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包括外资股份占 10%以下的企业) 184 家, 外

资企业 316家(其中外资股份占 10%～50%的企

业 56 家, 外资股份占 50%以上的企业 260 家)。

从 500强企业的行业分布来看,矿业 20 家, 工业

制造业 303家(其中食品、饮料、烟草业 112家, 燃

料、合成材料及塑料行业 83家, 机械、设备及交通

设备行业 39家,其他行业 69家) , 电、气、水业 40

家,通讯业 18家, 其他行业(包括建筑、商业、交通

和其他服务业) 119家。��

阿根廷已形成以汽车和钢铁为核心的两大国

际化生产体系。目前,阿根廷有 7家汽车制造厂和

3大钢铁厂, 以这些汽车制造厂和钢铁厂为核心,

出现了数百家中小型配套企业,它们共同组成了

较为完整的生产体系。如丰田汽车设立在阿根廷

的汽车组装厂, 40%的配件由 75家阿根廷企业提

供。泰吉特集团拥有阿根廷两大钢铁厂,即赛迪加

和赛迪拉,前者的无缝钢管举世闻名,后者是前者

最主要的钢板供应商。泰吉特集团是一个全球性

的跨国公司,年销售收入 50多亿美元,其中约 29

亿美元用于采购阿根廷的钢材和各种原材料。��

阿根廷已初步形成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集

群,特别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这些中小企业

集群按其所生产的产品和所在行业的不同, 又分

为若干个中小企业群。这些中小企业的出口不断

增加,创造的就业机会也日益增多。到 2001年为

止,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 年出口额 50 000

美元以上的中小企业就有 5 634家。4 502家出口

较多的企业,其平均出口额为 360万比索, 33%的

企业 50%以上的销售收入来自出口。随着出口和

销售收入的增长,这些企业每年可新增就业机会

15万个。��

综上所述, 2003年的经济形势意味着阿根廷

已走出危机,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2004～

2006年, 阿根廷 GDP 年均增长率预计可达 4%以

上。在今后几年的经济增长中,制造业将发挥日益

重要的作用。

坎昆会议对拉美国家的影响

张　勇

一个回顾

2003 年 9 月 10～ 14 日, 世界贸易组织

( WT O)第 5次部长级会议在墨西哥的坎昆召开。

此次会议是对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即多哈回合的

中期评估。146个成员的贸易部长出席了会议, 并

在场外2 500名抗议者的骚扰中开始了艰难的谈

判。谈判争议的核心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 但在会

议后期,以欧盟国家和日本为首的发达国家又提

出了正式启动“新加坡问题”(即投资与贸易、贸易

与竞争政策、政府采购透明度和贸易便利化)的谈

判议案,并作为一揽子谈判的前提。此番举动受到

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反对, 致使该问题成为坎昆

会议最终失败的直接导火索。在坎昆会议上,发展

中国家形成了三大集团以对抗发达国家,拉美国

家也在其中。

一是, 包括巴西、印度和中国在内的、代表世

界 63%农村人口和占世界农业总产量 20%的 21

个成员就农业议题充分发表了意见。巴西外长塞

尔索·阿莫林说: “也许没有任何贸易领域像农业

一样受到如此的歧视。拒绝给发展中国家市场机

会的农业贸易扭曲政策不是简简单单地伤害了这

些国家。发达国家的国内和出口补贴压低了世界

范围内的价格和收入、切断了有竞争力国家的出

口创汇,并且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的不安全

性。它们沉溺于权力而对财富的生产和创造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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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仅仅产生了对一方的依赖和对另一方剥夺的

现实。”

二是,是由多米尼加、洪都拉斯、肯尼亚、尼加

拉瓜、巴拿马和斯里兰卡等 33个成员组成的集

团。它们深感在农业问题上单纯依靠特殊与差别

待遇不足以实现减少贫困和发展的目标,要求把

“战略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纳入农业谈判。多

米尼加代表在发言中指出: “值得强调的是, 补贴

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

对农业的支持估计达到 3 350亿美元, 对生产者

的补贴达 2 510亿美元, 远远高于乌拉圭回合所

允许的水平。农业部门对于多米尼加经济来说, 是

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1. 4% ,

从业者占农业总人口的 16%。然而, 从 1997年以

来农业出口创汇大大下降, 我们国家饱受农业贸

易扭曲政策之苦,最重要的根源就是补贴和扭曲

导致的主要出口产品国际价格的下跌。⋯⋯如此

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一定要在允许发展中国家灵活

指定的战略产品上反映出来,这些产品对于粮食

安全和农村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三是由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成员、非洲联

盟的成员和以孟加拉国为首的最不发达国家的成

员结成的联盟。该联盟强烈要求WTO 采取必要

的措施帮助地球上最贫困的国家融入世界贸易体

系,并要求WTO 提高决策和执行过程的透明度。

坎昆会议的失败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它

是在不久的将来国际贸易将偏离多边贸易合作体

制的一个危机呢, 还是创造了决策者寻求可行、平

衡的谈判制度的一个机遇呢?

