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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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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秘书处                  2017 年 7月 27日 

 

《拉美黄皮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6～2017）》

发布会 

2017 年 6 月 29-30 日，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拉

丁美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智利安

德烈斯·贝略大学及阿根廷科尔多瓦国立大学在北京联合主办“第六

届中拉学术高层论坛暨中国拉美学会学术大会”。 

会议期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共同举办“《拉美黄皮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6～

2017）》发布会”。拉丁美洲研究所编辑部主任、《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发展报告》副主编刘维广主持了会议。 

社科文献出版社总编辑、编审杨群代表出版方致辞。他高度评价

了拉美黄皮书及其科研团队。他指出，1999年以来，拉美黄皮书在

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质量不断提升，已进入优秀皮书行列，为社

科文献出版社的皮书品牌注入了活力。本年度拉美黄皮书主题鲜明、

重点突出，总报告和专题报告紧扣中拉合作这一重要主题，在国别的

选取上则重点介绍拉美地区的 21个重要国家，深入分析了 2016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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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社会和对外关系形势，并对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杨

群认为，拉美国家与中国虽然相距遥远，但是双方发生联系时间很早，

而且自近代以来均深受西方列强侵略。二战后，巴西和阿根廷等国进

入高速发展阶段，但随后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经验和教训对中国

的发展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拉美黄皮书的出版，为中国

的拉美研究事业、政府决策和中拉文明交流做出了贡献。 

拉美所副所长、《拉美黄皮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

（2016～2017）》主编袁东振代表作者致辞。他指出，拉美黄皮书是

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最早的皮书之一，一年一度的发布会不仅是拉美

所最重要的学术活动之一，也是国内拉美研究学界交流聚会的重要平

台。2016年以来，世界范围内重大经济政治事件频发，全球经济增

速放缓，世界发展不确定性加剧。在这种形势的冲击下，拉美政治生

态、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形势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本年度黄皮书试图

对过去一年以来的形势发展和未来前景做出深入剖析和判断，对中拉

关系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进行思考和总结。本年度皮书主要关注拉美发

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尤其关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拉美国家

参与全球治理的机遇和困难；二是拉美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尤其是政

治经济发展和对外政策趋势及其可能产生的政治和政策后果；三是拉

美发展的外部环境的新变化，尤其是美拉关系的变化；四是中拉关系

的新进展和新挑战；五是拉美国家之间的差异性。 

本年度皮书主题报告以《中拉合作：探索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中的

发展共享》为题，由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经济研究室撰写。在发布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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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室主任岳云霞介绍了该报告的主要内容。该报告分析了拉美作为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诉求，以及中拉经济合作的新形势、

新阶段和新机遇。该报告认为，拉美国家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相对活跃，

因其经济体量、发展水平、特殊的经济结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

参与度以及资源储量，在未来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发展中将具有重要

地位。拉美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经济治理较为活跃的参与者，但

其话语权和影响力相对有限。在当前外部环境不利、内部改革滞后的

双重压力下，拉美国家积极寻求发展战略调整，力求实现经济增长模

式转型，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推进区域一体化，扩大对外开放。报告

指出，中拉经贸合作正在为适应上述变化而进行深度结构性改革，以

期在发展中迎来更大机遇。中拉合作的演进方向将沿着降低交易成本、

发挥比较优势和共同应对外部性三条主线展开，并将为改善全球经济

治理做出基础性和建设性的贡献。 

拉美所经济室副研究员张勇介绍了 2016-2017年拉美地区经济形

势。他指出，2016年拉美经济呈现如下特征：短期衰退与分化持续

且愈加突出；输入型压力增大，通胀整体上升；失业率上升，劳动力

市场局部恶化；国际收支衰退性顺差，外汇储备上升。在政策方面，

2016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各国仍以预防性措施为主，具有短期性和

应急性特征。其中，财政政策受到税收收入下降的制约，总体呈现收

缩之势。货币政策的内部通胀压力相对减弱，侧重刺激总需求和国内

经济增长。目前，拉美国家经济结构性改革步入僵持阶段，尚待突破。

经济治理能力总体上相对薄弱，政策逆周期性不足。2017年拉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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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经济有望扭转加速下滑的局面。但是，在外部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

