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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拉美国家日益重视并
持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
促经济重回正轨。专家表示，拉
美国家迫切需要优质基础设施
和先进技术，以提高物流效率，
促进对外贸易。中国基建投资
和技术经验不断给拉美国家带
来发展红利。

美洲开发银行近期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拉

美地区多数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明显不足，新

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进一步暴露地区

基建滞后问题，地区国家急需引入更多资金和技

术，推动公共卫生、交通、能源、电信等基础设施改

善升级。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多

次敦促拉美国家，每年应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6%用于基建投资，努力弥补差距。

推动基建升级意义重大

过去 20 年，拉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

成就。然而，多个国际机构的评估认为，拉美地区

整体基础设施老旧滞后，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

障碍。数据显示，拉美国家的基建投资有限，资金

缺 口 大 概 占 到 地 区 国 家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总 和 的

2.5%，即每年 1500 亿美元。

近年来，拉美国家为缓解公共财政预算不足，

逐年削减公共建设支出，基建投资所占比重下降。

世界银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首席经济专家威

廉·马洛尼分析，自 1980年以来，基建投资占拉美地

区经济总量的比重下降了 2/3，当务之急是调动公

共与私营部门力量，为基建注入更多资金与活力。

美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克·帕拉多

表示，推动基建升级对拉美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意义重大。根据美洲开发银行的分析，基础

设施的改造升级可增强区域内互联互通，促进拉

美地区经济一体化，释放各国增长潜力。国际评

级机构穆迪公司近期发布报告认为，拉美着力提

升地区基建水平将拉动旅游业等产业加速恢复，

扩大基建投资将成为促进疫后经济复苏的关键因

素之一。

美洲开发银行认为，拉美国家需要逐步提高

基建投资水平，至少需要再拿出地区年度国内生

产总值的 3.12%用于维护和扩大基建，才能堵上基

建投资缺口。投资如果能达到经合组织发达经济

体的水平，拉美经济的生产率或将提升 75%，地区

人均收入可能会比预期的翻一番。

多国纷纷研究激励政策

目前拉美多国的基建项目多采取公私合营模

式，吸引本地私人资本和国外资本的投入，但投资

率相对较低。地区多国提高相关投入水平面临诸

多国内外不利因素，包括更高的信贷利率、资本流

入减少和紧缩的财政政策。专家认为，地区国家

需要适时调整金融财政政策，出台更多激励措施

促进基建发展。

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巴拿马就尝试推动公

私合营模式扩大基建投资，近年来还不断完善公

私合营模式相关法律。巴拿马法律专家马丁内斯

认为，不断完善的法律规定有助于促进投资标准

化，提升投资透明度，对于吸引投资、促进就业及

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今年 1月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拉美展望”会议

