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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紧扣政策，推动相关研究的进步。 www.bu.edu/gegi

 

  阿根廷转型研究中心(CENIT)成立于1990年，属私立基金会，致力于研究阿根廷及拉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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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执行摘要 

   拉丁美洲近年来的大宗商品繁荣加剧了其自然环境退化和社会冲突。而促成拉丁美洲此轮大宗商

品繁荣的最主要推动力来自与中国的新增贸易和投资。这些贸易和投资主要集中在石油、采矿，以

及农产品行业，而这些行业中环境退化的问题根深蒂固，由权益问题和工作条件引发的社会冲突也

时有发生。除少数例外，拉丁美洲的政府部门都未能有效地降低此轮中国推动的大宗商品繁荣中贸

易和投资的环境和社会成本。尽管不应该将拉丁美洲的大多数环境和社会问题归罪于中国，但随着

中国“走出去”，降低其全球范围内经济活动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影响至关重要，唯此才能维护与

东道国的良好关系，并减少海外投资的种种潜在风险。在遵循社会和环境最佳实践方面，一些中国

公司已经初显身手，但总体而言中国公司在减轻其投资对该地区造成的影响方面，迄今还缺乏经验

和相应的措施。随着拉美各国经济增长放缓，这些国家的政府为了争取为数不多的来自中国的贸易

和投资机会，在审批程序的“便利化”上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对来自那些致力于督促本国政府和外

国公司履行其职责的公民社会组织的声音也会有所压制。为了让中国在拉美的经济活动产生的惠益

最大化，并降低相关的风险，实施恰当的社会和环境政策是拉美各国政府、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公

司的利益所在。 

   本文系美洲发展与环境工作组的研究成果。此工作组由多个大学通力合作，协作机构包括阿根

廷变转型研究中心(CENIT)、秘鲁太平洋大学研究中心(CIUP)、波士顿大学全球经济治理倡议中心

(GEGI)、塔夫茨大学全球发展与环境研究院(GDAE)。本文涵盖8个国家案例研究，研究者来自美洲的

多个大学，重点关注两个研究问题：其一，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单独推动了拉丁美洲的环境和社会变

化？其二，中国公司在投资拉美时，其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表现多大程度上区别于其国内同行和国际

同行？

   基于这些国家案例研究和我们的总体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在拉美的贸易和投资是自本世纪初以来

造成本地区环境退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也是社会冲突显著的发端。

•	 	相比与世界其它地区的经济关系，拉美对华的出口以及中国在该区域的投资更主要集中在初级

大宗商品——尤其是采掘类大宗商品。

• 初级产品的出口和投资——特别是采掘类大宗商品——能支持的工作岗位远不及制造业和农业  

 产品出口。因此，相对于拉美的总体出口，拉美对华出口中每100万美元出口额所能支持的工作  

 岗位要少20%。随着中国在拉美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持续增长，这势必将总体上弱化出口对就业的  

 拉动效应。

• 相比于拉美的总体对外出口，拉美对华出口每1 美元对应的耗水量是总体水平的两倍左右，温  

 室气体净排放比总体水平高出逾12%。另外，中国提供资金的基础设施投资（譬如修建大坝，修  

   建铁路以便将产品运往港口）给南美一些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造成了极其严峻的毁林威胁.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也发现了中国投资者、拉美政府、公民社会在应对这些风险时的一些最

佳实践范例，这也为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	 拉美各国的政府已经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社会和环境标准，并督促中国公司和那些向中国出口

的公司遵守这些标准。譬如，厄瓜多尔的劳工法规定外国石油公司必须雇佣本地工人，并消除直接

雇工和分包雇工之间的待遇差别。总体而言，这些法律规定应对了我们案例研究中中国投资者所面

临的最常见的劳工冲突根源。秘鲁已成为本区域内提高透明度方面的领军者，加入了采掘业透明协

议(EITI)，该协议要求其成员在网上公布采掘公司与政府间资金流转的详细信息。秘鲁政府还与中

国投资者合作，动员他们也加入此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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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为其海外投资者也制定了重要的指南，包括环境和社会方面的保障措施。然而相比于国际  

 上的类似标准，这些指南在透明度和实施力度上尚有许多不足之处。 

•  在一些案例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公司的表现超过了当地的标准要求，也比他们的同行做得更

好。这些案例包括在厄瓜多尔的安第斯石油公司，在秘鲁的中国铝业公司，在墨西哥的金龙铜

管公司。

•  拉美的公民社会也证明其有能力向政府和公司问责。非政府组织(NGOs)推动并要求设置相应的

安全保障措施和监管机制，也针对那些最具象征意义的投资案例发动了全球性的宣传攻势以引

起关注，并向当事人问责。 

•  非政府组织、学术界，以及其他公民社会参与者也已经同政府和中国公司开始合作，吸取经验

教训，将冲突防患于未然，或是缓解冲突。 

   然而主要的挑战依然存在。随着来自中国的首轮投资热潮慢慢退去，大宗商品价格下滑，拉美

各国政府对未来投资条款的议价能力弱化，这些挑战会变得更加突出。具体而言，我们发现： 

•	 拉美各国政府在放松现有环境和社会保障措施方面承受着压力，因为在此轮繁荣中矿业和能源

主管部门的权势变得更大。为了避免让已取得的进展功亏一篑，这些政府需要抵挡住要求放松管制

的呼声。 

• 中国针对其对外投资制定的社会和环境保障措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而言，无疑具有

开创意义，但这些指引缺乏强有力的实施和透明度。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增加正式的报告机制和申诉

机制，使拉美各国政府和公民社会有机会为海外投资管理这一颇有难度的工作助上一臂之力，这些

保障措施的效果将大大加强。 

• 中国投资者有能力达到甚至超过当地的社会和环境标准要求，但在不同的监管体系下，在投

资“老将”和“新手”之间，他们的表现相去甚远。通过对公司问责并加强公司间的经验交流来全

面提升这些公司的表现，拉美各国政府和公民社会在这一方面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 拉美公民社会团体对该区域近年来许多政策上的进步贡献良多。同拉美各国政府一样，他们也

应该顶住削弱这些保障措施的压力，守住自己的阵脚。另外，在他们与中国政府展开建设性的合作

以强化投资者监管方面，还有着非常广阔的空间。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需要和中国政府和拉美

