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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的太平洋把
中国和拉丁美洲分隔
万里，“一带一路”倡
议却缩短了两个大陆
的距离，为中国和拉
美国家架起了合作共
赢的桥梁。近日，记者
走进拉美大陆，走进海外中资企业中外员工的内心世
界，感受他们在“一带一路”上的艰辛探索和丰硕成果，
对民心相通的文化融合在“一带一路”拉美延伸带生根
开花的现象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

潜力巨大 机会多多
从北京到太平洋彼岸的哥伦比亚，万里之遥云水

相隔。加上中途在巴黎转机，耗时二十六七个小时，记
者到达首都波哥大时，已是当地时间子夜时分。

步出埃尔多拉多机场，立即能感受到拉美人和善
的微笑，友好的目光，偶尔夹杂着生硬的“您好！”

东临大西洋、西靠太平洋的美国以南众多国家被
称为拉丁美洲国家，有人口 5 . 7 亿多，共有 3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称得上地大物博。

“‘一带一路’拉美延伸带大有可为！”前来接机的
朱建国是位多年在海外打拼的企业家，目前身兼哥伦
比亚中资企业协会会长、中石化国际石油勘探开发公
司哥伦比亚新格拉纳达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之职。他
向记者介绍说：“哥伦比亚是中高等收入国家，以农畜
牧业和矿产开发为主，出口矿产品、咖啡、纺织品等；煤
炭、石油、绿宝石等矿产资源丰富。中哥两国一直保持
良好的经贸合作传统。2017 年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
总额为 107 . 6 亿美元，同比增加 9 . 8%。中国成为哥伦
比亚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三大出口市场。”

谈起中哥贸易，朱建国说，这些年来增长很快，

“‘一带一路’拉美延伸带潜力巨大、机会多多！”朱建国
所在的中石化哥伦比亚公司下辖两个项目公司，一是
中印合资的圣湖能源哥伦比亚有限公司(MECL)，中
石化拥有 50% 权益；另一个是中石化全资子公司新格
拉纳达能源公司(NGEC)。

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近两年中资企业大量进入
哥伦比亚。记者到哥伦比亚的第二天，在波哥大的主要
中资企业负责人聚集到中石化公司所在地，中资企业协

会秘书长刘静介绍
说，2016 年成立的中
资企业协会，有会员
70 多家，5 个分会，最
大的是基建分会，哥
伦比亚基础设施建设
市场很大，发展的机

会也很多，中国港湾、中铁建、中国葛洲坝等公司都在施
工；其次是石油分会，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等，还有一
些民营企业在此投资；还有汽车、IT 通讯、矿业投资等，
华为、比亚迪、长安汽车等企业已登陆多年。

十几家中资企业负责人结合各自在哥伦比亚市
场打拼的实践，一致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在拉美特
别是哥伦比亚大展宏图正当其时：一是哥伦比亚政局
相对稳定，“一带一路”倡议深得民心。哥伦比亚大选
政权平稳过渡，社会稳定。2016 年，前桑托斯政府与
哥伦比亚最大的反政府武装“哥武”签署和平协议，安
全形势持续改善，经济稳定且持续发展，资产风险系
数持续降低；二是投资环境良好，合作共赢机会多。近
年来，哥伦比亚政府推行“民主安全政策”，大力打击
反政府武装和贩毒组织，取得积极成效，整体安全形
势有所好转。

连日来记者在哥伦比亚城乡走访，接触了一些企
业界人士、普通百姓，感受到人心思稳、人心思富，特别
是他们对大洋彼岸的中国充满好感和敬佩。记者同时
看到，该国城乡公路、铁路建设和市政民宅改造等基础
设施落后，亟待升级重建。

