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直接投资报告 

2023年 4月 15日 

Enrique Dussel Peters1 

 

2022 年是充满社会经济不确定性的一年，不单因为 2021 年从新冠疫情中复

苏并且这一进程在 2022年更加缓慢，还有因俄罗斯从 2022年 2月起入侵乌克兰

而导致的国际贸易运输成本快速波动。此外，最重要的议题则是 2017年以来美中

在“大国间竞争”口号下的深度对抗。资本流动和外国直接投资也未能幸免于上

述全球事件。 

本报告将集中关注截至 2022年从中国流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拉美和加勒比）

地区的直接投资。为此，文章第一部分围绕研究方法进行探讨，特别是了解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截至 2022年的最新动态。第二部分将利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中

国学术网（学术网）提供的数据库，详细分析 2000-2022 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的主要趋势。2 为了能够灵活地理解和邀请各位使用这个以投资交易分类的数据

库，当前报告将突出强调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主要方面和趋势。 

所有对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直接投资详细情况感兴趣的各位都可以获取

自 2017年以来的历年投资报告，其中包括了关于研究方法、概念、参考书目和政

策的讨论，它们将不会在每一年度报告中重复出现。 

 

 
1 本报告获得了 Ximena Álvarez Razo, Erick Hernández Camarena, Salvador Ramos Trueba, Daniela 
Rosas Luna 和 Alva SevillaRíos 的宝贵帮助；Leire González Alarcón 负责协调他们的工作。本文作

者对其内容负全部责任。 
 
2 本报告中文、西班牙语和英文版以及附有600笔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直接投资交易中的每笔交易

的 数 据 库 所 有 信 息 可 免 费 查 阅 ， 网 址 为 ： https://www.redalc-
china.org/monitor/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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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截至 2022年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直接投资的国际背景 

至少有四个国际方面对于理解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直接投资流量具有

重要意义。 

一方面，美中对抗广泛深化，至少从 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最初宣布美中为

“大国间竞争”，而后拜登政府自 2021年以来将其加深。拜登政府并没有取消针

对中国的主要措施，反而是通过三项措施和相关法律在进一步采取反华政策：1.

基础设施和就业（2021年 11月），2.降低通货膨胀（2022 年 8 月）和 3.半导体与

科学法（2022 年 8 月）; 以上三个措施预算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8.7%至 10.63%。
3  这些涉及竞争力、工业、贸易和基础设施政策的大量资源加上 2019-2020年期间

征收的关税加深了与中国的冲突，反映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为数不多的意见一

致。围绕贸易和投资“重新定位”的讨论，包括近岸、友岸和其他未来战略都反

映了美国建制派针对中国和寻求国际盟友的新政治优先; 4 中国在 2023年与俄罗斯

加强合作，甚至可能加剧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直接紧张关系。5 

第二，自 2022 年 12 月以来，对新冠疫情采取了近三年的严格措施后，因考

虑到病毒致死率降低以及广泛的不确定性和房地产业的具体问题等，中国政府决

定放宽管控，使得民众感染（Yao 2022）。6 鉴于中期和 2023年二十大（Xi 2022）

背景下的政策变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估计将超过 5%（FMI 2023）。7 

第三, 联合国贸发会（2023）对截至 2021 年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分析从几个角

度来看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自 2017年以来，亚洲成为第一大接收外国直接投

资的地区，占全球的 33.41%，特别是东亚地区（占全球 17.19%）; 2017-2021 年

间，这两个地区分别接收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 40.68%和 20.93%，而北美和欧

盟分别为 20.39%和 22.74%。按外国直接投资的接收国划分，亚洲地区表现同样

 
3 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降低通货膨胀的措施，包括对环境和美国制造的电动汽车的消费的支持，

可能明显高于最初的估计（WSJ 2023）。 
4 74%的在华美国企业（China Briefing 2023）表示他们不考虑将制造活动迁出中国，尽管从 2022

年到 2023 年，有 24%的公司这样预见（比 2022 年增加 10%）。 
5 有关美国当前和未来可能采取的措施的分析，特别是在尖端技术领域，请参阅 Wang（2023） 。 
6 2022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3%，为近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7 关于 2000-2022 年期间新冠疫情措施的深远影响，没有详细的分析；例如，中美之间的紧张关

系和新冠疫情政策是影响在美国的中国企业的主要因素：2022 年有 56%的企业没有获得盈利

（China Briefing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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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中国在过去五年（2017-2021 年）里接收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 10.50%，

