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丁美洲外资政策的新发展

商 括
·

从  !工年起
,

拉丁美洲陷入了战后以来

最严重的经济困难之 中
,

这场经济困难是以

债务危机为中心的
。

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和

一系列经济调整
,

随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

的经济复苏
,

拉美国家的经济形势已开始有

所改善
,

债务危机有所缓解
。

其具体表现是

国内生产总位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开始摆脱

负增长的困境
,

出现了微弱的增长
。

据联合

国拉美经委会执行书记  ! ∀年年终报告
,

拉

美国家 #  ∃
、

 ! #
、

#  ∃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率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率 分 别 为
。

& ∋ 与 一 ( & ∋
, 一 )

。

( ∋ 与 一 %
。

% ∋
,

一 % ∋ 与一 ∃ % ∋ ∗  ! ∀ 年 达 到 # + ∋
一

与

。 # ∋
。

 ! ∀年拉美贸易继续出现三百
。

七 十

六亿美元的较大顺差 ,  ! %年为三百一十四

亿美元 −
,

贸易条件 ,  & (年指数为
.

( (
,

 ! (年为 # − 在连续三年恶化后开始∗略 有

有改善
/  ! 年的增长率为 一 ! ∀ ∋

,
 ! #

年为 一  ( ∋
, 一 ! %年为 一 + # ∋ ∗  ! ∀年转

为 ( # ∋ ,指数为 ∃ −
。

 ! ∀年拉美外 读 总

额 已达三千六
一

百零二亿关元
,

但同前几年相

比
,

外债的增长速度己大为减慢
。

从  & !年

到  ! #年的五年间外债连续以两位数的比率

剧增
/
分别比上一年增长∀( + ∋ ,一千五百

零九亿美元 − ∗ #( + ∋ ,一千八百二十亿美

元 − , # ∀ ∋ ,二千二百一十亿 关 元 − ∗

#∀
。

+ ∋ ,二千七百五十四亿美元 − 和 ∀ ∃ ∋

,三千 一0门介卜三亿羌元 −
。

列  ! %年外伎

的增加速度开始减慢
,

这一年外债总额为三

千四百零九亿美元
,

增加了! ∋ ,  ! ∀ 年

拉美外位只增加了∃ + ∋
。

这说明
,

拉 美 各

国的外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
,

债务危机

也略有缓解
。

同时
,

拉美几个主要债务国在

延缓偿付其外债本息方面做出了重新安排
‘

拉美国家的经济调整措施各有不同
,

但

都不同程度地包括促进出口
、

紧缩开支和争

取外资等内容
。

本文拟就拉关在当前形势下

利用外资的一些动向作一初步分析
。

从间接投资到直接投资

拉美 国家在遭 受债务危机打击以后
,

对

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重新发生了兴趣
。

从历史上看
,

外资流入拉美的方式有个

演变过程
。

十九世纪
,

许多外资是以购买谈

券和股票的形式投放到拉美市场的
。

开始时
,

主要投资国英国对拉关以间接投资为主 ,占

# 1 %以上 −
,

其后逐渐转为直接投资 ,占# 1 %

以上 −
。

木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使拉美2川

家受到很大打击
,

它们无力清偿 大 部 分 侦

券
。

三十年代以后
,

一些拉美国家开始实行

外汇管制
,

但是外资基本上仍象 过 去 那 样

在拉美通行无阻
。

战后
,

外资加 速 流 入 拉

关
,

而且儿乎全部是直接投资
,

这是因为三
一

【
‘

年代拉美无力偿付债券所造成 的 影响 犹

在
,

对外国投资者来说直接投资更为保险和

合算
。

而且战后初期拉关国家对外资并无多

少限制
。

当时
,

就连一些民族主义色彩浓厚



的经济理论也主张吸收外资
,

例 如 拉 美 的

‘发展主义
”
强调利用外资

,

认为特别是在

经济发展的开始阶段
,

外资可以弥补国内储

蓄之不足而刺激经济迅速增长
。

五
、

六十年

代
,

在拉美的外资主要是外国直 接 投 资
。

 ∃ (年末
,

拉美的公共外债还不到当年外国

私人直接投资的三分之一
。

从六十年代开始
,

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
/

欧洲货币市场发展起

来
,

国际借贷资本供应充裕
,

利率不高
,

借

贷方便
,

美元又不断眨值
,

而且 拉 岌国 家

的出口迅速增长
,