走国际化道路是成功法宝
走进圣湖能源哥伦比亚公司，工作人员彬彬有礼，

衣着整齐，这家公司的国际化管理赢得当地政府和民
众的高度赞扬。（下转第 10 版）

作为“一带一路”延伸带上的经
济体集合，拉丁美洲是如何理解中
国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作为
同样面临发展道路选择的国家和人
民，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变化对拉
美产生了怎样的观念影响？近日，在江苏师范大学举行
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话语论坛”间隙，本报记者对与
会的西班牙加利西亚国际资料所所长胡利奥·里奥斯和
阿根廷拉努斯国立大学中国政治研究院院长古斯塔沃·
吉拉多进行了采访。

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变化
《参考消息》：里奥斯先生，你对中国的观察分析评

论很多，通过《参考消息》这份报纸的传播，在中国有很
多读者。你如何评价中国现在的发展势头，以及中国与
世界的依存关系？

里奥斯：我知道《参考消息》，我的很多篇文章
都刊登在上面。

你的问题很难简单回答。我认为现在中国处
于一个新阶段。原来我们一直在谈中国的发展模
式问题、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高新技术发展的阶段，
等等。改革开放是 40 年来发展的推动力量，现在
是要找一个新的推动力的问题。我认为这种改变，
只靠中国一个国家是完成不了的。在这个阶段，中
国需要世界的力量。中国改革开放已经 40 年了，
现在不可能独立于世界，而要和整个世界一块去
发展。在新阶段，中国应该有新思维。

《参考消息》：那么在你看来，中国与世界应该
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里奥斯：比如说，现在的“一带一路”，就是中国与
世界的一种新型关系。中国现在不再像以前那样，只
需要能源，只需要进口石油、技术等这些东西。中国与
世界应该有一个新目标，即怎样共享未来的问题。中
国与世界需要建立一种互动关系。“一带一路”是跨越国家
发展的：中国需要走出去，提升内部的发展；同样，当地的
国家和人民也通过与中国的合作，获得利益。这就是一种
共享，是人类命运共享的体现。

《参考消息》：在全球化面临更多问题、更多指责
的今天，“一带一路”倡议是否可视为正在推动全球化
的一种替代方案？

里奥斯：全球化是一种推动力，世界格局的许多变
化，比如说从二战以后一直到苏联解体，都是全球化推
动的过程。全球化也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全球
化也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比如贫富差距，等等。需
要思考如何用新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一带一路”
也是一种解决方法。

《参考消息》：但是“一带一路”有时被误读为“向外
扩张”，你认为中国怎样才能消除这种误解与误读？

里奥斯：要消除这种误解，或者说要避免这种误
解，是很困难的。关于中国威胁的言论在“一带一路”之
前就存在了。这产生于中西两种思维模式的区别。

《参考消息》：你如何看待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其
国际话语的沟通理解问题？

里奥斯：我认为关于国际话语的讨论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大西洋沿岸看到的“一带一路”是这样的，而你们在
这里讲的“一带一路”又是这样的。现在都说互联互通，如
果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么，怎么能共同完成一件事情？

吉拉多：从目前来看，国际上对“一带一路”还不完全
理解。我认为现在中国与拉丁美洲之间的话语沟通还不
通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通过欧洲、美国的
那些媒体来认识“一带一路”的。那么拉美如何理解“一带
一路”呢？会从美帝国主义想到“中国帝国主义的问题”。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两者不
可同日而语。拉美这些国家都是欧洲的儿子，是欧洲模式

下产生的一些国家。我们的历史、经济、文化、思维方式都
是欧洲的产物。中拉之间的关系，相互理解还不够，希望
中国能理解拉丁美洲。中国可以向拉丁美洲卖很多产品，
并从拉美购买资源，但也要了解拉美需要什么。

改革开放改变西方思维定式
《参考消息》：从 1978 年到 2018 年中国改革开放

历经 40 年，你如何评价这 40 年的意义？
吉拉多：我只能谈一谈概况。我研究中国经济已经

有 25 年了。至少十几次访问中国。我曾在阿根廷经济
部工作多年，现在主要是在阿根廷的大学里研究中国
经济。中国的发展过程已然是学者研究的焦点了。我去
年写了一本书，试图解释中国的经济究竟是如何发展
的。这个研究很复杂，也很困难，我也没有最终答案。这
几十年来的发展包括政治的，也包括技术的。我在研究
中国经济如何融入世界经济，然后又进行自我发展。早
先中国的企业都是低水平的技术，现在是如何一步一
步发展到高科技的水平。