各国政府建立起建设性的工作关系。为此，他们应该发展更强的当地网络和跨国网络，在国家政策

的讨论中获取更大影响力，在条件成熟的地方与政府建设性地开展合作。 

   中国已承诺未来10年里在拉丁美洲投资逾2500亿美元。政府、公司，以及公民社会应携手努力

以确保这些投资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应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让自然环境免受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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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中国作为拉美社会和自然环境变化的推动力 
   近年来中国已成为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且仅次于美国。1993年中国只占拉

美及加勒比地区总出口额的2%，到2013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9%。但是这一增长量在不同出口行

业的分布是颇不均匀的。如图表1所示，过去10年里，中国占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出口市场的比例

差不多增长了3倍，在采掘业产品出口中的比例增长了超过3倍，在农产品出口中的比例则增长

了近两倍。相比之下，中国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进口的制成品则增长甚微，差不多一直只占该

地区制成品出口的2%左右。 

图表1：对华出口占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总出口额的比例（按行业分）

 
 
来源：作者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的数据计算。 

图表2：农业及采掘业出口占拉美及加勒比地区GDP的比重（按出口市场分） 

来源：作者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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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中国已成为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农产品和采掘业产品出口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如

图表2所示，虽然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对中国农产品和采掘业产品的出口在该地区GDP中的比重一

直在增长，但这些类产品对世界其它地区的出口在过去10年里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中

国的需求不仅带动了拉美采掘业和农业的繁荣，也推高了同时期主要大宗商品的总体价格水

平，从而大幅提高了美洲区域内的进出口比价指数。

   因此，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对中国的出口日益集中在采掘业和农业。如图表3所示，从1999年

至2013年，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对华出口在农业、采掘业、制造业这3个主要行业的分布相对比

较均衡。但10年之后，这种均衡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采掘业产品占到了该地区对华出口的一半

以上。这种行业分布也有异于该地区总体出口的情况，因为尽管采掘业产品有所增长，但总体

比例还比较均衡。这种行业分布也与中国总体进口的构成迥异，因为中国总体进口产品以制成

品为主。这种向采掘业产品的日趋集中正好反映了中国对矿产类商品日益增长的需求，该需求

占中国总进口的比重在同时期从8%增至22%。  

图表3：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出口结构（按出口市场分） 

 

来源：作者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的数据计算。 

   中国在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投资同样也主要集中在初级行业。图表4和图表5分别显示了通过并购
和新建项目，流入该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情况。中国在该地区的直接投资绝大多数通过并
购的形式，超过4/5的投资投向采掘业，其中70%在油气行业。相比之下，在流入该地区的并购投资中，
总体上只有15%投向油气行业。在新建项目中，中国对农业的投资最为显著。食品和烟草占到了中国在
该地区新建项目投资的1/4，而这两大行业只占流入该地区新建项目投资总额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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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资金的行业分布（2008-2012）

注：食品、饮料、烟草业包含食品加工业。采掘业包括石油、天然气、采矿、初级金属加工。 
来源：作者基于DeaLogic和fDIMarkets公司数据的计算。由于数据源不同，行业分类略有差异。

 
2.1  创造就业

   相比于对世界其它地区的出口，拉美对华出口所支撑的就业岗位要少。由于拉美及加勒比

地区对华出口的产品构成迥异于该地区总体出口的产品构成，因而对就业的影响也大不相同。

具体而言，因为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对华出口集中在采掘业产品，其每100万美元出口额所能支

持的就业岗位要更少一些。图表5显示了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总体经济活动、总体出口、对华出

口所分别对应的劳动力密集度。过去10年里，该地区总体的经济活动所支撑的就业岗位远超出

口所带动的就业机会。这主要是因为该地区小农农业非常普遍，而小农农业本身属于高度劳动

密集型行业，但出口行业中却并无小农农业的身影。出口带动的就业虽然少，但其劳动密集度

却保持相对稳定：每100万美元带动的就业岗位从59个略降至56个。但对华出口每100万美元所

带动的就业岗位则减少了超过1/3：从2002年的将近70个降至2012年的不足45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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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总体经济活动和出口对就业的支撑

 

来源：作者的计算。源数据包括世界发展指标中的就业与人口数据，拉美经委会统计数据中行业就业分布信
息，Lódola et al. (2010, 70)文章中的农业就业强度数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物价指数与世界银行全球经济监测
(GEM)大宗商品数据库中的平减指数，以及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的出口构成数据。全套方法详情
请参见Ray (2015a, 即将出版)。

 
2.2  环境影响 
   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对中国的出口，比对世界其它地区的出口的环境敏感度更高。拉美对中

国的出口碳排放强度更高，耗水量更大，项目点往往位于生物多样性富集区和原住民领地。拉

美及加勒比地区对华出口中采掘业产品和农产品的集中度过高，且还在进一步集中，由此而产

生的环境足迹也显著区别于其它类的出口产品。本节着眼两方面的环境影响，全球层面（净温

室气体排放）和本地层面（用水量）。  

图表6：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总体经济活动和出口对环境的影响

 

来源：Ray (2015a, 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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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表6所示，相比于对其它地区的出口，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对华出口每美元产出所对应的

温室气体排放和用水量更高，也远远超过本地区总体经济活动对应的水平。图表6采用的数据

来自2004年，即对各项相关指标进行直接测量的最后一年。但如图表2表所示，拉美及加勒比

地区对华出口自2004年起已越来越集中于几个主要的行业。图表7将2004年的强度数据应用于

不断变化的贸易结构，从而得出中国与该地区的“水收支平衡”。结果显示2012年该地区账户

上存在1004亿立方米水的盈余，这意味着隐含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对华出口产品中的水远远超

过了隐含于进口自中国产品中的水。作个比较的话，尼加拉瓜湖的总容量也不过约为1080亿立

方米。换言之，假如2012年拉美及加勒比地区不和中国发生贸易（即在本地生产所有来自中国

的产品，并在本地消耗所有出口到中国的产品），本地区节约下来的水相当于尼加拉瓜湖90%

的容量。这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重大。正如本项目的案例研究表明，以小农农业或小型牧场为

主的社区与大型种植园和矿场之间对水资源的争夺常常是引发社会冲突的根源。  

图表7：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对中国的水“收支平衡”

