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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秘书处                  2018 年 7 月 11 日 

 

拉美黄皮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7—2018）》

发布会 

 

2018 年 6 月 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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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

（2017—2018）》发布会”在京举行。会议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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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党政

机关、科研院所、企业及新闻媒体约 120 人出席了本次发布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社长梁艳玲在致辞中表示，皮书是中国社

科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经二十余年打造的系列品牌，《拉美黄

皮书》是最早出版的皮书之一。《拉美黄皮书》致力于应用对策性研

究，为国内对拉美国家各方面发展及评判中拉关系趋势走向提供重要

参考。此次《拉美黄皮书》的出版发行，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提供了一

本全面翔实的拉美研究报告，切实体现了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作为

“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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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主编袁

东振研究员在发布会上致辞。他表示，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直

以来对《拉美黄皮书》出版的大力支持，出版社上下和拉美所对《拉

美黄皮书》的出版和编写都十分重视。拉美学人同样将皮书视为重要

的学术交流平台、重视年度报告的出版问世。2017—2018 年度受外

部环境和国际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影响，拉美地区不确定性和不稳定

性加大，拉美国家内外政策的调整压力加剧。与此同时，拉美国家在

全球决策治理中的参与越显重要。中拉关系发展迎来新机遇，但同时

存在新的挑战。本年度《拉美黄皮书》结构与往年一样，主要围绕拉

美国家的特性和共性问题，聚焦于五个方面，并由各部分报告主笔人

具体解读。 

本年度黄皮书主报告以《共建“一带一路” 开启中拉关系新时

代》为题。报告提出 2017 年为中拉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元年，中

拉双方自 2017 年开始由沟通为主转向对接合作。在中拉关系发展的

新时期，报告认为让拉方准确理解中国的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建

设实践尤为重要。中国新时代经济发展战略可解读为一个战略坐标，

开放、包容、共享是该坐标的自然属性。“一带一路”倡议以“五通”

为主要内容，并从国内、次区域和洲际三个层次推进建设及国际合作。

在与拉美发展关系时，中拉整体合作框架与“一带一路”倡议互为支

撑，中拉整体合作包含“一带一路”建设部分内容。报告认为，拉美

地区的一体化和互联互通具有“一带一路”的“五通”性质，因此探

索市场、资本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对接与合作机制，是中拉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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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重要落脚点。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初期的困惑，

报告指出，中拉共建“一带一路”有共同基础和共同目标，双方可围

绕劳动与资本、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世界的辩证关系凝聚思想共识，

并围绕如何减少或消除拉美国家的结构性失衡凝聚发展共识。 

2017—2018 年拉美地区的政治形势基本稳定，迎接大选成为年

度趋势关键词。《2017—2018 年拉美政治形势》报告首先回顾了 2017

年拉美国家选情和政局最新动态，认为大选国家政府换届均在宪法框

架内进行，但洪都拉斯大选的合法性遭到严重质疑并引发政治冲突，

同时委内瑞拉等国政局不稳和紧张状态持续。报告指出，在拉美国家

政坛“左退右进”且“左右共治”的背景下，民众对传统政党的幻想

进一步破灭，表现为当前拉美几个大国领导人的支持率超低。而在传

统政党陷入颓势、政治领导人受贪腐案缠身的情况下举行大选，势必

为反建制派或“政治局外人”创造机会。随着 2015 年以来拉美政治

呈现出“左退右进”新格局，“府院之争”造成“分裂的政府”成为

地区现象，削弱了国家的可治理性。与此同时，拉美政治态势表现为

“分裂的拉美”，右翼政权通过向左翼政府施压推动“左退右进”，

委内瑞拉成为政治外交斗争的焦点。放眼 2018 大选年，拉美地区有

9 个国家举行大选，而已蔓延整个地区的腐败问题将给大选带来诸多

不确定性。 

2017 年，在全球经济复苏企稳、国际贸易增长和大宗商品价格

回暖的带动下，拉美地区经济恢复增长，结束了持续两年的衰退，通

货膨胀和国际收支等主要基础性指标出现一定好转。《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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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拉美经济形势》报告在总结拉美地区 2017 年经济基本形势时指出，