而美国的参与度在这五年里为 17.67%，在 2021年为 23.22%。也就是说，对中国

的外国直接投资在过去五年中一直在上升，并在 2020 年和 2021 年期间首次达到

两位数的占比（占 2020 年总额的 15.51%）。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作为外国直接投

资接收国的参与比重大幅下降，从 1997年的高于 13%降至 2017-2021年的 9.64%：

巴西（2017-2021 年间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 3.18%）和墨西哥（2.28%）是该期

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主要接收国。 

第四，就对外直接投资分析而言，联合国贸发会（2023）至 2021年提供的信

息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最近出现了显著差异。在过去五年中，源自亚洲的对外直

接投资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 46.98%，而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前其水平低于

20%。自 2012年以来，亚洲已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区，高于北美

（包括美国）和欧盟;在过去五年，亚洲巩固了其作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来源的重

要性。东亚作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来源地区尤其重要，从 2007年的低于 10%的

水平到 2021年的 26.47%（表 1）。中国在这一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进程中扮演了尤

为重要的角色，其参与比重从 1991年低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 1%增加到 2020年

的 19.69%; 2017-2021 年间，这一占比高达 11.96%，与美国和日本一并跻身全球

对外直接投资的三个主要来源国之列。 

 

 

表1

1990-2021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主要地区和国家分布

（占总量百分比）

1990 2000 2010 2021 2017-2021

总量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0.56 0.71 3.94 2.45 2.06
亚洲 25.47 9.80 26.16 35.81 46.98
东亚 24.78 8.44 18.01 26.47 35.75
中国 0.34 0.08 4.94 8.50 11.96
中国、香港和澳门 1.34 4.73 11.11 13.71 18.70
日本 20.82 2.71 4.04 8.60 12.73

美国 12.70 12.27 19.95 23.61 13.58
欧盟 57.80 72.95 45.23 32.30 26.22

来源：作者根据UNCTAD (2023)数据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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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过去的趋势，贸发会议（2022/a/b）估计，2022 年外国直接投资总体下

降约 7%，并基于截至上半年的流量。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减少尤其在发达国家

（欧洲为-23%，北美为-22%），而中国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

将大幅增加，特别是在巴西（UNCTAD 2022/a）。最不发达国家将受到全球不确

定性和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下降的影响更大（UNCTAD 2022/c）。 

 

2. 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直接投资：主要趋势 

        以往各期报告重点介绍了国际和拉美各种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方法，对

宣布的投资项目与已执行交易之间、直接投资与基础设施项目之间进行了区分。8 

各种不同来源的数据统计差异非常显著，对于某些国家和年份，甚至是符号级的

差别。本报告基于中国于 2000-2022 年期间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进行的直接投资

交易，以及复杂的对多个来源9 信息的复核，其中还涉及历史交易，而不仅是

2022年的新交易。与其他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库不同（对于中国直接投资总额和/或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从其他国家接收外国直接投资，没有类似的文献来进行明确比

较），2023 年度报告整合了更多的变量，以扩展和深化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中国

直接投资的理解。 

 

2.1.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直接投资：主要趋势 

中国2022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1465亿美元，比2021年增长0.9%; 其中55%

流向技术、媒体和娱乐以及电信; 中国官方统计数据同样显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

资主要集中在亚洲（Chow 2023）。因此，2022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其外国直

接投资的 77.46%，这主要是由于尽管自 2017 年以来与美国发生冲突，但外国直

接投资仍保持了高度活跃（见第 1章）。从这个角度来看，2021-2021年间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在外商直接投资中占比保持了接近 80%的水平，远低于 2016年达到的

146.70%。预计该系数在中期内不会有显著变化。 

 
8 关于全球价值链方法论对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请参阅：Dussel Peters 
（2018） 和 Pietrobelli， Rabelloti and Van Assche （2022） 。 
9 信息复核过程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中国学术网专门从事投资问题研究的成员完成，他们利用彭

博社、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拉加经委会、外国直接投资市场和联合国贸发会议等专业数据来源，

随后根据在公共媒体（相关大使馆和专业公共机构）上的信息逐笔交易进行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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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共计 37 笔交易，高达 120.24

亿美元，与 2021年相比下降了-6.7%。2000-2004年占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外国直接

