。

表 3把制造业产业分为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

力密集型产业及资本 —技术密集型产业三大类。拉

美的制造业产业以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 , 其增加值

约占 整 个 地 区 制 造 业 产 值 增 加 值 的 一 半

(4717% )。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则以劳动力密集型

产业及资本 —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 , 二者的增加值

占地区制造业部门增加值的 70%以上。

两个地区相比 , 拉美地区的资源优势比较突

出 , 同时拥有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 而东亚和东

南亚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比较突出 , 自然资源较

贫乏。因此 , 两个地区在资源密集型产业领域的互

补性大于竞争性 , 但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及资本 —

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的竞争较为激烈。无论是在纺

织、服装等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 还是在电子

计算机、家电、通讯设备等高科技产品的加工和制

造领域 , 拉美地区均落后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表 3　拉美地区与东亚、东南亚地区制造业结构比较

产业 增加值比重 ( % )

拉美地区 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资源密集型 4717 2819

劳动力密集型 1913 3816

资本 —技术密集型 3210 3215

　 　资 料 来 源 : UN IDO, Industria l S ta tistics D atabase1
http: / /www1unido1org

(1) 资源密集型产业包括食品和饮料、烟草、木制

品、造纸和纸制品、矿砂及石油产品、非金属矿产品、家

具、橡胶和塑料、皮革。

(2)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分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高

科技产品的加工与制造产业两部分。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

业包括纺织、服装、印刷和出版、其他交通设备 (如自行

车、摩托车等 )。高科技产品的加工与制造产业包括计算

机、电子机械与工具、家电和通讯设备。

(3) 资本 —技术密集型产业包括化工、基本金属制

品、不锈钢制品、机械设备、机动车、医药、检测及光学

仪器。

作为南美洲的制造业中心 , 巴西在劳动力密集

型及资本 —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 , 与东亚和东南亚

地区的竞争较为激烈。墨西哥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角逐处于白热化状态。

四 　拉美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

20世纪 80年代初以来 , 拉美国家进行了大规

模的产业结构调整②。如前所述 , 拉美的产业结构

发展程度 (即产业结构高度 ) 已接近发达国家的

水平 , 因此 , 调整的核心目标不是进一步提高产业

结构高度 , 而是制造业部门的改造与升级。

制造业的结构调整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 一是

由 “进口替代 ”转向出口导向 ; 二是凭借比较优

势 , 逐步形成两种生产与贸易专业化模式 , 即南美

洲以自然资源加工工业为主的模式及墨西哥和中美

洲以客户工业为主的模式 ; 三是自 20世纪 90年代

中期起 , 实施制造业升级战略 , 各主要拉美国家纷

纷制定新的产业政策 , 鼓励和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

发展 , 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和国民经济支柱。

(下转第 60页 )

①

②

UN IDO, Industrial S tatistics Database: B razil, M exico, A rgentine.

http: / /www1unido1org

苏振兴 : 《拉美国家制造业的结构调整 》, 载 《拉丁美洲

研究》, 2002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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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贸易区可望获得长足进展。如果共和党被淘汰 ,

拉美各次区域的南方板块、南北方板块并存、相互

博弈的现象将长期存在。

(责任编辑　蔡同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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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因素有社会需求、科

技进步、资源供给等。自 2003年以来 , 拉美地区

已连续 5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 这是产业结

构升级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 但也存在着不利因素。

拉美地区的消费支出占 GDP的比重一直很高。

近几年来 , 经济增长速度较高 , 人均 GDP持续增

长 , 内需旺盛。但是 ,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 贫困人

口所占的比重仍较高 , 制约着内需的进一步扩大。

近几年来 , 固定资产投资率 (固定资产投资

占 GDP的比重 ) 一直保持在 20%以上 , 不仅促进

了经济增长 , 而且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但是 , 内

部储蓄不足 , 对外资的依赖程度仍较高。

出口需求旺盛 , 初级产品价格上涨 , 出口收入

大幅度增加 , 是拉美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

素。未来几年 , 初级产品 (特别是能源 ) 的价格

仍将在高位运行。但是 , 美国的 “次贷危机 ”仍

在延续 , 美国经济面临衰退 , 世界经济增速放慢 ,

拉美地区的出口形势面临着一定的风险。

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拉美国家对

技术引进的依赖程度很高 , 而自主研发的技术创新

能力较低。研发投入较少严重制约着技术进步。据

联合国公布的数据 , 2005年 , 韩国的研发投入约

为 150亿美元 , 而整个拉美地区却不足 130亿美

元。巴西是拉美地区的研发大国 , 其研发投入占整

个地区研发投入的 40% , 但其研发投入占 GDP的

比重不足 018%。①

众所周知 , 拉美地区地域辽阔 , 自然资源丰

富 , 有利于巴西、墨西哥等主要拉美国家培育和发

展资源开发与深加工为支柱的产业结构。这些国家

人力资源充足 , 教育体系较发达 , 劳动力素质相对

较高 , 但教育投入不足 ,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 教育

质量有待提高。

资金不足是制约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关键因

素。虽然出口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使拉美地区实现了

历史上罕见的 “双顺差 ”, 绝大多数国家实现了财

政盈余 , 但高达 7 000多亿美元的外债仍是沉重的

负担 , 仅还本付息就几乎吸干了拉美国家的财政盈

余和外汇收入。这种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 , 拉美地

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 　蔡同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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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 - Latin American Econom ic and Trading Cooperation:

