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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左翼与社会主义的新动向”学术研讨会召开 

 

2017年3月8日上午，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在所大会

议室召开“拉美左翼与社会主义的新动向”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

是拉美所“拉美左翼与社会主义论坛”系列研讨会2017年度的首场

会议，由拉美所政治室、《拉丁美洲研究》编辑部和古巴研究中心(中

国拉美学会古巴分会)联合举办。拉美所所长吴白乙研究员致辞并参

加研讨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编译局、社科院拉美所等科研机

构和智库的学者专家参加研讨会并发言。研讨会由《拉丁美洲研究》

编辑部主任刘维广编审主持。 

拉美所所长吴白乙研究员在致辞中指出，当前的世界正面临着主

张自由开放包容的全球化与走相反方向的逆全球化两种思潮的交织

缠斗。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社会分配不公，社会治理机制出现了重大结

构性问题，又被一些政治家所操纵和利用。从 2016年的 G20峰会到

2017年的达沃斯论坛，中国政府始终高举贸易自由化的旗帜，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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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下一轮全球的经济融合和相互开放进程。说到底，是因为这些年

的发展让我们有这个底气，因为我们有强有力的执政党和政府治理机

制。简而言之，坚持道路自信，需要我们重温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原

理。今天我们举行这个研讨会，就是要研究好拉美，比较好欧美，汲

取有效的经验智慧，更好地反观中国的建设，加快中国智造的步伐。

拉美所作为国内拉美研究的智库也应当有这样的担当。 

拉美所副所长袁东振研究员认为，在目前拉美右翼抬头的情况下，

总结左翼十多年的执政和发展经验，对趋势作一个判断，是非常有意

义的。我们的研讨还是要多一些理性，少一些主观，才能作符合实际

情况的判断。他提出今后研究拉美社会主义应该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是要研究拉美社会主义中具有韧性的东西。社会主义传入拉美有

170多年了，至今绵延不断。要研究是哪方面的因素使拉美社会主义

反复不断地崛起。二是多关注拉美社会主义内部的多样性。拉美社会

主义流派非常复杂，有民主社会主义，也有科学社会主义，更多的是

民族社会主义，不能把社会主义标签全部不加区分地贴到差异性很大

的一个思潮身上。三是应该把握拉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新变化。

拉美一些国家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查韦斯等人的

运动从历史上起源上跟社会主义也没有关系，但现在成为拉美社会主

义的旗帜，要看到社会主义的这种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本质和根源。

最后，对拉美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要有一个客观的判断。社会主义

的主要目标是追求平等，拉美是世界最不平等的地区，只要还存在社

会不平等现象，社会主义的口号就永远有号召力。但也要看到，拉美



3 
 

社会主义的发展有很多障碍，其中之一是多党制度框架的制约。在多

党民主制框架下，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社会公平，并推进社

会主义的目标？这些都是值得继续探讨的。 

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崎副教授演讲的题目是拉美左翼执政时期政

党体制的变化及其后果。他指出，拉美各国建立的主要还是西方式的

竞争性政治体制和政党体制。目前存在如下三个变化：传统政党的衰

败和新政党的兴起；政党体制的竞争性增强，多党制的趋向更加明显；

左中右政党在意识形态和政党倾向上呈现“中间化”、“趋同化”的

走向。这些变化也带来了如下后果：政党的政治动员和政治社会化功

能增强；政党在执政方面得到更多锻炼；政党政治的制度化水平有所

提升。但从政党政治发育的整个过程来看，左右轮替不可避免，的确

也产生了积极效应，把更多的人纳入到政党政治中来。左翼获得了执

政经验，政党制度化水平提升。这对左翼以后再次执政是很重要的。

拉美政党政治发展时间比较长，但发育程度还不是很高，还在发展过

程中。在拉美，代表左翼最强大的还是社会民主党。如何让这些政党

积累执政经验，最终变为社会主义元素的积累，创造好的环境，是值

得研究的。 

社科院拉美所的方旭飞副研究员则研究了拉美右翼复兴的问题，

并展望其发展前景。她先从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和社会基础三个层面

界定了右翼。她认为右翼复兴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右

翼选举战略调整和变化了。其次，加强与公民社会的联系。第三，政

策主张比较温和。第四，在左翼执政期间，右翼仍具有强大的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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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影响力。第五，左翼执政困境为右翼的崛起提供了空间和机会。第

六，许多右翼政治力量在左翼政权初期受到压制，但在拉美左转浪潮

中逐步积累力量。关于右翼复兴的前景，方旭飞副研究员也作了一些

展望。首先，在民主政治视域内，左右更替是正常的。其次，当前右

翼夺权存在一些有利因素。新右翼更具有适应性。再次，拉美社会仍

存在社会高度不平等、高贫困率等结构性限制。 

中央编译局的靳呈伟副研究员讨论了冷战后拉美共产党面临的

挑战与调适问题。首先，冷战后，拉美各国共产党主要面临以下挑战：

苏东巨变，冷战结束；拉美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使得面临走何种道路

的问题；20世纪末新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得它面临采取何种策略

的问题。其次，调适问题。这包括两方面：其一，思想理论认识方面

的调适。从对马列主义的认识方面，很多党强调指导思想的本土化和

多元化。对党的性质的认识方面。以前给自己的定性是工人阶级政党，

现在不专门强调工人阶级政党，而是强调群众性的政党，从先锋性政

党到群众性政党的转变。对国际主义的认识有所变化。其二，在思想

理论认识之外，还存在实践政策层面的调适。基本上实现了与其他主

义的联合，加入左翼执政联盟，有的党还与中右翼联合起来。反对美

国主导的一体化，主张通过合法途径获取国家政权。 

拉美所的杨建民研究员讨论了后卡斯特罗时代的古巴改革前景

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他认为，总体上，古巴的改革是“利用”

市场的改革，而不是市场化或市场方向的改革。在分配方面，劳尔提

出平均主义不是公平，而是一种剥削。但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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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卡斯特罗的认识是一致的，没有突破卡斯特罗的思想认识。古共七

大仍然强调计划的主导地位，将利用市场作为一种补充，一种手段，

更多的强调古巴的团结、解放和教育医疗等成就。目前古巴国内存在

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与自我管理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三种社会

主义模式的论争。2018年劳尔等老一辈领导人将退休，古巴的改革

能不能从利用市场的改革向市场化的改革转化，还需要继续观察。 

拉美所的范蕾博士讨论了拉美工会在左右翼执政周期的角色转

换问题。她指出，在非政府组织兴盛的拉美，工会发展相对滞后，影

响力偏弱。区域、行业发展不均衡和组织松散是拉美工会的重要特征。

拉美工会在左右翼执政时期扮演了不同角色。组织松散、内部分化和

过度政治化等自身问题和新自由主义等外在因素导致拉美工会寻求

政府庇护的本能和脆弱的抵御外界影响能力，是工会角色变迁的成因。

拉美工会维护工人利益的基本功能并未充分实现，成绩乏善可陈。拉

美工会发展的启示主要有要坚持左翼政党的领导，坚持群众组织的本

色，充分发挥维护职工权益的作用。 

在研讨过程中，各位学者还就右翼复兴命题是否成立、拉美政党

制度变迁、超级总统制等问题进行了互动和探讨。 

（谭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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