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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讯 
                       

2015 年第 8 期（总 18 期） 

 

主办: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秘书处                  2015 年 12 月 28 日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形势及该地区国家对华关系”研讨会综述 

 

2015 年 11 月 25 日，拉丁美洲研究所中美洲和加勒比研究

中心（中国拉美学会中美洲和加勒比分会）举行“中美洲和加勒

比地区形势及该地区国家对华关系”研讨会。外交部、商务部、

对外友协、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新华社、《瞭望》、《今

日中国》、中建市政工程公司、中拉青年学术共同体等政府部门、

研究机构、媒体、企业和民间团体代表应邀与会。这是中美洲和

加勒比研究中心（中国拉美学会中美洲和加勒比分会）连续第 3

次举办此类年度形势讨论会。 

中国拉美学会副会长、拉美所所长吴白乙研究员为会议致开

幕辞。他指出，中美洲和加勒比都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前

者是美洲大陆的“蜂腰带”，沟通东西两洋，连接南北美洲；后

者毗邻美国，在古美关系正常化的背景下更具特殊作用。目前，

中国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存在大量的外交空白和经济空白，需

http://ilas.cass.cn/cn/grzy/show_lead.asp?AccountsID=wubai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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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更有力的方式开展工作。加勒比共同体有 15 个成员国，具

有强大的“票仓效应”，是中国必须争取的合作对象。由于台湾

地区即将举行领导人换届选举，中国需要更为紧密地关注中美洲

和加勒比地区未建交国的外交动向。在中拉整体合作的历史背景

下，加勒比地区正在成为中国企业产能输出和市场开拓的新热点，

中兴、华为以及大批建筑企业都在该地区实现成功的市场开拓。

与此同时，加勒比国家表现出“向西看”的态势，希望吸引中国

的投资。吴白乙希望此次研讨会能够产生新共识，助推中国对中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外交工作。同时，他要求中美洲和加勒比研

究中心要以开放的方式运营，集合社会各界的力量，服务社会各

界的需求，最终实现资源共享、思想共享和成果共享。  

中美洲和加勒比研究中心主任（分会主任）李长华在致欢迎

辞时指出：第一，中国对中美洲和加勒比的研究必须与国际大格

局紧密联系起来；第二，中国对这两个地区的研究不能脱离拉美

的现实，既要关注它们的独特性、个性，也要关注它们与其他拉

美国家的共性和密切联动；第三，中国学者应当在中拉整体合作

的框架之下看待这两个地区，研究非建交国如何参与中拉整体合

作等基本问题；第四，中国学者要高度重视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可能对中国与两地区未建交国关系产生的影响；第五，中国学者

的研究工作必须依托国家外交全局展开，服务“一带一路”战略，

抓住重点，联系实际；第六，中美洲和加勒比研究中心必须借助

社会各界的力量开展研究工作，把研究工作从宏观推向中观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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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微观领域，当好交流的平台，积极服务企业的需求。 

会议讨论了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形势。2015 年，中美

洲和加勒比的经济增长率高于南美洲水平和拉美地区平均水平。

在拉美各个次地区之中，中美洲表现出最强劲的经济增长。与会

者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初级产品价格下跌，

有利于作为初级产品净进口国的中美洲国家改善经常账户收支

状况；第二，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给该地区国家带来大量侨汇收入；

第三，美国经济复苏增加对中美洲的贸易需求；第四，美国的再

工业化战略推动中美洲与美国的产业链实现进一步融合。加勒比

国家实现较高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大部分加勒比国家

是初级产品净进口国，初级产品价格的下跌有利于它们减少经常

账户赤字和降低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第二，美国经济的复苏带

动加勒比国家的旅游业复苏。 

对于中美洲国家而言，未来经济政策重点在于：第一，实现

财政巩固，降低公共债务的比重；第二，致力于提高货币政策框

架（两个完全美元化国家除外）的可信赖性，稳定通胀预期；第

三，推进以生产率提高为目标的结构改革，例如改善投资环境、

促进在更有效率部门的正规就业和鼓励侨汇用于投资而非消费。

对于加勒比地区而言，未来经济政策重点是：利用初级产品下跌

周期的时间窗口进行财政调整，降低公共债务比例。同时，该地

区国家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解决潜在增长率和生产率低的问题，

也就是降低生产成本（使工资决定与生产率趋势相一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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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完善教育获得性、减少技能错配和改革破产制度）和提