投资的 1.44%，2020-2022 年增加到 8.81%; 本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在 2010年达到峰值（占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 13.61%），在 2019年达到第二高

（11.70%），自疫情以来下降，2022 年占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 7.63%（表 2）。 

至少有三个方面是重要的。一方面，认识到尽管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

直接投资在 21 世纪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但也不要过高估计它：2000-2022 年

期间，中国在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占比为 6.05%，即 93.95%的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外国直接投资来源不是中国。第二，2015-2019年间中国的直接投资占固定资本形

成总额的 0.96%，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0.22%，尽管最近在 2020-2022年间下降。也

就是说，第一章指出的趋势影响了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直接投资，尽管在

2020年大幅下降后于 2021和 2022年有所恢复（表 2）。第三，图 1反映了中国

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年均直接投资增长趋势，从 2000-2004 年间的每年 9.28 亿

美元增加到 2015-2019年间的 140.16亿美元，2020-2022年有所减少。 

 

 
 

表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区域接收外国直接投资
区域接收外国直接投资/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区域固定资本形成
总额 (占 

UNCTAD数据百分
比结果)

外国直接投资 / 
区域国内生产总值 

(UNCTAD)

区域国内生产
总值

区域接收外国
直接投资

固定资本形成
总额 

国内生产总值

2000 260 79,788 19.27 414,054 3.64 2,191,981 0.33 0.06 0.01
2001 450 72,776 18.38 395,951 3.41 2,134,989 0.62 0.11 0.02
2002 0 56,345 16.10 349,968 2.98 1,893,340 0.00 0.00 0.00
2003 282 45,572 13.07 348,678 2.37 1,922,877 0.62 0.08 0.01
2004 3,646 67,972 16.29 417,261 3.07 2,214,068 5.36 0.87 0.16
2005 103 77,127 14.85 519,373 2.85 2,703,114 0.13 0.02 0.00
2006 5,090 73,868 11.83 624,409 2.33 3,170,281 6.89 0.82 0.16
2007 2,404 116,943 15.19 769,866 3.11 3,763,542 2.06 0.31 0.06
2008 4,204 138,829 14.84 935,504 3.16 4,396,298 3.03 0.45 0.10
2009 4,703 86,491 10.19 848,781 2.09 4,138,317 5.44 0.55 0.11
2010 23,345 171,527 15.14 1,132,939 3.12 5,497,660 13.61 2.06 0.42
2011 10,708 209,953 16.40 1,280,201 3.42 6,139,401 5.10 0.84 0.17
2012 1,747 214,290 15.97 1,341,828 3.38 6,339,941 0.82 0.13 0.03
2013 10,757 205,475 14.35 1,431,882 3.03 6,781,353 5.23 0.75 0.16
2014 12,653 192,015 12.89 1,489,643 2.66 7,218,609 6.59 0.85 0.18
2015 11,493 176,890 14.28 1,238,725 2.89 6,120,761 6.50 0.93 0.19
2016 12,949 168,346 14.54 1,157,813 2.70 6,235,037 7.69 1.12 0.21
2017 13,348 174,781 15.24 1,146,857 2.76 6,332,645 7.64 1.16 0.21
2018 13,507 174,781 15.39 1,135,679 2.82 6,197,908 7.73 1.19 0.22  
2019 18,781 160,474 16.47 974,341 3.02 6,259,887 11.70 1.93 0.30
2020 9,277 87,574 11.03 793,962 1.98 5,777,876 10.59 1.17 0.16
2021 12,888 142,794 17.21 829,715 2.69 6,141,882 9.03 1.55 0.21

2022/p 12,024 157,583 -- -- 2.51 6,270,861 7.63 -- 0.19

2000-2004 4,639 322,453 16.74 1,925,912 3.11 10,357,256 1.44 0.24 0.04
2005-2009 16,504 493,257 13.34 3,697,934 2.71 18,171,553 3.35 0.45 0.09
2010-2014 59,209 993,260 14.88 6,676,494 3.11 31,976,964 5.96 0.89 0.19
2015-2019 70,078 1,085,640 14.92 7,277,093 3.49 31,146,238 6.46 0.96 0.22
2020-2022 34,189 387,951 -- -- 2.13 18,190,619 8.81 -- 0.19
2000-2022 184,619 3,052,193 14.79 19,577,432 3.13 97,429,886 6.05 0.94 0.19

来源：作者根据《投资报告》和UNCTAD (2023）制作。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相关总量百分比）