因此它们越来越多地依靠

举借外债来加速经济发展
。

另 一方面
,

六十

年代以来
,

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

济的要求日趋强烈
,

出现了大规模的国有化

运动
,

致使外国垄断资本不得不改变手法
,

减少直接投资活动而代之以借贷资本输出
。

到  & (年
,

拉美公共外债已开始超过外国私

人直接投资
。

从七十年代起
,

拉美外债数额

逐渐增大
,

大大超过 了外国直接投资
,

再加

上种种内外因素的影响
,

终于在  ! 年爆发

了债务危机
。

目前拉美国家经过债务危机 的 困 扰 之

后
,

急需寻求外部资金
。

但当前举借条件口

严
,

来源 日窄
,

而且拉美国家从过度的借债

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
,

因此它们的兴趣开始

转向吸收外国直接投资
。

之所以出现这种下降
,

除拉美经济困难

而对美 国公司的投资刺激缩小外
,

主要是由

于美国公司从它们在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金

融子公司大量借款而造成巨额资金 回流的结

果
。

该地区的美国子公司  ! #年汇给其母公

司的贷款金额几乎比上年 ,一百四十四亿多

美元 − 增加一倍
,

达到二百八十 二 亿 多 美

元 ∗  ! %年更达到三百四十三亿多美元
。

美

国在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私人直 接 投 资 从

 & &年起出现负数 ,  & &一  ∃ (年间的负数

分别为十二亿美元
,

十四亿美元
,

二十七亿

美元和四十八亿美元 −
,

 ! 年负数激增至

七十七亿 追元
,  ! #年和  ! %年分别达到负

一百六十四亿美元和负二百零三亿美元
。

此

外
,

 ! %年美国对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私人

直接投资也有很大下降
。

对墨西哥 的投资继

 ! #年下降十四亿美元 以后又下降五亿五千

万美元
∗
对委内瑞拉的投资下降了六亿九千

万美元
。

这是由于外债高利率
、

本国货币贬

值
、

经济紧缩措施
、

外汇管制及石油出口不

旺等因素造成的
。

拉美争取外资的若干措施

美国对拉美投资不振

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和经济恶化
,

使它们

在吸引外部资金方面遇到不少困难
。

例如
,

 ! 年拉美爆发债务危机的第一年
,

美 国对

拉美的私 友直接投资累计达三百八十八亿多

美元
,

占美国对所有发展 中国家私 人直接投

资的 +  # ∋
。

 ! #年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私人

直接投资普遍下降
,

而 以对拉美投资下降幅

度最大 , 一 +
。

#夕石− ∗  ! %年美国对拉美私

人直接投资下降幅度为 一  ∀ ∋
,

仍是 它 私

人直接投资 下降最多的地区 ,见
。

附丧 3 −
。

当前
,

在经济恢复缓慢
、

投资气候不佳

的情况下
,

拉美国家仍然力求采取措施来吸

引外资
。

若干事实说明
,

拉美现在对外资放

宽条件并扩大优惠
,

但并非无条件的放宽
。

大部分措施仍同七十年代初制订的外资管理

办法和范围相联系的
,

主要服务于发展本国

经济的 目的
。

七十年代初以来
,

虽旅拉 美国家对外资

的政策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时紧时松
,

但多数

国家已形成一些基本管理办法
,

如
/

鼓励合

营
∗
在合营中扩大本国股权

,
限制和引导投

资部门及地区
,
规定利润汇出率和利润再投

资率
∗
限制抽回股本

∗
使用和培 养 木 国 双

一

3二, 使用本国
一

部件和中问产品
,

等等
。

月 前一些拉美国家吸引外资的措施主要



包括扩大投资领域 ∗ 提高利润汇 出率
∗
提供

出 口优惠 ∗ 提供赋税优惠 ∗ 鼓励合资 , 接受

除美元外的硬货币投资∗ 增加内销 比重 , 提

供投资信息等
。

现举数例介绍如下
/

,一−  ! ∀年墨西哥政府为促进外资流

入而修改了  & %年的 《外国投资法》
。

修改

内容包括
/

, − 在企业增资或转让所有权方面
,

如合资企业中外资与墨资股权比 例保 持 不

变
,

则增资无需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
。

, # − 外资原来占&∃ ∋多数股份的合资

企业增资时
,

如墨方股东表明不愿参与
,

则

增资资本可全由外资提供
。

, % − 在外资原来占&∃ ∋多数股份的合

资企业 中
,