上，参会的拉美国家领导人均表达了吸引外国投资、

扩大基建投资的意愿。然而，地区多数国家受制于财

政能力，难以独立完成投入大、回报慢的基建项目。

根 据《2010—2021 年 秘 鲁 国 家 发 展 战 略 规

划》，秘鲁大型基建项目也将采用公私合营模式，

通过特许经营权招标确定项目建设运营商。以港

口基础设施为例，据秘鲁国家港务管理局介绍，近

20 年秘鲁港口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投资额为

17.26 亿美元，港口授权和公共工程模式投资额为

9.19 亿美元，显著改善了基础设施及设备设施，降

低了秘鲁港口物流链的耗时及成本。

巴西政府日前发起“建设巴西”项目，规定进

一步加强项目信息透明度，简化各项基建资金审

批手续，加快获得相关许可流程，打造更具吸引力

的基建投资环境。

中拉基建合作渐入佳境

当前，来自中国的资本和技术经验正为拉美

地区基建发展提供重要助力。数据显示，2005 年

至 2020 年间，中国在该地区已投入使用或在建的

基础设施项目共 138 个，项目资金总额超过 940 亿

美元，为当地创造逾 60 万个就业岗位。

中国企业在拉美基建领域的参与度越来越

高，合作规模不断扩大，项目涵盖面广，涉及通信、

物流、交通运输、农业、能源、电力、住房和城市建

设等多个领域。目前，拉美地区已成为中国海外

投资第二大目的地和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第

三大市场。

在阿根廷，中企帮助翻新贝尔格拉诺老旧货

运铁路系统，阿根廷农产品通过铁路运至港口，物

流成本更低，在国际贸易中更有价格优势；中铁十

二局承建秘鲁瓦努科至瓦扬柯扩建公路项目，公

路全长 237 公里，是安第斯山脉通往外界的主要通

道，建成后与泛美公路相连，将惠及沿线 243 个城

镇的 27 万民众；中企还为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修

建第一条地铁……

通过中拉基础设施合作论坛、中国—拉美企

业家高峰会、拉丁美洲中国投资者论坛等多边交

流平台和机制，中拉不断探索基建合作新领域、新

思路，加大对拉美新能源、轨道交通、通信等新基

建领域的支持，构建传统基建与新基建相结合的

新格局。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墨研究中心主任恩里

克·杜塞尔说，近年来，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

等国正逐渐成为拉中基建合作主力。此外，越来

越多的中国民营企业也积极参与拉美基建项目。

中国投资与技术为当地基建发展注入巨大活力。

巴西基础设施部常务副部长桑帕约表示，中

国是巴西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双边基建合作基础

好、互补性强。巴方正制定新的疫后基建规划和

引资政策，希望吸引更多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当地

物流体系重点项目建设。

（本报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 9月 18日电）

拉美国家努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投资和技术带来发展红利

本报记者 彭 敏 谢佳宁 毕梦瀛

日 方 应 清 醒 认 识
到，在日遗化武问题上
说一套、做一套，企图避
重就轻、蒙混过关，是行
不通的。日遗化武一刻
未彻底销毁，中国人民
就一刻不会放弃追责，
国际社会对日方的压力
只会与日俱增

近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

阿里亚斯、多国常驻禁化武组织的使

节和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共 40 余人，

通 过 视 频 形 式 进 行 了 专 题“ 云 访

华”。访问期间，各方听取了关于日

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以下简称“日

遗化武”）总体情况及销毁进展介绍，

在线参观了中国境内迄今发现的最

大日遗化武埋藏点吉林省敦化市哈

尔巴岭。代表团一致认为，应高度重

视日遗化武问题，尽早彻底完成销

毁，消除对中国的危害，为建设“无化

武世界”作出切实努力。

日军曾在侵华战争中大量使用

化学武器，战败前为掩盖罪行，将大

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或抛弃于江河

湖泊。今天，在曾经被日军战火蹂躏

的中国土地上，有 18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 120 多个地点发现了日遗

化 武 ，仅 哈 尔 巴 岭 就 有 约 33 万 枚 。

范围之广、数量之大，令人震惊。日

遗化武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犯下的

严重罪行之一，长期危害中国有关地

区人民生命健康和生态安全。

干净、彻底、全面地从中国土地

上消除日遗化武，消除日本侵华战争遗毒，是

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维护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应有之义。上

世纪 90 年代起，中日就销毁日遗化

武展开谈判。1997 年，《禁止化学武

器公约》正式生效。在中国的积极

努力和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下，《禁

止化学武器公约》明确规定遗弃国

应为销毁遗弃化武提供一切必要的

财 政 、技 术 、专 家 、设 施 及 其 他 资

源。在强大的政治、法理和舆论压

力下，日方不得不低头认错。 1999
年，中日签署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

学武器备忘录，处理日遗化武迈入

了实质性阶段。

然而，日遗化武销毁进程一直

磕磕绊绊。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

约》规 定 ，日 本 应 在 2007 年 完 成 销

毁，但日方重视不够、投入不足、意

愿不强，销毁进度严重滞后。至今

仅 销 毁 6 万 余 枚 ，挖 掘 回 收 9 万 余

枚 ，这 无 法 向 中 国 人 民 交 代 ，也 无

法 向 国 际 社 会 交 代 。 日 本 没 有 向

中 方 提 供 完 整 、准 确 的 埋 藏 线 索 ，

日 遗 化 武 总 数 和 具 体 埋 藏 地 点 迄

今 无 法 明 确 。 日 遗 化 武 埋 藏 地 下

数十年，造成大量污染土壤亟待处

理 ，但 日 方 百 般 推 脱 ，一 直 不 愿 承

担责任。

今 年 是 中 日 邦 交 正 常 化 50 周

年，是双方总结历史、共创未来的重

要契机。日遗化武问题是测试日方

能否正视历史的试验场，也是检验

日方能否真正为地区和平、稳定与

发展作出贡献的试金石。日方应清

醒认识到，在日遗化武问题上说一

套、做一套，企图避重就轻、蒙混过

关，是行不通的。日遗化武一刻未

彻底销毁，中国人民就一刻不会放

弃追责，国际社会对日方的压力只

会与日俱增。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已生效 25
年 ，早 日 解 决 日 遗 化 武 问 题 、早 日

