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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秘书处                  2016 年 10 月 23 日 

 

拉美所举办“迈向未来的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研讨会 

 

2016年 7月 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主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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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

学拉丁美洲研究所、西安外国语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吉林大学伊

比利亚美洲研究中心、上海大学全球学研究中心以及中山大学国际翻

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承办的“迈向未来的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办。研讨会宣布中国阿根廷研究共同体（以下简

称“共同体”）成立，并举行了《中国与阿根廷》(Argenchina)创刊

号发布仪式。研讨会的第一单元由拉美所阿根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中国拉美学会阿根廷分会执行会长）郭存海主持。 

阿根廷驻华大使迭戈·盖拉尔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是阿根廷第一

大贸易伙伴。作为大使，他很理解中国作为阿根廷的第一伙伴所具有

的意义。阿根廷现在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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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像中国这样对阿根廷怀有善意。中国对中阿之间的合作持有非常开

放的态度。之前的那些中阿合作项目给阿根廷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在

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没有任何条款提到了军事方面的研究。但在阿根

廷民众中提出一些疑问后，中方同意修改合同内容，重新规定：这样

的设施只为民用，而非为军用。大使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够

做出类似的规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显示了中国人民对阿根廷

人民的友谊。盖拉尔说，当人们问他什么是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时，

他的回答是必须包括双方的文化交流。基于这样的观点，中国阿根廷

研究共同体对促进双边全面伙伴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大使先

生代表阿根廷驻华使馆向“共同体”的成立表示祝贺。 

中国外交部拉美司参赞龚涛对“共同体”提出了三点期望：其一，

打造一个品牌。“共同体”应当海纳百川，最大限度地争取智库、媒

体、企业等各方参与，发挥各方优势、集合百家之长，凝聚各方智慧，

形成共商共建、群策群力的平台，开展深入研究，坚持独立、客观的

核心价值，拿出高水准、有分量的思想产品，不断提高自身影响力和

话语权。其二，加强“二轨”交流。希望“共同体”不断提高国际对

话能力，既要“走出去”也要“请进来”，通过共同举办研讨会，开

展联合研究，建立定期互访互派机制的方式，大力开展中阿学术交流，

在互动交流中不断巩固和扩大合作共识。其三，扮好“三重”身份。

一是当好政府的“智囊”，紧跟形势，密切关注中阿关系重大现实问

题，积极为双边关系出谋划策。二是当好企业的“顾问”，深入研究

对方国情、市场和法律环境，就如何结合各自优势和需求，推动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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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合作转型升级研提出建议，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有针对性

的服务。三是搭建政府和公众沟通的“桥梁”，多向公众提供全面、

客观、有深度的分析和观点，促进社会各界对中阿乃至中拉关系的理

解和认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营造积极的舆论环境。 

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吴白乙在致辞中表示，各国都面临增长困境、

发展困境，在资本贸易全球化使国家之间互为市场的语境下，一方增

长乏力，也使另一方受到波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短

期调控政策都面临失效之虞，都需要从长期可持续的角度考虑结构性

转型，其难度很大，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中阿两国亟待创新、

改革与转型。马克里总统就职后，着手进行阿根廷国内拉动内需的经

济改革；中国也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阿都需要建立改革共识，

需要强大的领导力推进改革，同时也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以及开放与转型自主性的关系。改革创新需要配套的文化、制度以及

人才的创新。文化的创新将是“共同体”乃至中国社会科学界共同的

使命。吴白乙认为，“共同体”的成立将促进中阿智库间有效、密切

地合作。 

中联部拉美局符捷副局长在致辞中，代表中联部表示，愿意为“共

同体”的发展提供大力支持，希望“共同体”发展成为一个服务于中

阿关系的智库，不仅服务于中央，也服务于企业和社会。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志强代表四川大学和共同体其他

几家成员单位对共同体成立表示祝贺。四川大学拉美所与各国拉美研

究机构建立了学术联系，也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李院长希望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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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所和其他兄弟单位能够基于协同合作、双赢发展的理念，在新成

立的“共同体”作出自己的贡献。 

会议的第二单元由西安外国语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副院长黄

楠主持，就“迈向未来的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行了讨论。 

拉美所所长助理袁东振研究员报告的主题是阿根廷的民众主义

及其影响。他指出，阿根廷经济起飞早，民众主义的产生也早于其他

拉美国家。早期民众主义、古典民众主义、新民众主义、左翼民众主

义，只有阿根廷将这几类民众主义全部实践过。民众主义有深刻的政

治、经济和社会根源。尽管马克里政府的精英主义的色彩更浓厚一些，

但阿根廷的民众主义根深蒂固，他也很难摆脱这一传统的质疑和束缚，

特别是在社会政策领域，不得不保留一些民众主义成分。 

中国现代国关院拉美所副所长孙岩峰认为，马克里政府内外政策

的变革步伐相当大。在对外关系方面，最初有明显的亲美倾向，现在

又回归与中国友好，其实是在搞平衡、务实、多元、去意识形态化外

交。这也可能将是未来整个拉美地区右翼政府的特色。 

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林越指出，马克里政

府寻求对外关系多样化，尽可能地吸引外资。对外关系去意识形态化，

意味着从相对角度来看会往欧美国家靠拢，但也不会过分疏离与中国

的关系。在未来几年，中国需加深与阿根廷的贸易自由化程度，更多

地发展服务贸易，并加强应对来自欧美国家产品的竞争，密切关注阿

根廷外资法律法规的变化，对内做好信息传导工作，鼓励中资企业走

进阿根廷，在政府贷款方面需要配合阿根廷政府做好程序和透明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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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改变。 

吉林大学西班牙语系讲师、阿根廷布大孔子学院院长刘洋分析了

当前中阿人文交流的现状与展望。近年来，中阿人文交流呈现前所未

有的良好态势，交流规模持续扩大，合作水平不断提升。他就继续加

强双边的人文交流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强调人文交流的统一性、

前瞻性与规划性。第二，强化重点领域合作，带动人文交流各领域的

全面发展。第三，建立中阿人文交流的多层次伙伴关系。第四，创新

传播方式，实现网络化。第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在评论环节，外交部拉美司三处处长、前驻阿根廷使馆政治处主

任张步新认为，对于阿根廷对外政策的调整，我们要坚定发展中阿关

系的信心，要有耐心和平常心。新华社国际部西文室主任、前驻阿根

廷首席记者冯俊扬认为中阿关系中长期是向好的。 

与会专家学者就当前和未来如何推进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展

开讨论，还就整个地区的其他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谭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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