来源：作者基于水足迹网络和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的数据计算。

   图表8展示的是类似的环境收支平衡，只不过对象是温室气体排放。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对华

出口产品所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远不及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所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当然，温室

气体排放的影响是全球性的，而不局限于某个区域。就气候变化而言，温室气体排放究竟是来

自拉美还是中国无关紧要。然而，中拉贸易中温室气体排放的规模则颇值得玩味。尽管拉美及

加勒比地区对华出口量（以及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在过去10年里增长迅猛，而隐含在该地区

从中国进口产品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则增加得更为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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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对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收支平衡” 

来源：作者基于Peters et al (2011)和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的数据计算。

 

       图表6和图表8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二氧化碳当量计算，其中包括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排

放。在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土地利用变化是温室气体净排放变化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据联合

国粮农组织测算，2010年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毁林造成了相当于1.7千兆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

室气体排放，大约占其同年全部温室气体排放的41%。我们所做的中国和巴西之间经贸关系的

案例分析表明巴西对中国的出口，连同所有的大豆种植区，是造成巴西亚马逊地区毁林问题的

驱动因素之一，而且这一关联已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反过来讲，中国已成为推动该地

区大豆种植面积扩张的重要力量：2013年中国占到了巴西油料作物出口总量的3/4 (Fearnside 

and Figueiredo 2015)。

   就毁林问题而言，图表6和图表8其实还低估了拉中经贸关系带动的温室气体排放，因为这

些数据只反映了由出口直接造成的毁林，而没有考虑造成毁林的最重要原因：为了将这些出口

商品运往港口而兴建的众多道路、运河、铁路。Philip Fearnside （本项目巴西案例研究的

作者）和他的同事们2013所做的研究表明，通路的修建是造成亚马逊地区毁林问题的最主要肇

因，因为这些通路方便了人们向森林深处安营扎寨，并扰乱了动物迁徙规律。因此，为了能充

分考量拉美及加勒比地区”中国经贸热”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不仅要考虑对中国出口

直接拉动的排放，还须考虑为将出口货物运往港口由中国提供融资而修建的的道路、运河、铁

路，以及为向矿场和油田提供能源而修建的水坝。

智利、中国之间太阳能电池板的故事 

   在一些情况下，拉美及加勒比地区与中国贸易关系的环境影响从进口端，而非出口端，更能深切地感受到。

智利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其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光伏电池板对改善智利的能源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00

年代中期，由于阿根廷限制并最终完全关闭了对智利的天然气出口，智利从而失去了其主要的低排放能源供应来

源。而同期中国则正面临着光伏太阳能电池板产能过剩的问题。这种巧合正好为智利迅速扩大太阳能的应用打开

了方便之门。2013年，智利进口了总值达4090万美元的中国产光伏太阳能电池板，占其总电池板进口的一半以

上。尽管太阳能还只占智利总发电量的一小部分，其新一轮的迅猛扩张蓄势待发：在智利新近批准的10000兆瓦

的新能源中，过半为太阳能。(Borregaard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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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9显示的是南美洲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和原住民领地，以及由中国提供融资的基础

设施项目和中国直接投资项目的分布情况。这些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富集度用不同深浅的绿色表

示：深绿色区域（主要分布在厄瓜多尔东部和秘鲁的最北端）表示以下四类种组的生物多样性

最为丰富：哺乳类、鸟类、两栖类，以及植物。次深绿色区域主要分布在秘鲁和巴西的边境线

上，表示该区域四类种组中有三类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其它更浅的绿色以此类推。原住民领

地用不同纹理的黄褐色表示。

   如图表9所示，中国的两个投资项目可能会对生物多样性富集区和原住民领地造成严重的

威胁：即贯通南美大陆的铁路的西段和厄瓜多尔东部的油田。贯通南美大陆的铁路尚在规划

阶段，最终的设计线路还未确定。其西端的线路有两种可能：要么通过秘鲁北部的皮乌拉

（Piura），或是通过秘鲁南部的普洛（Puno）。北线进入巴西将穿越的地区在哺乳类、鸟

类、两栖类及植物四类种组中有三类的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位于图中的深绿色区域。南线则

基本上可以绕开此生态环境敏感区。此铁路最终线路如何选择对决定其环境影响至关重要。

图表9：生物多样性富集区、原住民领地、中国投资分布图

来源：收集整理自Bass et al. (2010), Cruz Fiestas (2014), Fearnside and Figeiredo (2015), 国际河流 et 
al.，交通运输部（2009年），交通运输和通信部，亚马逊社会经济环境地理信息网络。 
注：矿场和部分石油特许开采区已投入运营。铁路线路由于还在规划，此处标出大致情况。生物多样性富集区的定义
为该区域物种丰富程度排在整个南美大陆的前6.4%。原住民领地包括经政府认可和未经政府认可的区域。 
 

   涉及生物多样性富集区的另一中国投资项目位于厄瓜多尔的东部，该区域大部分为传统的

原住民领地。厄瓜多尔最南端的两个中国特许石油开采区属于新的项目，相关的合同还没最后

敲定。如果这些特许开采权最终获批，合同中的具体约定对决定项目将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和环

境影响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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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投资项目（含已有和规划中）：

铁路 

商业航道 

大坝 

矿场 

石油开采权

生物多样性富集区：
在哺乳类、鸟类、两栖类、 

植物4类种组中生物多样性高 

 

3类种组生物多样性高 

2类种组生物多样性高 

1类种组生物多样性高

原住民领地

主要河流



2.3   迎难而上：社会与环境保障创新
   在那些与高环境影响和高社会冲突风险关联度高的行业取得迅猛增长时，我们发现拉美的

部分国家制定了重要的应对政策，以最小化这些风险。其中最具创新精神的三个例子分别是巴

西新制定的环境监管措施，厄瓜多尔的新劳工标准，以及秘鲁提升透明度的措施和对原住民权

益的保护。

   巴西在2008年大力强化了对环境规定的执法力度，但此举不是通过修订现有环保法规来进

行， 而是巴西中央银行调整规定，禁止国有银行向那些已被政府部门公布的、未支付环境违

规罚金的项目发放贷款。尽管环境违规者可以上诉来延缓支付政府部门开出的罚单，但此项新

的举措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厄瓜多尔在2008年至2010年期间实施了一系列劳工保护措施，这些针对厄瓜多尔石油行业