我的结论是：中国与英国、美国发展过程基本上是
同样的模式。企业和国家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形成一
种经济发展的动力。就像美国一样。美国原来也是国家

与企业相互联结，形成一种推动发
展的力量。中美之间现在的贸易战
不是经济纷争，而是一种“霸权空间”
的纷争，是谁主导世界未来的纷争。

里奥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不仅仅是对中国重要，对世界也很重要。也不
仅仅是经济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
就是促进了人们思维的转变。原来人们认为共产主义社
会是一种教条盛行的社会。中国 40年的改革把这个教条
打破了，把人们的思维改变了。中国最重要的转变是出现
了市场经济。中国的改革开放打破了一种定式，思维定
式。在以前，人们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应该是这样，政治
应该是这样，文化是这样，政府是这样，都是一些教条陈
规横在那里。改革开放把这一切都打破了，让人们重新思
考。谈改革开放，我认为人们思维的变化是第一位的。

对我们西方人来说这也是一种启示。在西方
人看来，按自由主义的观点，经济应该是这样一套
标准，政府应该是这样一套标准，总之我们有我们
的标准。但通过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也会思考：
原来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可以不按我们的标准发展
经济，也可以发展得很好。这就是说也改变了西方
的思维定式。

要开动脑筋拉近文化距离
《参考消息》：近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受国际金

融危机拖累的拉美经济可能由于与中国的贸易往来
而出现复苏。你认为拉美国家对中国普遍存在这种
期待吗？依据和信心来自何处？

吉拉多：中国与拉丁美洲的经济关系非常特
殊。拉美经济非常依赖于贸易关系，非常希望和中
国的关系能促进出口贸易。拉丁美洲大宗产品，比
如智利的铜、巴西的农产品以及一些国家的矿产，
都是中国需要的产品。南美洲经济发展取决于外

部因素，以前与欧洲发展关系，后来与美国发展关系，
现在中国的市场对拉丁美洲十分重要。

《参考消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提出五年，
国际上或者说拉美国家是否对此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吉拉多：“一带一路”是长期规划。拉美不仅是经济
问题，政治制度也十分弱。政府处于弱势，与中国开展
合作不是十分容易。这是拉美所有经济体的弱点。

《参考消息》：你认为拉美需要什么？
吉拉多：基础设施建设是拉美最需要的东西，比如

港口建设。中国如果能在拉美进行合资生产，与阿根廷
当地的资本与劳动力结合在一起，这就能消除拉丁美洲
对中国的疑虑，即对帝国主义的疑虑。这是一条道路。

在文化领域，中拉双方差异也很大，文化距离比地理
距离大得多。我们应该开动脑筋，多想一想怎样交流，让我
们知道中国人怎么想，也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怎么想。不
要让我们认为中国是来拯救我们阿根廷的。不要让我们以
为你们是救世主。合资建设基础设施对双方的沟通理解是
十分有效的。(本次采访特约翻译朱伦曾任中国社会科学
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世界民族研究室主任、现为江苏
师范大学西语系主任、伊比利亚美洲研究中心主任)

“‘一带一路’拉美延伸带大有可为”
——— 中企在拉美扎根的见闻与思考

□本报记者 徐江善

“一带一路”重新定义中国与世界关系
——— 专访中国问题专家胡利奥·里奥斯和古斯塔沃·吉拉多

□本报记者 王其冰

西班牙加利西亚国际资料所所长胡利奥·里奥斯(左)、阿
根廷拉努斯国立大学中国政治研究院院长古斯塔沃·吉拉多接
受本报专访(袁英哲 郑晓坡 摄)

圣湖能源哥伦比亚公司中方员工与当地员工(资
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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