Fostering the V irtuous Cycle by Promoting Econom ic Growth (pp13 - 11)

Latin America attains continued p rosperity since the year of 2003. In the meantime, the econom ic and trading

cooperation between it and China was greatly boosted, which was noticeably characterized by mutual benefit and

common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four years the bilateral trade volume was almost trip led. They shared sharp ly

growing bilateral investment and increased contracts for works of civil. The cooperation is definitely p laying a

vigorous role in boosting their econom ic growth. However, they are facing the emerging challenges in the field,

which need them to show courage and wisdom to deal with. It is p roved that the virtuous cycle of Sino - Latin

American econom ic and trading cooperation should be fostered by fully p romoting each other’s econom ic growth.

(W u Guop ing)

From Marti to Castro: the Practices and Ideology of Cuban Revolution
(pp112 - 16)

The Cuban revolution has undergone a longstanding and tough struggle and possesses the deep ly rooted ground2
work. Fidel Castro successfully combined Cuban revolutionary and patriot Jose Marti’s ideology with Marxism ,

which laid a solid base for Cuba’s revolutionary ideology. W ith the firm guidance of the ideology, the Cuban

peop le determ inedly resolve to defend the dignity of life and the socialist cause in the face of relentless p ressure.

( Song Xiaop ing)

An Analysis of B razil’s Governability (pp117 - 26)

B razil’s p roblem of governability was resulted from its traditional p ractice of politics, the federalist structure,

and the special arrangements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t is especially manifested in the ( in) efficiency of federal

government in decision2making and policy imp lementation. The country was once confronted with continued

conflicts between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cy,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and among others, which

had a deep impact on the econom 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constituted the major part of the gevernability

p roblem. Hence, the governability study in democratized B razil should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ustainable

institutions which should be able to generate both rep resentation and efficiency at the same time.

( Zhang Fan)

Latin America’s Neo2structuralism (pp127 - 37)

Latin America’sNeo - structuralism is the result of combining the ideas of structuralism and neo2liberalism. It

can be viewed as the reconsideration of Latin America’s modernization p rocess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Under the p resent conditions it rises to be a feasible alternative to neo - liberalism for those regional countries and is

p roducing a mounting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Han Q i)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atin America’s Industrial Structure (pp138 - 41)

Compared to East & Southeast A sia, Latin America possesses a quite advanced but less competitive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the one hand, it is featured by high GDP per cap ita and the comp rehensive development.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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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hand, it is faced with low competitiveness and inefficiency of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the region the

resource2intensive industry enjoys a dom inant position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ts labor2, cap ital2and

technology2intensive industries were obviously lagged behind East & Southeast A sia. Since the 1980 s the regional

countries have been undergoing an accelerated restructur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whose focal point is to

rebuild and update their manufacturing sector.

(Xie W enze)

An Analysis of B razil’s Competitiveness of the Steel Industry (pp142 - 47)

The ninth largest steel p roducer in the world, B razil’s steel industry enjoys fairly high competitiveness. In the

1990 s the government launched an ambitious p rogram of p rivatization in the industry to encourage the app 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and adm inistration. In the meantime, it set to accelerate the econom ic growth, which brought the

industry with a boom ing market and increasing investment. R ich in quality iron ore, B razil makes its steel industry

acquire particularly low cost.

( Zhao L ihong)

Econom ic and Trading Competitiveness: A Comparison of China and Mexico
(pp148 - 54)

China and Mexico have been undergoing a rap id growth of the foreign trade as well as the bilateral trade since

the 1990 s. In recent years they began to face increasingly tense market competition due to certain sim ilarity of their

exports and export destinations. It is rewarding to mak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ir competitiveness in the global

market as well as the third party market, which intends to make a clear demonstration of their individual econom ic

and trading competitiveness.

( Yue Yunxia)

Econom ic Integration of the Americas: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pp155 - 60)

The econom ic integration of the Americas comp rises of South2South and South2North co2operations. Theoretically

it is based on neo2liberalism and neo2structuralism while it draws on Simon Bolivar’s idea of continental unity,

ECLAC’s structuralism and Pan2Americanism. It had undergone three up surges individually in the 1960 s and

1970 s, the 1990 s and the early 21 st century. Due to the dom inated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South2North

cooperation, its 2008 p residential election will have a major influence on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addition, the

South2South cooperation is facing remarkable uncertainty because of the institutional failure and deficiency of strong

leadership.

( Gao J ing)

From the Periphery to the Cor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B razil (pp166 - 69)

From the independence to the 1930 s, B razil continued to p ractice the export2oriented development model. It

contributed to p romote B razil’s econom ic development to a certain degree, but failed to make it rise to be a

developed country. And from the 1930 s to 1970 s, it turned to pursue the import2substitution development model,

which was also abortive in achieving the goal. On the contrary, the United States firm ly adop ted the import2
substitution model after independence, which effectively p rotected the domestic market and boosted it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t rose to be a developed state in the early 20 th century and consolidated its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1970 s taking advantage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 Zhong Xiwei, Zeng An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