的措施，成为了该地区最为进步的劳工保护系统性方案之一。2008年厄瓜多尔开始严格限制劳

务分包的使用，仅允许在诸如保安和保管等“辅助性”工种中使用劳务分包。2010年的《油气

法》进一步强化了油气行业的劳工保护，规定外方投资者雇佣的劳工中，厄瓜多尔籍劳工应占

非技术性岗位的95%，技术性岗位的90%。另外，该法律还要求企业和包括分包劳工在内的所有

雇员分享利润。这些规定消除了中国及其他国际投资者在该地区面临的引发劳工冲突的两大主

要根源：雇佣外国劳工，以及同一项目中直接雇工和分包雇工劳动条件和待遇上的差别。

   秘鲁则在过去10年里在提高透明度和保护原住民权益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07年秘鲁

加入了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ITI)，并于2011年成为美洲首个在该行动计划框架下达标的国

家。同样是在2011年，秘鲁成为该区域首个通过立法来实施《国际劳工组织第169 号公约》的

国家，该立法规定任何直接影响原住民社群利益的国家政策，包括发放在原住民传统活动区域

内进行采掘活动的特许开采权和许可证，都必须事先征询原住民社群的意见。为兑现采掘业透

明度行动计划框架下的承诺，秘鲁政府和加入该行动计划的公司公布了涉及采掘业收入流转的

详细报告，关切此信息的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都可以在网上查询这些报告。另外，秘鲁政府还

从能源和矿产部调派专人协助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的实施，包括鼓励那些尚未加入该行动计

划的公司参与进来。从2014年开始，已经有3家中国公司确认参与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的进

程，包括首钢、中国五矿、中石油。这两项举措让秘鲁成为该区域推动公众参与此轮资源繁荣

的佼佼者。

2.4  举步维艰：现有保障措施面临的挑战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企为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对华出口的此轮繁荣来提供了支撑，这也提升

了该地区矿产储备的价值，并增强了有意于推行相关社会和环境标准的国家的谈判优势。但另

一方面，这也强化了与此轮繁荣密切相关行业的势力，而这些行业则有动机抵制这些标准。 

 

   在政府内部，采掘业的繁荣让矿业和油气管理部门变得更为显要，因为行政部门在加快新

投资项目开工上承受着压力。譬如，秘鲁最近就削弱了其环保部对采掘业项目的审核权和监

管权。此举措的目的是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疲软的背景下，简化采掘业项目开工审批的

流程，加快项目投产的速度。但这一调整并未设置相应的保障措施以防止利益冲突败坏整个

程序、弱化环境监管权力 (Saravia López and Rua Quiroga, 2015; Sanborn and Chonn, 

2015)。

   在巴西，中国带动的经济繁荣也深刻影响到了农业部门。来自中国的需求让那些议会中代

表大农庄主利益的“乡村派”投票群体既获利丰厚，又权倾一时。凭着新近强化的权势，这些

投票群体对现任政府的环境保护立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Santilli, 2014; Smeraldi, 

2014).譬如，这些投票群体发动了一轮攻势，旨在削弱上述巴西中央银行的新规定，而这些规

定在加强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方面业已证明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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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国投资者在拉美的社会与环境绩效 

   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企业的表现并不明显差于拉美本土的企业和国际企业。事实上，尽管

中国国内的监管水平还比较弱，针对海外投资企业制定的各种指南还只是起步阶段，但我们的

案例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某些情况下的表现超越了同行；尤其是当来自政府和公民社会恰当的

激励措施到位时，情况更是如此。表1列出了与各个案例分析相对应的中国企业以及负责此案例

分析的工作组成员（巴西和智利案例除外，这两个案例分别为巴西公司向中国出口，智利的公

司从中国进口）。本章将探讨每一案例中的经验教训。总体而言，这些案例显示出中国企业有

灵活度，能适应新的环境，并能遵照当地标准开展业务。然而部分案列也显示随着这些投资进

一步扩展，主要的挑战还在后面。 

   在这些中国公司中，有一家公司成为我们在3个拉美国家进行案例分析的研究对象：中石

化。这些案例表明在不同的监管体系下和不同的激励措施下，中石化在各个国家的表现不尽相

同。相比于中石化在阿根廷的劳工关系和在厄瓜多尔的环境表现，其在在哥伦比亚此两方面的

表现都要差一些。

•					中石化在哥伦比亚劳工方面面临的挑战来自于当地的社区行动管理会，这些管理会在哥伦

比亚农村地区很普遍，并控制着石油工人的招聘。针对当地权势人物的指控不一而足：这些人

常拿就业机会去换人情或是索取好处费，或是不公平地优先招聘外地劳工而非本地劳工。由于

担心会危及相关的就业岗位，该区域的劳工部官员申明这些指控并未进入正式的程序。哥伦比

亚中央政府正在考虑取消社区行动管理会把持招聘的权力，这自然遭到了管理会激烈的反对。

相比之下，中石化在阿根廷或厄瓜多尔并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监管制度有所不

同。在阿根廷，中石化与当地政府签署了协议，确保所有员工在受聘前在当地（圣克鲁兹省）

已居住至少两年。在厄瓜多尔，如前所述，劳务分包受到了严格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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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国 作者 行业 公司

阿根廷 Andrés López, Julian Donaubauer, Daniela 
Ramos,  阿根廷转型研究中心(CENIT)，布宜诺斯艾
利斯大学

石油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CNOOC) 、中国
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Sinopec)

玻利维亚 Alejandra Saravia López, 玻利维亚圣西蒙大学, 
Adam Rua Quiroga  

采矿 Jungie矿业

巴西 Philip Fearnside, 国立亚马逊研究所; Adriano 
M.R. Figueiredo, Mato Grosso do Sul联邦大学  

农业与采矿 大豆与铁矿出口

智利 Nicola Borregaard y Annie Dufey, 智利基金会 能源（太阳
能）

太阳能电池板进口

哥伦比亚 Guillermo Rudas, Mauricio Cabrera Leal, 哥伦
比亚Javeriana and Externado大学

煤炭和石油 中石化、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厄瓜多尔 Rebecca Ray, 波士顿大学；Adam Chimienti, 中国
与亚太区域研究所,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 

石油 中石化、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CNPC)