(百万美元) (百分比)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000-2022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及其占各项宏观经济指标的相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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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年，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累计了 600比直接投资交易，投资额

高达 1846.19亿美元，提供近 63万个就业岗位。与直接投资额一样，其创造的就

业也大幅增长：2000-2004 年期间平均每年创造 2621 个就业岗位，并持续增加到

48351个就业岗位（2015-2019年）和 81923个（2020-2022年）（表 3）。2020-

2022年期间的投资交易产生的就业（2255个）与 2015-2019年期间的 937个以及

直接投资金额/就业比值的下降也证实了就业增加的趋势。表 3对于强调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中并购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重要性非常重要，2000-2022年期间占总额

的 69.39%，尽管最近 2020-2022年期间降至 57.39%。在最近一段时间内，新投资

（绿地）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脱颖而出，2020-2022 年期间的交易创造了 3294 个

工作岗位，并购类创造就业仅为 720个（表 3）。10 另一方面，与新增投资额相比

（2.24 亿美元），并购使每笔交易的投资额翻了一番（2020-2022 年的 4.46 亿美

元）。 

 

 
10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创造”就业机会的问题，有一个重要的讨

论; 本报中我们承认并购 （M&A）交易在该地区创造了就业机会（Dussel Peters y Pérez Santillán 
2023）。2000-2022 年间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并购带来就业岗位 285543 个，占中国在该地

区对外直接投资创造就业的 4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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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根据《投资报告》制作。

图1

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直接投资：相关时期的年均投资额（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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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000-2022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总体特征

交易数量 
(笔)

直接投资
额（百万
美元）

就业 
（员工
数量）

直接投资额
/ 交易数

直接投资额
/ 就业数

就业数 / 
交易数 

（员工数量）

2018 71 13,507 57,884 190 0.23 815
2019 44 18,781 68,925 427 0.27 1,566
2020 39 9,277 183,421 238 0.05 4,703
2021 33 12,888 30,992 391 0.42 939
2022 37 12,024 31,357 325 0.38 847
2000-2004 15 4,639 13,104 309 0.35 874
2005-2009 63 16,504 35,269 262 0.47 560
2010-2014 155 59,209 93,342 382 0.63 602
2015-2019 258 70,078 241,754 272 0.29 937
2020-2022 109 34,189 245,770 314 0.14 2,255
2000-2022 600 184,619 629,239 308 0.29 1,049

2018 36 11,377 33,856 316 0.34 940
2019 22 13,063 53,306 594 0.25 2,423
2020 20 7,133 15,811 357 0.45 791
2021 14 5,949 7,728 425 0.77 552
2022 10 6,539 8,150 654 0.80 815
2000-2004 2 550 5,950 275 0.09 2,975
2005-2009 29 9,456 22,322 326 0.42 770
2010-2014 55 44,603 57,798 811 0.77 1,051
2015-2019 117 53,882 167,784 461 0.32 1,434
2020-2022 44 19,622 31,689 446 0.62 720
2000-2022 247 128,113 285,543 519 0.45 1,156

2018 35 2,130 24,028 61 0.09 687
2019 22 5,719 15,619 260 0.37 710
2020 19 2,144 167,610 113 0.01 8,822
2021 19 6,939 23,264 365 0.30 1,224
2022 27 5,485 23,207 203 0.24 860
2000-2004 13 4,089 7,154 315 0.57 550
2005-2009 34 7,048 12,947 207 0.54 381
2010-2014 100 14,606 35,544 146 0.41 355
2015-2019 141 16,196 73,970 115 0.22 525
2020-2022 65 14,567 214,081 224 0.07 3,294
2000-2022 353 56,506 343,696 160 0.16 974

2018 50.70 84.23 58.49 166.12 144.01 115.35
2019 50.00 69.55 77.34 139.10 89.93 154.68
2020 51.28 76.89 8.62 149.94 891.99 16.81
2021 42.42 46.16 24.94 108.81 185.12 58.78
2022 27.03 54.39 25.99 201.22 209.25 96.17
2000-2004 13.33 11.86 45.41 88.93 26.11 340.54
2005-2009 46.03 57.30 63.29 124.47 90.53 137.49
2010-2014 35.48 75.33 61.92 212.30 121.66 174.50
2015-2019 45.35 76.89 69.40 169.55 110.79 153.04
2020-2022 40.37 57.39 12.89 142.18 445.12 31.94
2000-2022 41.17 69.39 45.38 168.57 152.92 110.23

