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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讯 
                       

2015 年第 9 期（总 1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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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联盟对外经贸战略 

及其对中拉经贸关系的影响”研讨会举办 

 

2015年 11月 17日，“太平洋联盟对外经贸战略及其对中拉经

贸关系的影响”研讨会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功举办。本次研讨会

由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所墨西哥研究中心（中国拉美学会墨西哥分

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秘鲁研究中心主办。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

学院西葡语系、社科院拉美所墨西哥研究中心（中国拉美学会墨西哥

分会）、墨西哥驻华使馆、秘鲁驻华使馆、中国民族产业联合会和浙

江外国语学院拉美所等单位的二十余位人员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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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首先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主任、秘鲁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张珂致开幕辞，张珂表示：“此次研讨会恰逢二外秘鲁中心

成立一周年之际，具有特别的意义。感谢本校和合作单位各位老师同

仁参与筹备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在隆重介绍完各位出席人员后，她

宣布研讨会正式开幕。 

研讨会第一单元“太平洋联盟的发展及其对外经贸战略”由墨西

哥研究中心秘书长（分会秘书长）、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国际关系研究

室副主任谌园庭主持。来自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的贺双荣首席研究员作

题为《拉美太平洋联盟的发展及其地缘政治影响》的演讲。她首先介

绍了太平洋联盟的成立历史、地位及发展前景，最后重点论述了其地

缘政治影响、面临的挑战以及 TPP对“联盟”的影响。她指出：“太

平洋联盟与南共市的整合可能性不大。因为两种模式存在对立，两者

是否最后融合取决于南共市发展战略的调整。太平洋联盟对拉美一体

化进程的短期影响是加剧其分裂和碎片化，长期来看对拉美一体化并

不是坏事，对中国的发展也不一定是机遇。面对太平洋联盟的强势，

中国的应对措施一是加快推动与拉美国家的 FTA谈判；二是加强与拉

美国家的合作（平台、投资、基础设施）。”秘鲁使馆代办胡安米

http://ilas.cass.cn/cn/grzy/show_lead.asp?AccountsID=chenyuanting
http://ilas.cass.cn/cn/grzy/show_lead.asp?AccountsID=heshuangrong


3 
 

兰达（Juan Miguel Miranda）公使衔参赞做了做了题为《TPP：在秘

鲁和亚太地区之间创造更多经济机遇》的发言。他分别就秘鲁在 TPP

国家中的经济地位、TPP对秘鲁的作用和影响、秘鲁同其他 TPP国家

的差别和 TPP对秘鲁非传统产品出口的机遇做了细致的介绍和讲述。

他重点提到：“秘鲁加入 TPP，意味着秘鲁产品，尤其是以蔬菜、水

果、安第斯谷物、渔产品和纺织品为特色的非传统产品，未来将获得

进入澳大利亚、文莱、马来西亚、新西兰和越南等 TPP成员国的新市

场，秘鲁将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的贸易主导作用。另外，秘鲁是首个

成功地将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引入 TPP的工作议题的国家，为 TPP的发

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随后，中国民族产业联合会理事长卢国政研究员就《中国与太平

洋联盟国家的经贸关系》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中国与

太平洋联盟国家经贸关系良好。自 2008年以来中拉贸易发展很快，

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投资也呈快速增加趋势，但同时双方也存在一定的

摩擦，中拉贸易结构要优化升级，避免“中国在拉美新殖民主义”的

论调甚嚣尘上。最后，拉美和加勒比社会信息行动计划可以与中国的

“一带一路”战略进行更好的对接，中国企业有能力为拉美和加勒比

地区的社会信息建设添砖加瓦，为本地区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发展助

力。在促进贸易便利化和投资便利化方面，中国和拉美可以进行更加

紧密的合作，加快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副主任、秘鲁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源

主持了论坛的第二单元《太平洋联盟、TPP及中拉经贸关系》。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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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的是中国拉美学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浙江外

国语学院拉美所所长徐世澄研究员。他就太平洋联盟、TPP和中国三

者的关系发表了深刻的看法。他表示：“对于是否加入 TPP，中国内

部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有人赞同，有人反对。分析来看，短期内

TPP会对中国的外贸形成某种程度的冲击，因为 TPP本身作为区域一

体化的安排是具有排他性的。但从长期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任何一个多边贸易安排都无法将非协定国家和地区排除于国际贸易

体系之外。至于太平洋联盟的墨西哥、秘鲁、智利等三国加入 TPP，

不会对中国与这三国的经贸关系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太

平洋联盟的成立不会妨碍中国与联盟 4成员国以及与其他拉美国家

的经贸关系，相反会有助于中国与这四国的经贸关系。”墨西哥驻华

使馆商务参赞菲利普﹒加西亚阿瓜约（Felipe de J. García Aguayo）

分别就中墨关系、墨西哥概况、墨西哥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进行了介

绍。他强调：“中墨两国企业家想要在对方国家取得生意上的成功，

细致认真了解对方国情文化非常重要。中国的企业家赴墨贸易投资要

首先克服语言和文化上的难关，墨西哥来华的企业家也要充分了解中

国人的商业文化和习俗。随着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等亚太国家贸易关系

越来越紧密，希望未来中国消费者能够购买到更多更优质的墨西哥商

品。” 