二条主线

如果站在坎昆会议这个坐标点上,向前和向

后延伸历史的坐标,那么,我们不难看出贯穿贸易

自由化进程中的两条主线。

一条是明线: 贸易自由化谈判步履维艰。从乌

拉圭回合到多哈回合、从西雅图会议到坎昆会议,

贸易自由化在两次启动新一轮多边谈判的进程中

燃起了希望, 又在两次部长级会议上重复了遗憾。

会议的地点在变, 抗议的形式也在变。西雅图会议

是由于场外大规模示威游行和场内无序的争吵而

受到沉重打击, 而坎昆会议是由于会场内发展中

国家的拍案而起,有组织地形成集团来对抗发达

国家而使会议无果而终。

另一条是暗线: 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

政策的调整。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日渐增大,它们学

会了用同一种声音说话。从一味让步到联合起来

对抗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姿态已经从“被动”

变为“主动”。

在这两条主线综合作用下, 坎昆会议对拉美

国家产生一个重要的影响, 即拉美国家基于多边

贸易谈判的停顿可能会转而寻求和加强区域内的

经济合作,而拉美作为世界上拥有最多区域组织

的地区在这方面更是显示出巨大的优势。现实的

情形也证明了这一点。

三层影响

第一个层次是发达国家同拉美国家之间的矛

盾显化。

拉美国家希望发达国家取消造成贸易扭曲的

各种补贴,而发达国家则希望拉美国家进一步开

放市场,这是两者在通往贸易自由化道路上的严

重分歧。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涉及三方面内容: 国内支

持、出口补贴和市场准入。按照WTO 现有的农业

协议规则,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或补贴)从限制到

允许分为黄箱、蓝箱和绿箱三大类。蓝箱和绿箱补

贴不受限制,而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根

本没有能力对农业进行大规模补贴, 无论是黄箱

补贴还是蓝箱和绿箱补贴。因此, 发展中国家建

议,蓝箱和绿箱补贴也应该受到约束并减少。出口

补贴主要包括出口信贷和出口补贴措施。在现实

中,欧盟主要采取出口补贴形式,美国主要采取出

口信贷形式。而发展中国家则要求取消所有形式

的出口补贴。市场准入主要涉及农产品关税保护。

大幅降低农产品关税水平是美、欧的共识,形式上

这是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公平措施,但实际

上有利于发达国家。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关

税水平普遍高于发达国家, 这是发展中国家缺少

对农业保护措施(出口补贴和国内支持)的必然选

择。

第二个层次是拉美国家之间的合作在持续

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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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拉美及加勒比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吉

列尔莫·佩里会前预测, 坎昆会议对拉美国家的

意义有 3点: 1.农业和制造业产品的贸易自由化;

2. 某些服务行业自由化,特别是劳动力流动,对拉

美国家尤为重要; 3.减少发展中国家之间农产品

和制造业产品的贸易障碍。从实际结果看, 最后一

点将成为拉美国家参加这次谈判获得的最大共

识。首先, 固有的区域组织联系更加紧密。如南方

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3 国集团、中美洲共同

体和加勒比共同体, 它们的内部贸易会增长。其

次,地区协议之间、协议与单个国家之间的“双边”

以及各国之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会日趋

频繁。近期拉美最重要的一个举动就是在2003年

12月 16日南共市与安第斯集团签署了自由贸易

协议。

这不禁让我们产生一种担心, 拉美国家致力

于双边和地区贸易谈判是否会成为多边贸易协定

的完全替代品?世行经济学家认为,它们是互相促

进,并行不悖的。首先,某些国家在邻近国家之间

通过地区或双边协定达成贸易自由化比起达成单

边贸易自由化的政治共识容易得多。其次, 在某些

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比在多边谈判上走得更远。

一旦在双边或地区水平达成意义深远的协定, 那

么,在多边水平上进行谈判就变得容易得多。最

后,虽然WT O 提供的解决争端机制在最近几年

改善很多,但是,在它之前, 是地区水平提供的机

制在发挥效用,它们的强制力很大,因此在促进贸

易自由化方面作用很大。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两种潜在因素。从主

观上讲,拉美国家同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 其资源

禀赋相似必然带来产业趋同的现象(如都利用廉

价的劳动力开发劳动密集型产品) ,所以可贸易的

空间受到限制,但是,不排除挖掘动态比较优势的

可能。从客观上讲,面对拉美国家的集团作战, 美

国会采取一定的分化政策, 尤其会向对其依赖程

度最高的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献媚”。据媒

体报道,美国对中美洲一些国家表示,如果它们脱

离 21国集团, 将增加从这些国家进口产品的配

额。因此,在坎昆会议上联合起来的发展中国家联

盟有可能面临类似“卡特尔组织”的不稳定性。

第三个层次是拉美国家内部的结构改革仍需

深化。

据 2003年 11月 23日《人民日报》报道,墨西

哥政府对墨日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态度由乐观忽

然变得严厉起来, 同时对同巴拿马、新加坡、巴西、

阿根廷和巴拉圭的贸易自由谈判突然“叫停”。原

因何在? 目前,墨西哥已同世界上 32个国家签署

了自由贸易协定,这是墨西哥应对经济全球化而

采取的重要战略举措, 也是其经济结构改革的核

心内容,同时还是摆脱严重依赖北美自由贸易协

定的替代性选择。但是,墨西哥的工商企业界无法

“消化”墨西哥频繁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所带来的优

惠条款,反而自己开放的市场让协定国更多的商

品“捷足先登”。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外,墨西哥与

世界其他地区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在推动墨西哥

出口方面效果并不明显。即使是北美自由贸易协

定,除了带给墨西哥急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外,

也给墨西哥的某些产业造成了冲击。如在农业方

面,按照协定规定, 墨西哥从 2003 年 1月 1日起

取消了 26种农产品的进口关税。其结果是,美国

和加拿大的农产品以比以往更低廉的价格进入墨

西哥市场,使墨西哥农业处于更加严峻的困境。因

此,立足于国内,提高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才是参与

国际经济的关键, 这是内因。拉美国家必须处理好

国内政策,不仅仅要通过贸易政策的改革来争取

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且要通过更好的教育和完善

的法律规范框架,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保持技术

进步等来全面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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