来源：作者根据《投资报告》制作。

并购类直接投资

新增直接投资

并购类直接投资（占各年度总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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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按投资目的国划分 

前几期报告按国家划分所检测到的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直接投资日益

多样化截至 2022年一直都有加强。如果说在 2000-2004年期间，中国在巴西直接

投资占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直接投资额和创造就业的 76.86%和 48.10%，那么在

2020-2022 年期间，这两项数值分别下降到 40.93%和 8.41%。阿根廷、智利、秘

鲁，特别是墨西哥的参与比重大幅提高; 例如 2022年，中国在墨西哥的 16项直接

投资交易金额高达 25.2亿美元，提供了近 2万个就业岗位，占该地区的 20.96%和

62.21%（表 4）。同样引人注目的是 2020-2022 年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直接投资活

跃，共计 7笔交易，金额达 32.21亿美元，提供 4594个就业岗位。在古巴和委内

瑞拉，中国直接投资在 2020-2022年期间只进行了一笔交易。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异质性的一部分，

各国情况不尽相同：在墨西哥 2020-2022 年期间，直接投资每笔交易创造就业

2507个，在哥伦比亚为 25719个（滴滴在 2020年提供超过 10万个就业）， 阿根

廷的 21笔交易每笔仅创造了 410个就业岗位（表 4）。这些结果表明中国直接投

资流向资本密集度不同的各个行业。 

 

2.3.按产业活动划分 

本报告数据库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从行业角度深化了多元化。在 21世

纪特定时期内原材料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一直在稳步下降：从 2000-

2004年间的 81.39%下降到 2020-2022年间的 41.28%; 流向该领域的直接投资在创

造就业方面下降幅度更大。尽管原材料至今仍是中国在该地区投资的最大领域，

然而面向各自国内市场的服务正在成为吸引中国直接投资最具活力的部门，并很

可能在中期超过原材料：其在投资总额中占比从 2005-2009 年的 1.26%增加到

2020-2022年的 34.86%; 自 2015-2019年以来，该部门一直是就业的主要创造来源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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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直接投资按行业估算使我们获得重要结论。一方

面，上述多元化更加深入：金属、矿产和采矿业在中国区域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占

比从 2005-2009年的 81.1%下降到 2020-2022年的 30.5%; 对应地，中国对外直接

表4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000-2022年间中国直接投资按接收目的国分布

2000-2004 2005-2009 2010-2014 2015-2019 2020-2022 2000-2022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阿根廷

交易数量 0 1 12 23 21 57 9 5 2 7 12
直接投资额（百万美元） 0 4 10,422 2,998 4,781 18,204 648 676 166 1,670 2,945
就业量（员工数） 0 200 6,075 13,748 8,600 28,623 4,574 2,720 1,101 2,152 5,347
巴西

交易数量 6 9 45 79 18 157 19 7 7 8 3
直接投资额（百万美元） 3,565 667 25,815 23,428 13,993 67,467 3,128 3,502 2,036 6,249 5,708
就业量（员工数） 6,303 6,657 49,032 78,650 20,658 161,300 28,973 922 9,059 6,599 5,000
智利

交易数量 0 5 11 23 15 54 8 4 11 2 2
直接投资额（百万美元） 0 2,789 637 13,175 3,744 20,345 6,413 3,314 3,040 600 104
就业量（员工数） 0 628 1,171 18,449 4,726 24,974 7,651 1,344 3,976 650 100
哥伦比亚

交易数量 2 4 9 8 4 27 4 1 3 0 1
直接投资额（百万美元） 298 2,316 1,446 1,567 732 6,359 531 1,000 652 0 80
就业量（员工数） 32 899 2,214 2,028 102,875 108,048 1,333 350 102,821 0 54
墨西哥

交易数量 3 12 24 72 41 152 16 14 12 13 16
直接投资额（百万美元） 500 658 1,550 12,404 5,727 20,839 970 1,591 1,508 1,700 2,520
就业量（员工数） 5,721 7,635 9,685 87,032 102,767 212,840 6,534 50,090 63,490 19,771 19,506
秘鲁