墨西哥 Claudia Schatan, Diana Piloyan, 伊比利亚美洲
大学

制造业 金龙铜管集团下属公司

秘鲁 Cynthia Sanborn, Victoria Chonn Ching, 太平
洋大学

采矿 首钢、中国铝业公司、紫金矿业集团

表1：案例分析涉及的中国投资者



•  在环境方面，中石化在厄瓜多尔的表现要优于其大多数同行，因泄露而引发的抗议事件也

少于其大多数国际同行和当地同行。有这样的表现一定程度上和其所面对的激励条件有关：中

石化现有的开采特许权从雪佛龙公司购得，所以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格外的关注。中石化过去近

10年里能持续地经营该项目则与其低调行事的能力密不可分。相比之下，哥伦比亚总审计长

2014年批评中石化一直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和2008年的承诺支付50万美元投入自然保护。这两个

案例表明针对国际投资制定并实施有效的监管体系至关重要。所幸的是，哥伦比亚政府似乎已

有所警悟，这在其2014年环境报告和新提议的劳工监管措施调整中都有所体现。 

   这些案例研究中的其它积极结果表明，中国投资者有能力达到更高的标准，尤其是存在恰

当的激励机制的时候。这些案例研究也显示出政府、投资者、当地社区、中国监管机构之间在

共同创造这些激励机制时协力合作的重要性。尤其有益的合作领域包括来自贷款方的监管，从

项目初始就和当地社区进行的沟通，以及为促进投资者遵守本地法规而开展的培训。

 
3.1  来自本土的激励措施：贷款方在监管中的角色
   中国针对其海外经济活动而实施各种指南的努力应该得到认可。相比之下，当西方国家还

处于中等收入水平阶段时，类似的指南根本就不在政府的关注范围内。其它中等收入国家（譬

如前文提到的巴西）禁止向那些未支付环境违规罚款的本国企业提供公共融资，国际多边借贷

机构长期以来都要求借款人必须遵守一定的环境标准。这些针对中国对外国际投资而制定的标

准让中国走在了其它中等收入国家的前面。尽管如此，中国毕竟还是国际投资领域的新来者，

其环境和社会保障措施还落后于那些传统的多边借贷机构。

   中国对外投资有三个层面上的保障措施。首先，中国商务部（MOFCOM）发布了《对外投资

合作环境保护指南》这一自愿标准，适用对象为所有类型的投资人，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也

不分其融资的形式。尽管这些规定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但对国有企业而言，这些规定仍然有着

道义上的威信（Tao 2013）。再者，对由银行提供融资的项目，中国银监会（CBRC）发布了《

绿色信贷指引》，适用于所有为海外投资项目提供融资的中资银行。这一指引要求投资项目须

符合东道国以及国际的环境法规。最后，中国开发银行（CDB）、中国进出口银行（China Ex-

Im Bank）这些国有政策性银行通常以中国政府的名义为海外投资项目提供融资，他们各自也

为其贷款组合开发了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

   表2就中国制定的各种指引规定和主要多边借贷机构的规定进行了比较，这些多边机构包括

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美洲开发银行。相比于多边借贷机构，中国的借贷机构和监管者作

出的规定要少一些，但有一例外：只有中国的政策银行要求进行事后环境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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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中国规定与多边借贷机构规定的比较

注：*商务部的政策为自愿性质。
来源：银监会2012；Gallagher et al. 2012; Leung and Zhao 2013; 国家林业局2010。

 

   表2中列出的种种规定显示出中国的借贷机构已经朝前迈出了一大步，但在实施这些规定方

面他们还面临着艰巨的挑战。举例而言，没有相应的申诉措施，借贷机构很难了解借款人的其

它违规情况，譬如是否遵守了相应的国际环境法规。再者，即使要求借款人遵守东道国的法律

规范——可以说这是表2中各项要求中最不棘手的一项——也不会那么容易，因为当地政府有

可能没有真正执行他们自己的法律规定。譬如，在前面提到的中石化在哥伦比亚的例子，该国

总审计长公开批评的不仅有中石化，还包括该国未能充分履行其职责的国家环境许可机构。在

这种情况下，中国商务部很难界定中石化是否违反了商务部的相关规定。拉美的公民社会组织

已经开始向当地社区提供关于《绿色信贷指引》以及其它中国借贷机构所要求的环境和社会保

障措施方面的培训。但如果没有正式的机制来受理申诉并开展调查，银行没有迫切的意愿去跟

进他们收到的每一项申诉。考虑到要监管海外投资者的行为难度极大，如果中国的借贷机构能

主动接洽拉美的公民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携手督促投资者遵守这些规定，譬如通过引入正式

的申诉机制，此举将极为有益。 

 
3.2  与社区打好交道的重要性 
   我们的案例研究表明，投资者在刚进入项目地就有意并有能力和当地政府和社区携手合

作，对项目的圆满完工至关重要。下述的三个案例正好印证了这一点：中铝在秘鲁的特罗莫克

（Toromocho）矿场，Jungie矿业在玻利维亚的锡矿投资，以及中国在厄瓜多尔投资的安第斯

石油公司（Andes Petroleum）。每个案例都显示出在谈判过程中政府提供激励措施和协助的

重要性。 

   在玻利维亚，2010年中国的Jungie矿业公司和当地的Alto Canutillos矿业合作社成立了合

资企业，在Tacobamba地区开采锡矿。在图表9中，虽然此矿场并不在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

地区里，但其所处的位置位于受威胁的地区：赤道安第斯山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2 在图表10

中，该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位于玻利维亚境内的部分用绿色标明，原住民领地用橙黄色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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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借贷机构 中国银行与监管机构