之下，地区经济在中短期内难以实现强势反弹，其经济复苏波动态势

仍将延续。 

拉美所政治室主任杨建民介绍了 2016-2017年拉美地区的政治形

势。他认为，2016年以来，拉美地区政局相对平稳，但是政治生态

和政治形势出现了新调整和新变动，主要表现为：部分国家执政环境

恶化，执政难度和压力增加，政治力量对比状况发生重大改变；部分

社会群体特别是中间阶层的利益受到损害，不满情绪增加，政治立场

和政治态度发生变化；拉美左翼失去地区政治主导权，左翼共识退却，

左翼政权承压，拉美政治格局呈“左退右进”之势；拉美新右翼政权

与传统右翼出现政策合流趋势明显，地区的右翼共识正在形成。他强

调，拉美左翼的执政周期虽趋于退潮，但其仍有不可忽视的政治和社

会影响力。拉美左翼仍然在委内瑞拉、智利、厄瓜多尔、玻利维亚、

乌拉圭、尼加拉瓜等国家执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左翼

支持率仍然很高，左翼政党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左翼政权仍然稳

固。即使在右翼上台执政的国家，左翼力量仍然不可忽视。如墨西哥

左翼力量近年有所上升，巴西劳工党仍然是参众两院第二大党，秘鲁

执政联盟也吸收了不少左翼政党参加等。他提出，2017年应严密跟

踪和关注的领域是：拉美政治格局的变化，拉美右翼上台后采取的新

政策，美国政府换届对拉美政治的影响，哥伦比亚和平进程和古巴改

革的方向与趋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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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所社会文化室主任房连泉介绍了 2016-2017年拉美地区的社

会形势。他认为，2016年拉美经济继续收缩，连续五年下滑已显著

影响到社会形势。由于经济形势不断恶化，进入 21世纪以来拉美地

区整体向好的社会形势出现逆转。多数拉美国家的失业率上升，就业

质量下降，贫困反弹，一些已经实现脱贫的人口重新返贫。拉美国家

经济形势不利加大公共支出压力，政府社会支出减少，一些左翼政府

的社会计划和福利项目难以持续。房连泉对未来拉美社会形势和政策

走向进行了预测。他认为，自 2008 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已接近 10 年，

至今全球经济仍未看到完全走出低谷的迹象。预计 2017年，拉美地

区经济增长率略微恢复对就业、扶贫以及社会支出的提升作用有限，

社会各项指标难有明显的改观，各项社会政策变化不大。在减贫方面，

近三年来拉美地区的贫困率上升出现反弹，贫困和赤贫人口都有所增

加，2017年仍会延续这种态势。在就业方面，经济增长不足造成就

业岗位创造不足，在劳动参与率上升和就业率下降的情况下，失业率

会可能还会进一步推升。未来 5年，拉美经济将处于缓慢恢复增长阶

段，面临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2016-2018年期间，拉美进入一个新

的选举周期，期间有 18次总统选举过程，这也将对拉美的社会政策

产生重要影响。 

拉美所国际关系室副主任谌园庭介绍了 2016-2017年拉美地区国

际关系形势。2016年拉美地区国际格局及其演变态势受到域外因素

和地区政治生态变化的极大影响。一是美国因素。在其任期的最后一

年，美国奥巴马政府继续通过各种外交举措包括某些史无前例的出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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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态，力图最大限度地延续 8年来对地区国际关系及其走向的塑造

进程。美国大选过程搅乱了地区各国的发展事态，特朗普的当选带来

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地区各国不得不密切关注美国新政府的一举一动，

以减缓美国政策变化可能导致的冲击和伤害。二是中国地位和作用再

次彰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2016年 11月出访拉美三国并出席亚

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启了中国对拉美外交的新阶段。在

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拉美各国也在积极探索如何利用和

应对中国因素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三是拉美一些国家的政党轮替或政

局变化影响了拉美部分国家政府对外交政策取向进行调整，导致其与

域外大国和国际组织的关系以及区域内各国间的关系发生深刻的变

化。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联部、外交部、商务部、中国现代国际

关系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对外经贸大学、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浙江外国语学院、四川外国语大学、天津外国

语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国家开发银行等国内外机构，以及人民日报、

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国内媒体，近百名官员和学者出席了发

布会。来自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巴西伯南布哥州联邦大学、智利圣

地亚哥大学、智利安德烈斯•贝略大学、秘鲁太平洋大学、阿根廷科

尔多瓦国立大学、阿根廷拉普拉塔大学的学者也应邀出席了发布会。 

（方旭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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