最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秘鲁研究中心秘书长刘鹏作

《太平洋联盟小微企业政策介绍及对我国的借鉴的借鉴作用》的发言。

他分别就太平洋联盟几大特点、联盟小微企业政策及对我国借鉴作用

http://ilas.cass.cn/cn/grzy/show_lead.asp?AccountsID=xushi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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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双方合作阐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见解。他提到：“太平洋联盟

风格务实，非“花架子”；组织高效，非“典型拉美作风”；加入门

槛高，非“滥竽充数”。联盟在对中小企业扶持的政策上的亮点是产

业链合作，具体表现为国际接力和分工合作这两种模式。譬如，秘鲁

红提和智利红提的出口季节不同，正好可以接力满足中国等亚太市场

全年的大量需求。秘鲁的磷酸盐产业和墨西哥的洗涤剂产业正好可以

分工合作，优势互补。中国侧重提供政策、资金支持，而“联盟”侧

重依托国际机构提供智库支持。中国侧重提高小微企业的单兵作战实

力，而“联盟”侧重产业链建设和整合。从上述对比中，太平洋联盟

的有关政策和做法对中国的小微企业政策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综合研究室主任、墨西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分会执行主任）杨志敏研究员致闭幕辞。他表示：“对两位使馆贵

宾的出席表示衷心感谢，感谢二外为筹办此次研讨会做出的大量努力。

此次论坛的选题以小见大，意义突出，引人思考，相关的研究未来可

以持续下去，期待以后和二外西葡语系秘鲁研究中心举办更多学术研

讨活动。” 

                                                                                               （刘鹏） 

 

“阿根廷大选及其影响”研讨会 

 

2015 年 12 月 10 日，拉丁美洲研究所阿根廷研究中心（中国

拉美学会阿根廷分会）与综合研究室共同举办了“阿根廷大选及

http://ilas.cass.cn/cn/grzy/show_lead.asp?AccountsID=yangzhi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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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影响”研讨会。来自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院、

外交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华社等单位的 40 多人参加

了会议。研讨会由阿根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分会执行主任）郭

存海主持。 

   

2015 年 11 月 22 日，阿根廷中右派领袖、“我们变革”联盟

领导人毛里西奥马克里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利用选民“求变”心

理和趋于恶化的经济形势，最终以 51.4%的得票率战胜中左翼“胜

利阵线”联盟候选人丹尼尔肖利。12 月 10 日，马克里宣誓就职

新一届总统。这标志着延续 12 年的左翼执政的结束，一个全新

的中右派执政的新时代的到来。 

马克里就职后改革和政策调整走向如何？执政过程中会遇

到哪些难题和挑战？作为拉美左翼的重要成员，克里斯蒂娜政权

离任将对拉美左翼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中阿关系的发展是否

会受到阿政权更迭的影响？在研讨会上，阿根廷研究中心秘书长、

社会文化室副主任林华，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前驻

布宜诺斯艾利斯分社首席记者沈安，中国拉美学会顾问、中国社

http://ilas.cass.cn/cn/grzy/show_lead.asp?AccountsID=guocunhai
http://ilas.cass.cn/cn/grzy/show_lead.asp?AccountsID=guocunhai
http://ilas.cass.cn/cn/grzy/show_lead.asp?AccountsID=linhua
http://ilas.cass.cn/cn/grzy/show_lead.asp?AccountsID=she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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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院学部委员、拉美所前所长苏振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拉美所副所长孙岩峰以及北京盛廷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人民大

学博士高江龙（Joaquín Gallego）先后就上述问题阐述了自己

的看法，并回答了与会学者提出的问题。 

学者们普遍认为，马克里就职后，将面临非常大的政治经济

考验。在经济上，通货膨胀、外汇短缺、外汇储备枯竭、货币贬

值、财政赤字、增长停滞等问题相互交织，形成了多重经济困局，

难以在短期内解决。根据马克里的竞选纲领，阿根廷或将由国家

主导的、国家严重干预经济发展的模式向市场主导的、亲市场的

发展模式转变，但不会倒退回 20 世纪 90 年代。上届政府实施的

货币、外汇和出口贸易等领域的控制措施将有可能被逐步废除，

汇率分割的体系将得以改变。而在社会领域，有利于弱势群体的

许多福利计划仍将得到保留。政治上，目前阿根廷社会极化严重，

左右分野明显。胜利阵线联盟虽然失去了总统职位，但是其候选

人丹尼尔肖利仍得到了近一半的选票，说明其仍拥有较为广泛的

社会基础。由于正义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仍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

用，加之“我们变革”未能在议会取得多数席位，新政府政策议

程必将受到国会制约。马克里非政治家出身，缺乏执政经验，其

领导的执政联盟也是为赢得大选而进行的多党派结盟，因此如何

巩固执政基础将是他上台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外交方面，

新政府将重新平衡与委内瑞拉等左翼政府的联系，将进一步加强

与南共市尤其是与巴西的经贸联系，恢复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

http://ilas.cass.cn/cn/grzy/show_lead.asp?AccountsID=suzhen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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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左翼政府下台，将对拉美政治格局发生重要影响，有可能

成为拉美左翼衰退的起点。即使政权更迭，中阿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也不会发生改变，中阿合作将继续向前发展，但未来的产

能合作有可能遭遇瓶颈。 

专家们同时也指出，由于马克里刚刚就任总统，执政前景尚

不明朗，未来阿根廷形势将如何发展也难下定论，还需要进一步

跟踪和关注。  

                                        （方旭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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