世界银行 国际
金融
公司

美洲
开发
银
行

商务部 银监会 国开行 进出口银行

事前环境影响评价 X X X X X X

基于环境影响评价的项目评估 X X X X X

针对具体行业的社会与环境标准 X X

要求遵守东道国的环境法规 X X X X X X

要求遵守国际环境法规 X X

与受影响的社区进行公共协商 X X X X X

申述机制 X X

独立的监控与审核 X

建立与合规相关联的约定 X X X X

事后环境影响评价 X X



图表10：玻利维亚：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原住民领地、中国矿场的分布

注：原住民领地包括经政府认可和未经政府认可的区域。 
来源：整理自亚马逊社会经济环境地理信息网络及Zador et al. 2015。 
 

    在项目开工前，前期调查表明当地社区反对在Tacobamba地区修建矿处理厂和尾矿坝。鉴

于此，国有的COMIBOL矿业公司在距矿区25多英里的Agua Dulce, Villa de Yocalla捐出地块

作为新的厂址。在厂区新址举行的公开协商会会上，社区居民表示同意矿处理厂的建设方案。

这个变动是在投资者、政府、当地社区通力合作中实现的，并化解了潜在的主要争端(Saravia 

López and Rua Quiroga 2015)。

图1：玻利维亚TACOBAMBA当地民众否决了矿处理厂的选址方案 

……于是COMIBOL公司在离矿区25多英里的地方捐出地块作为新的厂址。 

来源：Saravia López and Rua Quirog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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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安第斯山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玻利维亚部分） 
 
原住民领地 

中国投资的矿场

1. 锂矿（临沂商贸）

2. 锡矿（Jungie-Alto Canutillos公司）

秘鲁 巴西

智利 阿根廷 巴拉圭



在秘鲁，中国国企中铝投资的特罗莫克矿场也位于赤道安第斯山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边缘

区，如图表11所示。3  

图表11：秘鲁：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原住民领地、中国矿场的分布

来源：整理自亚马逊社会经济环境地理信息网络及Zador et al. 2015。

   2007年，中铝在收购该项目时也从上家那里继承了一项承诺，即在矿场项目开工前将现有

Morococha城中的5000居民搬迁到它处。Morococha城原先就是一个矿工聚居区，由于附近几十

年来的开矿，这里的水和土壤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在中铝收购此项目前，人们本指望秘鲁政府

为这里的居民另建一座新城，但中铝主动承担了这一责任，将其作为投资项目的一部分。在

Morococha旧城，公共厕所条件差，供水也短缺，而“Morococha新城”将修建现代化的供水管

网和卫生设施。也许最重要的是，这项搬迁主要出于自愿，且是社区成员、其民选领导、中央

政府、投资者之间共同协商、谈判的结果。这也被认作是秘鲁当代史上首个基于自愿和社区参

与的搬迁案例。尽管搬迁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譬如但凡搬迁到新城的每一户，中铝都把新房

的所有权送给他们，但当地政府在发放产权证书时则存在延误的问题）并且还有一些居民迟

迟不搬，但就处理秘鲁矿区社区关系而言，这个项目迈出了积极的一步(Sanborn and Chon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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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 哥伦比亚

巴西

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赤道安第斯山 通贝斯-乔科-马格达莱纳

原住民领地

未被认可的 

保留地，已划拨

已被认可，尚未划拨 

保留地（提议的）

中国投资的矿场 
     1.Rio Blanco铜矿，钼矿（紫金矿业集团） 
     2.Toromocho铜矿（中铝） 
     3.Marcona 铁矿（首钢）

中国获得的石油开采权 
     4.Talara油田，第6、7号区块(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5.58号区块（SAPET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下属公司）



图2：秘鲁MOROCOCHA旧城（左）与MOROCOCHA新城（右）

 

来源：Ojos Propios, 2013（左）；能源矿业部，2013（右）

   在厄瓜多尔，和社区的协商过程则没有那么顺利了。2014年初安第斯石油公司（由中石化

和中石油两家中国国企合资）在厄瓜多尔获得了两处石油开采特许权。如图表9所示，中国在

厄瓜多尔的主要投资正好处于4类种组生物多样性极丰富的区域和传统原住民领地，这种情况

在南美洲所有国家中只此一例（详见下图）。因此，安第斯石油公司对社会和环境保障措施的

尊重显得尤其重要，其重要性甚至比本案例研究中其它任何投资项目都更突出。迄今，安第斯

石油公司对社区关系的处理要好于其竞争对手（包括厄瓜多尔本国的国有企业），因污染或是

未能履行社会责任而引发的抗议也更少。但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因为其目前的扩张计划并未

和社区进行恰当的协商，因而引发了激烈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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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厄瓜多尔：中国获得的石油开采权、生物多样性、原住民领地的分布

 
来源：Ray and Chimienti  2015。

   厄瓜多尔法律要求其油气部部长（SHE）就油气开发项目必须征得受影响社区多数人的同

意。这对原住民Sápara族和Kichwa族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在厄瓜多尔加入《国际劳工组织第

169号公约》时，这两个族对其传统领地内开发活动的决定权就已明确了下来。但厄瓜多尔油

气部长没有寻求这两个原住民社区多数人的同意，而只是征得了Sápara族族长的同意，从而绕

开这一法律要求。油气部长还在受影响社区开设了临时的协调办公室，并声称共计16469原住

民参与了协商会并反馈了意见——这仅相当于该原住民社区成人人口的大约1/4，或是新特许

开采区范围内总成人人口的1/8。在此情形下，Sápara族和Kichwa族的首领们发起了一场国际

性的对抗活动，旨在夺回对传统领地的决定权，并在领地内禁止一切油气开发项目。目前安第

斯石油公司和当地原住民社区建立良好关系的可能极其渺茫，因为要在政府和当地社区间进行

善意的协商和谈判已几无可能(Ray and Chimienti 2015)。

 
3.3   政府—企业关系：协商与学习的重要性 
   投资者、政府、公民社会间另一个合作的重要领域是对新来的投资者就环境和社会法规、

风土人气、当地的各种资源等内容进行培训。最近秘鲁、阿根廷、墨西哥的例子都表明此类培

训大有潜力可挖，而拉美各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行动也才刚刚开始。

   2014年3月，中铝在秘鲁特罗莫克的项目（因其社区搬迁工作做得好而在前文中提到）遭遇

了一次重大的挫折，原因是秘鲁环保部下的环境评估和监察署（OEFA）因该项目酸性废水泄露

事故而责令其停产。问题的肇因源自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而中铝对此明显准备不足。事发

后的几天时间里，监管者和中铝迅速采取行动完成了清理工作，秘鲁的中国公司协会也随即请

求该国环保部为其成员组织了一系列关于秘鲁环保法规的培训会议。这些培训为政府提供了机

会去主动应对环境方面的隐忧，与投资公司内部负责环境安全的员工建立起工作关系，并为将

来的合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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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

秘鲁

中国获得的石油开采权

已有的石油开采权（截至2006年） 

即将获批的石油开采权（截至2014)