交易数量 0 11 15 10 3 39 2 4 1 1 1
直接投资额（百万美元） 0 4,835 11,238 10,651 1,992 28,715 711 6,849 1,355 569 68
就业量（员工数） 0 9,605 9,184 12,629 1,550 32,968 905 5,329 1,500 0 50
委内瑞拉

交易数量 1 4 9 2 0 16 0 0 0 0 0
直接投资额（百万美元） 13 382 1,998 827 0 3,219 0 0 0 0 0
就业量（员工数） 350 1,251 3,858 6,214 0 11,673 0 0 0 0 0

加勒比地区

交易数量 0 6 15 14 7 42 5 5 3 2 2
直接投资额（百万美元） 0 2,350 4,628 1,683 3,221 11,882 317 435 522 2,100 599
就业量（员工数） 0 6,142 8,817 10,675 4,594 30,228 5,360 1,626 1,474 1,820 1,300
中美洲

交易数量 0 3 4 10 0 17 4 2 0 0 0
直接投资额（百万美元） 0 38 272 1,195 0 1,505 414 4 0 0 0
就业量（员工数） 0 275 778 6,895 0 7,948 950 5,050 0 0 0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总计

交易数量 15 63 155 258 109 600 71 44 39 33 37
直接投资额（百万美元） 4,639 16,504 59,209 70,078 34,189 184,619 13,507 18,781 9,277 12,888 12,024
就业量（员工数） 13,104 35,269 93,342 241,754 245,770 629,239 57,884 68,925 183,421 30,992 31,357

来源：作者根据《投资报告》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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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根据《投资报告》制作。

图 2

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直接投资：按行业分布（2000-2021）（占总量百分比）

2000-2004 2005-2009 2010-2014

2015-2019 2020-2022 200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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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能源（其占比从 10.3%增加到 41.7%，成为今天的主要占

比）和汽车和汽车零部件领域（2020-2022年占直接投资的 12.3%）（表 5）。 

 

 
 

本报告所提供的信息可以允许将中国直接投资按分布国家、行业、所有权类

型和地理来源进行多项关联分析（如下文讨论）。以两个初步结果为例。关于通

过中国直接投资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再次初始化”，上文信息更新了这一论点，

因为中国投资日益多元化，进入服务业和各国内市场和行业，如能源和汽车零部

件。即使在能源领域，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越来越专业化于非化石能源交易。

表 5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000-2022年间按行业划分的中国直接投资（占总量比重）

2000-2004 2005-2009 2010-2014 2015-2019 2020-2022 2000-2022
汽车配件和汽车整车

交易数量 0.00 6.35 10.97 17.05 16.51 13.83
直接投资额（百万美元） 0.00 1.56 2.05 7.22 12.33 5.82
就业量（员工数） 0.00 4.03 7.28 11.94 6.39 8.39

电子

交易数量 0.00 7.94 8.39 12.79 4.59 9.33
直接投资额（百万美元） 0.00 1.17 3.92 10.09 0.77 5.34
就业量（员工数） 0.00 14.26 4.05 10.75 1.08 5.95

能源

交易数量 0.00 3.17 10.32 13.57 28.44 14.00
直接投资额（百万美元） 0.00 10.30 32.57 40.17 41.70 34.34
就业量（员工数） 0.00 1.61 19.52 7.45 5.22 7.89

金属、矿石和采矿业

交易数量 40.00 41.27 17.42 11.24 25.69 19.33
直接投资额（百万美元） 81.39 81.12 35.08 20.76 30.52 34.08
就业量（员工数） 53.79 47.58 21.73 12.00 9.08 15.17

电信

交易数量 33.33 4.76 14.19 7.36 4.59 9.00
直接投资额（百万美元） 7.55 0.30 2.91 3.43 1.47 2.72
就业量（员工数） 2.31 0.92 9.52 5.54 3.85 5.14

交通

交易数量 6.67 0.00 3.87 6.59 2.75 4.50
直接投资额（百万美元） 9.70 0.00 0.71 4.20 0.72 2.20
就业量（员工数） 41.97 0.00 6.42 28.69 65.43 38.40

其他

交易数量 20.00 36.51 34.84 31.40 17.43 30.00
直接投资额（百万美元） 1.36 5.56 22.76 14.13 12.49 15.50
就业量（员工数） 1.93 31.61 31.48 23.63 8.95 19.06

全行业

交易数量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直接投资额（百万美元）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就业量（员工数）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来源：作者根据《投资报告》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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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各国的行业关联度也令人震惊：在 83 项汽车零部件-汽车交易中，中国在该地