容许外 国投资者购买其余#∃ ∋的

墨方股份而转为外国独资企业
,
而在墨方占

多数股份 ,∃ ∋ − 的合资企业中
,

外国投资

者购买墨方股票需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
。

, ∀ − 外国投资者可购买合资公司中不

超过股本 ( ∋ ,过去规定为 % ∋ − 的墨方股

票
,

购买后外资总额不得超过公 司 股 权 的

∀ ( ∋ ,过去规定为%% ∋ −
。

, ∃ − 现有外国公司在墨开 辟
一

新 办 事

处
、

职工培训机构
、

职工文娱机构等
,

无需

政府主管部门批准
。

, + − 外国公司如愿迁至墨囚内较不发

达地区
,

可给予各种优惠
,

包括扩大生产区

直至原有面积的一倍
。

, & − 新
、

老合资公司可实行外资多数

股权
。

这类企业包括
/

需要高技术和资本密

集型的进 口替代工业
,

有些是墨方无法在少

数股权基础上吸引大量外资的部门 , 有很大

出口潜力的合资企业
,

如愿迁往落后地 区
,

或实行工厂现代化
,

或增加出口量
,

或提高

本国部件率者
。

,二 −  ! %年
,

为 了刺激外国投资
,

墨

西哥放松了对客户工业的规定
。

最重要的是

放松对客户制造业公司的内销规定
。

过去
,

批准内销手续很严格
,

要求逐项审批
∗
现在

客户公司只要符合规定条件
,

即可获准内销

#( ∋的产品 ,在某些情况下比重更高 −
。

其条

件是
/ , − 符合使用本国部件和雇用本国

职工的要求
。

, # − 保持外汇顺差
。

, % −

内销产品与出口产品采取 同等的质量管理
。

, ∀ − 对本国供应 商提供技术援助
。

, ∃ −

遵守内销的各项指导方针和其他要求
。

根据新条例
,

高技术项目以及和电脑有

关的产品等客户制造业公司最可能得益
。

本

国供应充足或墨方计划发展的产品则不易批

准内销
,

如食品业和纺织业等
。

,三 −  ! ∀年 & 月
,

安第〕4于条约组织五

国召开会议重新审议关于外资管理的第二十

四号决议
。

秘鲁和哥伦比亚已开始放宽其外

资现定以吸引新投资
,

、

厄瓜多尔政府也在朝

这个方向努力
。

,四 − 在过去十年中外资流入委内瑞拉

一直较少
。

在
“石油繁荣

”
的日子里

,

由于

委内瑞拉货币汇价高
,

进 口产品比在当地制

造或装配更为合算
,

因而从  & ∀年到  ! %年

外国直接投资年增长率仅为 & ∋
。

美国是委

内瑞拉最大的外资来源
,

占外资总额的∀ ∋ ,

巴拿马 ,许多外国公司注册为巴拿马公司 −

居第二位
,

占  ∋
。

 ! ∀年 + 月委内瑞拉政

府召开各方代表参加的会议
,

讨论吸收外国

投资的问题
。

讨论议程包括
/
明确规定欢迎

外资进入的领域
∗
根据外资公司的出 口额

、

国内增加价值及其替代进 口的能力而放宽其

利润汇 出率 ∗ 外国投资者享有与本国企业同

样的法律待遇
,
取消目前对技术 合 同 的 限

制
,

促进技术转让
,

等等
。

,五− 秘鲁外资管理委员会在  ! %年连

续公布第 ( ( 一 ( (∀ 号决议
,

放宽了对外资的

规定
/
允许外国公司用美元以外的自由兑换

货币 ,如 日元和西德马克 − 进行投资注册 ,

规定了外国企业
、

本国企业与混合企业按股

权分类的标准
∗
允许外国子公司购买秘鲁公

司的股票以弥补经济衰退和外愤危机中秘鲁

公司在股本资金上巡受的损失 , 外资公司在



做到以下一些条件的情况下
,

容许把利润汇

出率提高到注册资本的 ∀ ( ∋
,

比安第斯条约

第#∀ 号决议规定的利润汇 出率 ,为#( ∋ − 高

出一倍
。

这些条件是
/

, − 促进出口

—
公司销鲁净额中每

出口 (∋
,

可增加利润汇 出率 ∋
,

直至& ∋
。

, # − 使用本国部件—
公司成品中使

用本国部件∃ (∋可增加利润汇出率 ∋
,

使

用+ ∃ ∋可增加 % ∋
,

使用! ( ∋以 上 可 增 加

∃ ∋
。

, % − 地区疏散
—

公司设在利马一卡

亚俄地区以外并提供本国职工就业
,

其利润

汇出率可增加 ∋一 ! ∋
。

,六 −  ! %年 月
,

秘鲁政府与联合国

工业发展组织联合举行外国投资座谈会
,

计

划今后几年中吸引三亿二千万美元的外资
。

秘鲁希望在农工企业
、

旅游
、

木材制品等部

门增加外国投资
。

采取的方法包三括 合∗资经

营
,

皿收中
、

长期工业资助
,

技术转让 等
。

秘方向外国投资者提供投资项目
、

计划投资

额
、

外资参与办法等投资信息
。

,七 − 厄瓜多尔政府在  ! ∀年 月公布

总统第 # % ∀ #号法令
,

对外资投入银行敞开大

门
,

并提高外资企业利润汇 出率的上限
。

按

照新规定
,

外资在银行
、

金融与保险业投资

最多可达 ∀ ∋的股份 ∗ 允许外国银行在厄瓜

多尔开设分行
,

外国公司的利润汇出率提高