虽然拉美地区经济实现反弹，但在国际比较视野下，地区增长率仍然

偏低。三大次区域间的增长差距虽有所收敛，但却是以中美洲地区和

墨西哥的增速下探为代价，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恢复也不够强劲。

得益于拉美经济外部性的分化，地区整体通胀水平下降。同时，对外

贸易明显增长，国际收支实现总体顺差，外汇储备增加。但地区就业

形势仍未获得改善，劳动力市场持续恶化，失业率上升，非正规就业

也有加重之势。在宏观经济改善的背景下，拉美各国的财政政策以财

政稳健为目标，增收节流成为多国的政策选择。货币政策弹性和空间

有所恢复，对刺激经济增长发挥一定作用。但总体而言，地区宏观经

济政策空间仍相对有限，逆周期效用有限。报告认为，拉美地区经济

仍面临经济增长困境、区域经济一体化困境和经济政策困境三大困境，

这使得拉美经济处于多重结构性困难之中，在现有经济结构下，地区

被边缘化风险会进一步积聚，经济增长的脆弱性和波动性也将持续。

展望 2018 年，拉美地区经济有望继续增长，但由于外部不确定性加

大，地区经济在中短期内难以强势反弹，反映经济基本面的各项基础

性指标也难获较大改善。 

2017 年拉美地区社会形势改善有限，《2017—2018 年拉美社会

形势》报告从七个方面加以论述，并指出当前拉美社会发展遭遇瓶颈，

社会改革推进艰难。报告认为，2017 年拉美地区社会贫困水平变化

不大，减贫工作进入瓶颈期，中低收入阶层返贫的风险加大，推动贫

困率继续下降的动力严重不足。拉美经济的缓慢复苏对地区就业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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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产生积极影响，就业困难、就业质量下降的局面有所加剧，但实

际工资水平略有上升。尽管地区经济有所恢复，但各国在社会开支预

算上仍采取谨慎态度，社会支出仍维持了适度从紧的趋势。社会不平

等问题亦无明显改善，收入分配的减贫效应正逐渐消失。得益于美国

经济的稳步增长和劳动力市场的改善，拉美地区的侨汇收入创下历史

新高。此外，日趋严重的政治腐败问题已成为侵蚀拉美社会风气的毒

瘤，并引发社会民众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强烈质疑。社会改革在拉美国

家的进展不一，特别是劳工和养老金制度改革阻力重重，遭遇了普遍

的社会抗议，反映出拉美国家政府执政目标与民众期望之间的矛盾。

总体而言，2017 年民众对民主制度和政府满意度以及对公共部门的

信任度进一步下降，社会不满情绪高涨。随着地区经济继续复苏，预

计 2018 年拉美国家的社会指标将出现好转，但推行深度社会改革的

可能性较小。 

关于 2017年拉美国际关系形势，《2017—2018年拉美对外关系》

报告认为，拉美区域内外和国家之间关系的主题仍是如何顺应全球秩

序和力量格局的变化，特别是在全球化大势和“逆全球化”潮流中如

何自处，并在“不确定性”的经济形势和政治生态中，设计和推出适

时的应变策略以解决一系列外交难题，特别是与域外大国的关系及地

区热点问题，譬如美墨、美古、美委关系，南共市与委内瑞拉关系，

玻利维亚与邻国关系，以及涉及经贸、移民、毒品、安全、反腐的区

域问题。报告指出，在全球秩序和力量格局持续演变的背景下，拉美

国家的对外政策在维持与欧美传统联系的同时，开始关注发展与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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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及地区的关系，并力图使两个战略方向达到平衡。欧洲、俄罗斯、

中国等域外力量在拉美的存在，呈现了与以往不同的轨迹和特点，但

又并未偏离区域国际关系的历史传统。报告强调，2017 年的事态在

很大程度上具有指标性意义，可能催生拉美国家新的政策动向和处理

区域内国家间关系的新模式，并预示着未来若干年拉美国家对外政策

的发展趋势。 

最后，会议主持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副主编刘维广

在与参会学者的交流中谈到，拉美地区形势体现出整体性和内部差异

性特征，始终处于“变”与“不变”的动态均衡之中。热点问题出现

新的变化，尤其是 2018 年拉美一些国家的大选和国家领导人更迭将

带来新的政策变化。随着拉美地区被纳入“一带一路”建设框架，成

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方”，如何落实倡议、真正实现中拉发展战

略对接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可以判断，拉美研究在今后将大有可为，

他希望拉美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并为皮书及学科发展献计献策。               

   （王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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