在哺乳类、鸟类、两栖类、植物4类种

组中生物多样性高  
 
3类种组生物多样性高

生物多样性富集区

2类种组生物 

多样性高      
1类种组生物多样性高

原住民领地
未被官方认可 

已被官方认可，并已划拨



   阿根廷的情况有所不同：关于石油开采税和环境与社会责

任的谈判是在省这个层面上进行的。这一安排有着不小的弊

端，因为它让省一级的谈判官员有动力为了短期的税收而放弃

长期的环境责任。但这种安排也为当地的公民社会团体参与谈

判创造了机会，因为如果谈判是在中央政府层面进行的话，他

们接触谈判者的渠道和机会就会少得多。这也让各个小企业团

体得以成功地要求国外石油公司发展与本地供应商之间的业务

联系。譬如，泛美能源公司（中海油与英国石油的合资实体）

开发了“Golfo San Jorge中小企业”项目为本地小企业进行

能力建设，并将它们整合到泛美能源公司的供应链里。此类的

合作需要省政府的官员亲自出马在新来的投资者和本地的组织

间牵线搭桥。在阿根廷进行培训和能力建设的另外一种机会体

现在推动经验丰富的投资者和初来乍到的投资者之间的学习交

流：中海油和中石化就是这样的例子。根据我们的案例研究，

中海油在环境方面的表现好于中石化，这部分是因为中海油

的合作伙伴是英国石油公司，而英国石油公司海外投资的历史

长，其环境表现受到全世界的监督。尽管中海油和中石化都是

中国的国企，一个从与经验丰富的投资者合作中获益良多，而

另一个则不然。通过为国外投资者开展培训，让新来者能向经

验更丰富的同行学习，阿根廷政府能帮着缩小投资者之间的差

异。

   墨西哥的案例也体现出培训的效用。总体而言，金龙铜管

制造公司遵守了当地的环境和劳动法规，甚至还引入了重要的

节能创新措施。尽管如此，由于文化上的障碍，该公司还是遭遇了劳工方面的困难。其中主要

的一个障碍是因为该公司的中国籍员工不会讲西班牙语，而墨西哥籍员工又不通中文，双方员

工中能用第三种语言（譬如英文）作为桥梁语言来交流的员工也是寥寥无几。另一个重要的障

碍是因为中国管理者对墨西哥习俗知之甚少。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偏低，员工主要通过狠命加

班来弥补收入上的不足。相比之下，墨西哥籍员工不太愿意在周末和节假日工作。金龙公司素

有要求员工在非工作日加班的惯例，而且由于管理者还不习惯员工指望着在非工作日休息，所

以支付的加班工资也不相称。由于金龙公司中国籍员工和墨西哥籍员工之间语言不通，又不交

往，如不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双方员工间的文化差异将很难得以消除。通过开展培训以确保

墨西哥的劳动法规能切实保障劳工的权益，而中方投资者也切实遵守墨西哥的劳动法规，此类

的误解就能比较容易地得到解决。

 

CHINA IN LATIN AMERICA Th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         |         bu.edu/gegi         |         04/2015 19

图3：KICHWA和SÁPARA两族首领2014年在纽约抗议安第斯
石油公司 

 

左：Leonardo Cerda，Kichwa族首领；中：Gloria 
Ushigua，Sápara族女性协会会长；摄于2014年9月21日纽约“民众
气候大游行”。来源：Amazon Watch。



 第四章：可供政策借鉴的经验教训 

    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带动的拉美大宗商品繁荣也加剧了该地区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冲突。尽

管拉美各国政府、中国公司、当地公民社会在此期间作出了一些创新来缓和这些问题， 但总

体上来讲，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所带来的好处也伴随着较高的环境和社会代价。如果拉美各国政

府、中国政府和公司，以及拉美、中国、乃至全球的公民社会都能齐心协力，这些代价就能得

以降低。

 4.1  拉美各国政府  
    拉美若要从此轮大宗商品带动的经济繁荣中真正受益，拉美各国政府需将从中获得的丰厚

收益的一部分提留出来，并投资于社会和环境保障措施。公民社会组织也需要督促政府更好地

履行其职责。在我们的案例分析中， 拉美各国政府各自制定创新政策措施以应对中国推动的

繁荣，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厄瓜多尔的劳工法，玻利维亚实施的社区协商机制，秘鲁在提高透

明度上发挥的带头作用，这些作为重要的政策措施都可圈可点。拉美的公民社会组织可以利用

这些范例在别处争取实施更高的标准，这方面的潜力极其巨大。

    中国的石油公司在厄瓜多尔的例子表明，他们有能力依靠近乎全是厄瓜多尔籍的员工经营

运转。玻利维亚的例子显示出中国的矿业公司可以和当地的国有企业合作，在矿石处理厂的选

址决策上遵照当地社区的意见。秘鲁的案例则表明中国的矿业和石油公司有能力在透明度方面

向高标准看齐。拉美的公民社会和政府部门能在其它尚未采纳这些标准的国家争取这些标准的

推行，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些标准不仅合理，而且中国投资者完全有能力达到这些标准。

     但这些进步目前正面临威胁。威胁恰恰来自于那些从中国推动的繁荣中获益的行业和部

门，譬如矿产部和代表大农场主利益的投票群体。举例而言，秘鲁的监管改革削弱了其环保部

对采掘业项目的监管，在审批的程序中也没有设置相应的保障措施以防止利益冲突情况的发

生。在巴西，环保法规执行上的进步面临着大农场主投票群体的强烈抵制，而这个群体从中国

的大豆需求中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收益。在哥伦比亚，为保护石油工人而提议的劳工法规可能难

以通过，因为社区行动管理会不断施压，尽管这些社区行动管理会已成为滥权投诉的焦点。拉

美各国政府应坚守立场，抵制住这些弱化监管的企图，这一点至关重要。

 

具体而言，我们建议拉美的政府重点关注以下方面的工作：

•	 实施并改善现有的环境和社会保障措施。

• 捍卫、强化政府内环境和社会部门实施和完善法规的能力，譬如秘鲁实施的监察专员制度。

• 加入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并鼓励中国公司参与。

• 实施《国际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拉美大多数国家已签署该公约），对其中就影响到原住