到%( ∋
,

超过安第斯条约原规定 #( 】∋ 的 限

度
∗
如果外国公司出 门占其总产值的∀( ∋

,

则利润汇 出率可提高到∀( ∋
。

,1 又− 加勒比共同体国家对外资企业提

供赋税优惠
。

大多数国家规定为 十 至 十 五

年
,

巴巴多斯为六至十年
。

投入资本多的 ,

至少九百二十五万关元 −
、

全部产品出口到

共同体以外的
、

或在产品内悄时 提 价 至 少

∃( ∋ 的外资企业
,

所享受的赋税 优 惠 期 也

长
。

这些国家对资金汇出均没有限制
。

尽管拉美 国家为吸引外资采 取 若 干 措

施
,

放宽了对外资的限制
,

但是
, 一些国家

接受以往的教训
,

在使用外资的某些环节上

也不能不加以控制
。

例如
,

墨西哥近年来颁

布的汽车工业合理化法令
,

就对外资汽车公

司 ,在墨西哥有六大外资独资公司
/ 通用

、

福特
、

克莱斯勒
、

日产 大众和雷诺 − 增加

了某些限钊
,

以鼓励出仁5
。

争取外资的若干成效和困难

拉美国家的外资净流入在  ! 年曾达到

三
一

6%’七十七亿美元的高峰
,

其后 大 幅 度 下

降
,

到  ! %年外资净流入仅为四尸卜四 亿 美

元
。

 ! ∀年又有回升
,

达一百零六亿美元
。

美国对拉美石油业的私人直接投资始终保持

增长
,

 ! #年曾增至近十三亿美元
。

目前
,

外国在拉美的私人直接投资尚未

迅速增长
,

仅少数公司活动有所增加
,

其中

了了
/

,一− 从  ! %年起
,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的子公司墨西哥通用电气公司同墨西哥的萨

尔蒂略工业集团进行二十个月的谈判
,

达成

协议
,

组成了合营
“
电器工业公司

” ,

扩大

生产能力和市场份额
。

新的合营公司资本为

七十一亿比索 其中通用电气公司 占∀ ∋
。

为此
,

通用电气公司必须增加资本以购回堪

方 (  石的股票
,

乡仁提供技术援助
。

,二− 美国跨国食品公司凯洛格公司在

巴西的子公司凯洛格食品公司投资一千万关

元于  ! ∀年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工厂
,

计划把

该公司加工早餐食品的产量提高 一 倍
。

为

此
,

该公司将在巴西增购玉米等粮食
,

并有

可能全部使用巴西的设备
,

这些都符合巴西

的发展战略
。

,三 − 日本对哥伦比亚的投资多年来增

长不快
,

 ! ∀年则明显上升
。

据官方估计
,

哥伦比亚已成为日本  ! ∀年对拉美投资的协

四位对象国
。

 ! ∀年上半年哥伦比亚批准的

日本投资为一千五 百四 卜万关元
,

占同期批

准全部外资的# (沁
,

使 日本在哥伦比亚成为



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位投资国
。

日本公司在哥

伦比亚主要从事汽车制造业和电子工业
,

产

品几乎全部在当地市场销售
。

日本公司大多

与哥伦比亚公司搞合营企业
,

在哥伦比亚新

投资中最大份额来自东洋工场
。

目前拉美国家虽在吸引外资方面取得某

些成效
,

但困难尚多
。

首先是外债利息 ,和

外资利润 − 的支付为数巨大
,

从  ! #年起连

续三年可支配的外部资金均为负数 ,见附表

−
。

其次
,

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 差 虽 在 下

降
,

但 自  ! #年以来仍连年出现逆差
,

远没有

摆脱困境
。

 ! #年逆差为四百零六亿一千三

百万美元
,

 ! %年为八十九亿五千七百万美

元
,

 ! ∀年也还有三十亿九千万美元逆差
。

这些都在相当大程度上减少了外资的流入
。

总之
,

在严重债务危机之后
,

拉美国家

在当前经济调整 中
,

把前些年大量使用外债

的做法转变为争取外国直接投资
,

这 是一个

明显的趋势
。

其成效与发展如何值得进一步

观察和研究
。

附表 7 /
拉典国家吸收外资情说

‘单位 十亿美元 −

年份 资金净流入
利润与
利息支出

可支配的

外部资金

 & %

 &
‘

8

 &【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一 % (
。

一 # +
。

&

一
曰 曰, 曰 目口 月

一:
·

为初步数字
。

资料来源
/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执行书记  ! ∀年年终报

附表 3 /
美国对拉美私人直接投资 单位

/

百万美元

全全拉美美

石石打熟
、5;;;

制制造业业

其其 他他

资料来浑 美国 了商业现况 》
,

 !刁年! 月
一

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