高预防应对自然灾害能力。 

    会议在讨论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政治形势时，重点关注 3 场

重大的选举：圣基茨和尼维斯大选（2015 年 2 月）、危地马拉大

选（2015 年 9 月）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选（2015 年 9 月）。

在圣基茨和尼维斯，执政联盟领袖蒂莫西〃哈里斯（ Timothy 

Harris）在 2015 年 2 月出任总理。执政联盟的主要成员是在 2013

年成立的人民工党（PLP）。此前，工党（Labor Party）在 1995

年以来连续 3 次赢得大选、长期执政 20 年之久。在政府更迭之

后，该国的投资移民政策走向值得关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选

在 2015 年 9 月 7 日举行。人民民族运动党(PNM)战胜执政党，该

党领袖基斯〃罗列（Keith Rowley）在 9 月 9 日就任总理。人民

民族运动党主要代表非洲裔利益，曾在 1956 年至 1986 年、1991

年至 1995 年、2001 年至 2010 年执政。全球油价下降以及经济多

样化进程缓慢导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经济增长前景堪忧，新政

府迫切需要为国家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危地马拉大选在 2015

年 9 月６日举行。由于腐败丑闻严重损害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的

民意支持度，国家融合阵线（FCN）候选人吉米〃莫拉莱斯（Jimmy 

Ernesto Morales）异军突起，成功当选总统。他是典型的政治

“局外人”，在 2014 年刚刚告别演艺生涯、投身总统选举。这三

场大选均带来政党轮替，在圣基茨和尼维斯、危地马拉产生尤为

明显的政党格局转换。随着“局外人”的加入和新政治力量的崛



5 
 

起，这些国家政治格局的演化呈现加速趋势。 

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中美洲国家正在加速打击腐败。该地

区国家在 2015 年爆出一系列重大腐败丑闻。在危地马拉，检方

和联合国反腐机构调查组官员发现奥托〃佩雷斯〃莫利纳（Otto 

Perez Molina）总统涉嫌参与名为“热线”的庞大腐败网路，私

自为企业降低进口关税，以换取巨额贿赂。检方在９月２日以涉

嫌贪污和诈骗对其提起公诉，最高法院在 9 月 3 日批准将其逮捕。

佩雷斯在 9 月 2 日辞去总统职务，成为该国历史上第一位辞职的

总统。在巴拿马，反腐斗争指向前总统马蒂内利 (Ricardo 

Martinelli)。该国最高法院在 2015 年 1 月 28 日决定对他展开

刑事调查，后者被指控涉嫌腐败和侵吞公款。他已经潜逃美国迈

阿密。 

会议认为中国和中美洲加勒比地区的双边外交关系在 2015

年取得显著的进展。第一，政府间关系得到增强。哥斯达黎加总

统索利斯(Luis Guillermo Solís)和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

席卡内尔(Miguel Diaz Canel )访华。中国与英语加勒比国家建

立全面伙伴关系，并就联合国改革、气候变化等议题进行密切地

接触和沟通。第二，双边务实合作取得新进展。中国正在谋求开

辟与古巴的直航航线，增强与加勒比国家的产能合作，为加勒比

国家提供专项贷款。第三，中拉整体合作得到中美洲和加勒比国

家的支持，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成功举行，两地区国家积极

参与论坛成果的落实工作。第四，与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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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产生新成果。这些成果包括：中国和特多共同举行建交纪念

活动，中国在加勒比国家设立更多的孔子学院，中国海军编队访

问古巴，中国和巴哈马达成免签证协议。 

由于受到世界经济放缓和各自经济波动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中国和中美洲加勒比地区的贸易额在 2014 年和 2015 年出现连续

下降。据估计，双边贸易将进入盘整期。就两地区国家而言，中

国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分别为巴拿马、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中

国的最大进口来源国是哥斯达黎加。中国对中美洲加勒比国家的

出口产品包括燃料油、汽车和电子产品；主要进口产品包括来自

哥斯达黎加的集成电路、来自古巴的糖和镍，来自多米尼加共和

国的铝矿石和铜矿石。中资建筑企业对中美洲和加勒比的关注度

不断提高，中国港湾、中国建筑、中水电等企业纷纷进入当地市

场。中国港湾在牙买加以“建设－经营－转让”模式建设南北高

速公路，取得良好收效。2014 年，中国对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劳务外派人员 2.3 万人，占中国对拉美外派劳务人员的 94%。与

会企业代表强调，中国企业必须高度关注政府更迭、政党轮替导

致的政治风险，需要根据当地情况制订开拓策略。鉴于当地国家

的经济规模小，市场容量有效，中国企业需要做出更为清晰的预

判，防止出现一哄而上和恶性竞争。 

(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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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所青年学者应邀参加第五届中国拉美研究青年论坛 

 

2015 年 11 月 28 日至 30 日，我所十余名青年科研人员赴武

汉大学参加由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和湖北

大学巴西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拉美研究青年论坛暨

“拉美发展与中拉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 

拉美所所长助理、研究员袁东振致开幕辞。他首先代表中国

拉美学会副会长、拉美所所长吴白乙，中国拉美学会秘书长、拉

美所党委书记王立峰向论坛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拉

美研究青年论坛经历了从非正规化到正规化过程，参与规模不断

扩大，这次会议邀请阿根廷、智利国外等学者参加，表明论坛又

迈上了新的台阶。论坛的发展壮大是中拉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

的见证。目前，中拉关系进入整体合作和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阶

段，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也存在不少挑战和风险，这些

问题需要广大青年学者去关注和研究。本届青年论坛的主题切中

中拉关系的新现实，为青年学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 

拉丁美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编辑部主任刘维广编审主

持大会的分组讨论。拉美所所巴西研究中心（中国拉美学会巴西

分会）执行主任周志伟副研究员、青年学者谭道明、韩晗、王帅、

何露杨、王飞、余忠建、李菡和博士后郑猛分别在会场就各自研

究领域作了相关发言和评论。周志伟副研究员在大会闭幕式上做

了分组讨论情况的汇报。 

http://ilas.cass.cn/cn/grzy/show_lead.asp?AccountsID=yuandongzhen
http://ilas.cass.cn/cn/grzy/show_lead.asp?AccountsID=wubaiyi
http://ilas.cass.cn/cn/grzy/show_lead.asp?AccountsID=wanglifeng
http://ilas.cass.cn/cn/grzy/show_lead.asp?AccountsID=zhouzhiwei
http://ilas.cass.cn/cn/grzy/show_lead.asp?AccountsID=tandaoming
http://ilas.cass.cn/cn/grzy/show_lead.asp?AccountsID=hanhan
http://ilas.cass.cn/cn/grzy/show_lead.asp?AccountsID=wangshuai
http://ilas.cass.cn/cn/grzy/show_lead.asp?AccountsID=heluyang
http://ilas.cass.cn/cn/grzy/show_lead.asp?AccountsID=li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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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聚集了来自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中国高校以及学

术研究机构的 80 余名学者。与会学者围绕拉美整体和国别发展

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中拉关系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从历史、经济、

法学、文学、哲学等多学科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李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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