区的直接投资参与度越来越高（表 5），其中 45 项是在墨西哥进行的，占 2015-

2019年直接投资的 73.46%，但由于长城汽车公司在巴西的两项重大投资，这一比

例在 2020-2022年期间降至 38.92%。 

 

2.4.按所有权类型划分 

公共部门总体上的重要存在（Dussel Peters 2015）及其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中的无所不在对理解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至关重要：2000-2022年期间，尽管有显着

下降的趋势，来自公共部门的直接投资占比高达73.76%。甚至在2014年超过83%，

自此，中国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更具活力，导致 2020-2022 年期间这一占比降

至 70.76%（表 6）; 然而，私营部门对外直接投资是 2015-2019年间创造就业的主

要来源，2020-2022 年间占总数的 88.81%。因此，中国私营部门对外直接投资的

主要特征之一是创造就业多，无论是通过交易数还是按投资额/就业计算（表 6）。 

虽然中国私营部门对外直接投资似乎实现了比公共部门更多的参与（基于

2015-2019年的趋势），但在 2020-2022年间，中国公共部门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直接投资再次位居高水平。 

 

 
11 请参阅 Dussel Peters（2023）基于本报告 2022 版本的分析。2023 年数据库显示，2020-2022 年

间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直接投资中有 41.70%集中在能源领域，其中 45.97%集中在非化石类

能源领域;而 2005-2009年间，100%的能源交易是化石类能源活动。 

表6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000-2022年间中国直接投资按所有权类型划分（占总量百分比）

交易数量 

(1)

直接投资额（百

万美元） (2)

就业量（员

工数）(3)

直接投资额/ 

交易数(2) / 

(1)

直接投资额

/ 就业数 

(2) / (3)

就业数 / 交易数 

（员工数量） 

(3) / (1)

2018 33.80 42.01 53.18 124.28 78.99 157.34
2019 40.91 83.16 17.36 203.28 478.93 42.44
2020 25.64 88.41 6.84 344.79 1291.57 26.70
2021 39.39 66.20 23.11 168.05 286.52 58.65
2022 35.14 62.08 24.82 176.70 250.13 70.64
2000-2004 60.00 83.34 55.61 138.89 149.86 92.68
2005-2009 60.32 89.03 59.82 147.60 148.82 99.18
2010-2014 48.39 85.94 57.02 177.62 150.72 117.85
2015-2019 34.11 60.70 39.34 177.96 154.30 115.34
2020-2022 33.03 70.78 11.19 214.30 632.58 33.88
2000-2022 41.00 73.76 32.45 179.91 227.28 79.16

来源：作者根据《投资报告》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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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按投资企业省市来源 划分 

根据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地理来源，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直接投资高度集

中：自 2000-2004 年以来，北京占在该地区直接投资的 79.60%，占创造就业的

50.91%，此后持续下降，尽管有相反的趋势（2020-2022 年间，上述占比分别上

升到 53.99%和 69.96%）。近来在 2020-2022 年期间，香港（6.81%）、广东

（3.97%）、上海（3.10%）和山东（1.57%）的占比也非常重要（图 3）。然而，

北京目前仍是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的最重要地理来源，尤其

是公有制企业。 

 

 
 

2.6. 主要投资企业 

根据 2020-2022 年间直接投资额和创造就业这两项指标，表 7 列出了排名前

五的中国企业。 

根据 2020-2022 年对外直接投资额最高的标准，国家电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长城蒙托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和鸿桥控股集中了 2020-

2022年期间中国直接投资的 49.09%，单是前两家企业用六笔交易就占据了投资总

额的 29%以上。 此标准下的所有企业都是公有企业。 

根据 2020-2022 年创造就业机会的标准，滴滴出行脱颖而出，占该期间创造

就业岗位的 63.96%：通过在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两笔交易，它在 2020 年创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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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根据《投资报告》制作 。

图3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000-2022年间中国企业的地理来源（中国直接投资占拉美和加勒比地

区接收外国直接投资百分比）

北京 山东 广东 上海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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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6万个就业机会，而投资额仅为 3950万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0.12%）。

与其他四大企业（华为、万华控股、葛洲贝集团和天合光能）一起，它们占创造

就业总量的 3/4以上（75.60%）。与 2020-2022年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企业不同，

在创造就业方面，除葛洲坝集团外，所有企业都是公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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