实 现“ 无 化 武 世 界 ”的 愿 景 是 国 际

社 会 的 共 同 呼 声 。 日 方 应 拿 出 尽

国际义务的政治意愿、赎历史罪责

的 政 治 勇 气 ，切 实 加 大 投 入 ，尽 早 干 净 、彻

底、全面消除日遗化武遗毒，还中国人民一

片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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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市的

居民经历了一场严重的供水危机，许多居民

家中自来水断供，人们不得不拿着水桶在市

内供水点排队接水。当地媒体报道说，杰克

逊市的供水系统长期面临人员短缺、设备故

障、经费不足等诸多问题，而受这场供水危机

影响最严重的是少数族裔群体。

据报道，杰克逊市人口中有 82.5%是非

洲裔，杰克逊市供水危机再次凸显美国系统

性种族主义问题。美国《国会山报》援引一家

为当地提供饮用水的机构负责人吉诺的话

说，杰克逊市的基础设施问题十分严重，供水

系统崩溃是“美国社会不公又一典型案例”，

“周边白人占多数的城市没有像杰克逊市那

样的基础设施问题”。

据报道，杰克逊市的供水危机由恶劣天

气引发，8 月底的暴雨导致流经该市的珀尔

河水位上涨，引发洪水。当地主要水厂水泵

受损、水压不足，无法保障杰克逊市及周边区

域 18 万居民的日常用水以及消防用水。受

此影响，杰克逊市的公立学校转为线上教学，

众多商家被迫停业。

杰克逊市并非第一次经历供水危机。《国

会山报》报道称，过去两年，杰克逊市的供水

系统未能通过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检查。去年

一场冬季风暴导致当地供水管道冻结爆裂，

居民近一个月无自来水可用。杰克逊市市长

乔克韦·卢蒙巴表示，过去两年，该市因供水

问题持续出现紧急状况，“这不是供水系统是

否会崩溃的问题，而是何时崩溃的问题”。他

表示，该市可能需要花费数十亿美元维修或

新建水厂，远远超出当地的财政能力。当地

官员此前表示，杰克逊市或将“无限期”缺乏

可靠饮用水。

美国国家野生动物联合会副主席阿德里

安娜·霍利斯表示，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

带来社会不公，有色人种社区特别是非洲裔

社区成为“牺牲社区”，那里的民众没有受到

与白人社区相同的关注，因为他们被认为是

“不重要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称，“杰

克逊市供水系统崩溃是美国系统性种族主义

结出的恶果”。

美国政治活动组织“黑人选民也重要”联

合创始人拉托莎·布朗和克里夫·奥尔布赖特

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场供水危机从根本上说

是系统性种族主义及地方各级政府渎职所

致。杰克逊市的遭遇反映出非洲裔等群体在

美国南部州的处境，当地政府完全忽视了这

些社群的人权和基本需求。

（本报华盛顿 9月 18日电）

美密西西比州首府再次经历供水危机

“美国系统性种族主义结出的恶果”
本报记者 李志伟

新华社联合国 9月 17日电 （记者尚绪谦）联

合国 17 日发起面向中低收入国家的国际教育融资

工具，旨在向这些国家的青少年儿童等对象提供

教育资金。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同联合国全球教

育特使、英国前首相布朗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记者会。布朗向古特雷斯递交国际教育融资工具

创建章程。

古特雷斯在记者会上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以来，很多国家压缩了教育开支，但教育是和

平、繁荣、社会安定的要素，减少教育投资将导致

更严重的危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教育方面急需

支持，国际教育融资工具正是为此设立，其主要帮

助对象是中低收入国家的青少年儿童以及流离失

所和难民儿童。

布朗表示，当前全球有数亿青少年儿童面临

教育问题。国际教育融资工具启动资金为 20 亿美

元，最终资金规模将达到 100 亿美元，是迄今世界

上最大的单笔教育资金。

据介绍，国际教育融资工具采用直接捐助和

融 资 担 保 的 方 式 ，首 批 项 目 预 计 将 于 2023 年

启动。

联合国发起面向中低收入国家的国际教育融资工具

中企援建的圭亚那德莫拉拉东海岸道路升级改造项目运营良好。 中铁一局圭亚那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