民利益和福祉的国家政策应事先向原住民征询意见的要求，进行贯彻和落实。

• 要求外国投资者最大限度地雇佣本地员工，譬如设置配额或本地雇佣比例下限，同时限制劳务

分包。

• 率先推动拉美各国政府、当地公民社会、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合作，在采掘业项目开始前就和当

地社区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商，抱着善意去处理当地社区的担忧。

• 增加投入为当地企业进行能力建设，并鼓励外国投资者将这些企业整合进他们的供应链。

• 建立拉美各国政府、中国政府、当地公民社会间的合作机制，以督促中国投资者遵守中国管理

规定中和当地法规中的相关标准。

• 创造机会让新到的投资者能从政府、公民社会、先期进入的投资者那里学习了解当地的法律规

范和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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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捍卫、增强公民社会组织的权利和能力，发挥它们在能力培训、沟通协商，以及其它领域中作

为行为方的作用，并监督公司和政府在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表现。 

  
4.2  中国和中国投资者 

    通过设置并实施相应的保障措施，降低中国海外投资的社会和环境影响，会有助于中国企

业和政府更好地识别风险、拓展市场份额。推动拉美—中国经贸繁荣的是数十亿美元的中国投

资，这些投资投向了矿场、油气田、为这些项目运转提供电力的大坝，以及为将商品运往港口

的铁路。这些项目的建设周期耗时数年，要收回投资成本还须更长的时日。为了能实现回本盈

利，中国的投资者需要化解任何影响到项目存续的风险，尤其是源自环境破坏和社会冲突的风

险，因为此类风险会危及到与东道国的关系。

    我们的案例研究表明中国的投资者有能力达到——甚至超越——东道国设定的环境和社会

标准。实际上，我们的案例中也不乏中国投资者超越其本地同行和国际同行的例子，尤其是在

恰当的激励措施和监管体系到位的情况下。通过中国银监会发布《绿色信贷指引》和中国商务

部制定《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在激励中国投资者切实履行企业社会和环境责任方

面，中国已经迈出了重要的步子。再者，让这些规定的实施程序更加透明，对其成功至关重

要，因为这能让中国企业、拉美各国政府、公民社会更好地了解各个投资项目的真实收益和风

险。但是，若没有东道国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合作，要监管中国海外投资者的行为极其困难。鉴

于此，我们建议中国政府和企业优先考虑以下方面的工作：

• 实施现有的社会和环境规定，并在中国企业和开发银行增加向美洲投资的背景下，扩大这些规

定的实施面。

• 向企业代表、当地政府、公民社会公开这些规定实施的结果，提高透明度。

• 完善现有的规定，增加独立的监督、正式的投诉程序、针对未达标企业的惩罚机制，以及国际

上主要对外投资者中已经通行的其它保障措施。

• 参与东道国的各种旨在提高透明度的项目，譬如哥伦比亚的环境表现报告要求、秘鲁的自愿性

质的采掘业透明行动计划。

• 建立和拉美各国政府及公民社会组织的工作关系，了解学习当地的法规和习俗。 

CHINA IN LATIN AMERICA Th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         |         bu.edu/gegi         |         04/2015 21



CHINA IN LATIN AMERICA Th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         |         bu.edu/gegi         |         04/2015 22

 4.3  公民社会 
  

上述的各项政策改进——无论是来自太平洋东岸的拉美还是西岸的中国——有了公民社会各方

的参与将得到进一步强化。

• 非政府组织直接的行动能将政府和公司政策中的成功之处和短板凸显出来，有助于引起决策者

和媒体对相关问题的关注。非政府组织应该扩展他们的网络，以监督其区域内的新的经济参与

者，并和他们在中国和全世界的非政府组织同行联合起来以推动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关注。

• 学术研究和研讨有助于加深对这些复杂问题的基于实际经验的认识，也有利于为政府、企业、

公民社会展开讨论提供一个中立的空间。学术研究者们还能形成国际网络，就不同的发现和分

析进行比较，并扩大这些研究发现的传播面。

• 学术研究者和大学还能在推动教育和文化交流、联合研究、政府及公民社会成员培训方面发挥

一定的作用。

• 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其它机构可以和政府与企业合作，学习最佳实践，并从过往的失误中汲

取教训。

• 企业之间可以开展合作，譬如上文中提到的秘鲁中国企业协会，聚在一起学习最佳实践，了解

将出台的新规定，反思经验教训。

• 最后，媒体应该超越中国—拉美经贸关系的一般性讨论，加大实证性的报道力度，督促政府和

企业履行其职责。

 

      本项目的各个案例研究都凸显了政府、中国投资者、拉美公民社会之间紧密合作的重要性

和巨大的潜力。这些案例中最成功的例子都源于这些群体间的携手合作：玻利维亚社区协商程

序的成功范例，在秘鲁中国公司参与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以及在阿根廷中海油将本地的小

企业发展成其供应商。在实施为海外投资者制定的各项规定时，中国需要拉美地区的政府和公

民社会起到 “耳目”的作用。中国投资者则需要拉美地区的政府和公民社会提供当地法规和

习俗方面的培训，将环境和社会冲突防范于未然。拉美各国政府需要中国投资者与本地的社区

团体携起手来，寻求各相关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各个利益相关方之间都必须建立起工作关

系，唯此才能让中国—拉美关系的惠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

尾注
1 值得注意的是图表5的数据只包括直接就业，而不含间接就业。就整个地区而言，对应每100万美元的产出，农业的直
接劳动力密集度平均为60.1个工作岗位，采掘业11.6个，制造业71.8个。间接就业岗位的不同估算相差很大，即使在每
个行业内也是如此。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Timmer 2012)，对应每1美元的产出，在巴西采掘业对上游产业的需求拉
动（间接）是农业的两倍，但在墨西哥采掘业拉动效应只及农业的1/3。在非经合组织国家，采掘业的拉动效应大约是
农业的3/4。基于这些估算，采掘业带动的总体就业机会（直接和间接）不太可能比得上此处展示的其它产业带动的就
业。

2  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定义是一个地区的特有植物物种超过1500种，且该地区70%以上原始植被已经丧失。关于生物
多样性热点地区以及赤道安第斯山热点地区的更多信息，请参阅Zador et al. (2015)。

3 关于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以及赤道安第斯山热点地区的更多信息，请参阅Zador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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