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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落后地区开发的经验教训”研讨会综述

　　 为了更好地总结拉美国家开发落后地区的经

验教训, 为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服务, 中国社科院

拉美所国别研究室于 2000 年 9 月 25 日召开了“拉

美落后地区开发的经验教训”学术研讨会。来自所内

外的近 3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是: 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地

区发展现状及差异; 拉美地区发展差异对其政治、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拉美落后地区发展中的经验、

教训以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此次会议将国际问题

研究中所取得的有关成果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

要相结合, 具有现实意义。

苏振兴研究员曾随政协考察组多次到我国西部

地区深入调研, 他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我国“西部大

开发”的具体情况。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贫困人口

等问题都比较突出, 经济结构也存在着产业老化、专

业化分工协作程度低、地区分割条块分割严重等问

题。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政治上, 广大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将有利于民

族团结、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经济上, 西部地区蕴

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在市场, 加快中西部地区

的发展, 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发展的差距, 有利于扩

大国内需求, 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具体做法

上, 西部大开发将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保护生态环

境、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科教事业等。

与会学者围绕拉美地区的两个典型案例展开了

讨论。战后拉美国家在开发落后地区的进程中, 巴西

取得的成效最为显著。由于自然条件及历史原因, 巴

西国内各地区间经济发展、人口分布、经济结构等很

不平衡。巴西的落后地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在历

史上开发较早, 以种植甘蔗、棉花等经济作物为主的

东北部地区, 但由于世界市场需求发生变化, 单一经

济结构难以顺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 逐渐失去发展

的优势。专家们认为, 巴西东北部地区的这一状况与

我国西部地区有相似之处。另一类是中西部和北部,

由于丰富的自然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而落后。

从 50 年代后期起, 巴西政府先后推出了开发中西部

和北部落后地区的战略, 采取了一些超常规的做法,

如迁都、移民垦殖、建立自由贸易区、加大对基础设

施建设的投入等, 推进了中西部地区发展, 使该地区

与巴西发达地区的差距缩小了。巴西的成功经验主

要有两点。1. 兴建公路。先是以线连点, 将公路两侧

众多小城镇连接起来, 因地制宜发展各具特色的矿

业、牧业、水果等多种经营。再以点带面, 通过这些小

城镇带动周边地区, 从而形成整片开发的优势。同

时, 落后地区同发达地区也因之加强了联系。2. 实行

开放式开发战略。根据不同地区所处的不同地理位

置, 将市场向外延伸, 发展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联

系, 以此推动地区开发。如南部加强同南方共同市场

的联系, 北部和东北部则加大同加勒比国家和美国

的经贸往来。与会学者指出, 巴西对落后地区的开发

中, 也有一些教训值得认真总结。1. 基础设施建设,

尤其是公路建设必须因地制宜, 一切从实际出发。巴

西修建的横贯亚马孙地区的公路, 就因脱离实际, 难

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2. 开发与环境保护必须同步

进行, 避免因开发而导致资源破坏, 环境恶化。

墨西哥的人口与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以首都墨

西哥城为中心的中部地区, 地区发展同样很不平衡。

南部的恰帕斯、格雷罗、瓦哈卡和尤卡坦等州始终处

于十分落后的状态, 农村人口大量向首都等少数几

个大城市转移。近年来, 政府致力于推动经济和劳动

力分散化、区域发展平衡化的改革。工业布局发生重

大变化, 工业重心逐渐向北部和中北部地区转移, 这

主要得益于客户工业的发展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

签署。中部地区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下降。但南

部不发达地区边缘化的趋势则在进一步加剧, 导致

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为此, 政府从扶贫入手, 清欠债

务, 对小农给予优惠贷款, 加大教育力度, 修改《土地

法》和《投资法》, 鼓励对东南部落后地区的投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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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者指出, 相对巴西而言, 墨西哥政府在地区发展

中教训多于经验。

与会学者还就拉美经济发展中的地区差异进行

了广泛讨论。在拉美经济发展进程中, 地区发展的不

平衡性非常突出。各国的地区发展差异有许多相似

的特点: 地区发展不平衡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 各地

区间人口分布不均衡, 社会指标差异很大, 地区之间

在经济结构上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那么, 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 政府在开发落后地区中的作用如何体现?

有的学者认为, 国家在开发落后地区中的作用是必

不可少的。长期以来, 拉美地区发展是自上而下的,

即国家制定发展规划, 通过公共投资带动落后地区

的发展。也有的学者认为, 拉美对落后地区的开发主

要不是政府行为, 而是市场的力量。80 年代初以来,

国外有学者提出了自下而上的发展理论, 即根据地

区优势, 制定地区发展战略, 以私人投资为主, 带动

本地区的发展。还有人认为, 市场力量和国家作用不

能截然分开。国家应加大制定政策法规的力度, 对市

场力量难以延伸到的地方增加投入, 同时应通过政

策导向, 引导市场力量参与落后地区开发。

关于拉美落后地区开发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启

示, 与会学者达成了几点共识。1. 落后地区开发是一

项系统工程, 要将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 统

筹安排, 详细规划。2. 中央政府在资金投入上必须向

落后地区倾斜, 但绝对不能把政府作用仅仅体现在

给资金、给项目上。要转变观念, 走与传统开发不同

的路子, 充分利用市场力量。3.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规模应适度超前。通过交通、通讯、能源、水利和广播

电视等领域的建设, 带动地区经济发展。4. 充分发挥

各落后地区的区域优势, 因地制宜, 开发本地区的优

势产业。同时将开发与环保结合起来, 切忌边开发边

破坏。 (李志奇)

“庆祝中古建交 40 周年”纪念会在拉美所举行

　　 2000 年 9 月 28 日是中古建交 40 周年纪念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拉美所、社

科文献出版社, 以及中国拉美学会, 古巴驻华使馆联

合举行庆祝大会。外交部、中联部、中国人民对外友

好协会和社科院有关部门的领导, 现代国际关系研

究所、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和拉美所的专家学者, 以及

新华社、光明日报社等新闻媒体的记者, 共 80 多人

出席了会议。

庆祝大会由拉美所副所长江时学主持。李慎明

副院长代表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同志向纪念大会

表示热烈祝贺。他说, 古巴是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

拉美国家, 建交 40 年来, 两国关系不断发展。李慎明

副院长表示十分钦佩古巴人民坚持社会主义、坚持

改革开放、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革命精神。李

慎明副院长还介绍了中国社科院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组织、社科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有关卡斯特罗主

席的两部著作:《古巴雄师: 卡斯特罗的青少年时代》

和《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

古巴驻华大使阿尔韦托·罗德里格斯·阿鲁菲

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中古建交意

味着它与一个伟大的国家建立了联系, 中国在世界

经济中正在起越来越突出的作用。他对中国给予古

巴的理解与合作表示谢意。他说, 古巴和中国基于本

身的现实和历史环境, 正在探索新的道路, 有义务相

互交流经验和思想。他还向有关方面出版关于卡斯

特罗主席的两部著作表示感谢。

李明德所长在发言中指出, 40 年前中古建交标

志着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此在革命的道路上并肩战

斗, 共同前进。他说, 拉美所学者十分敬佩古巴人民

在极为困难和特殊的情况下, 发展自己的经济, 坚持

走符合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钦佩古巴人民在

强权面前对美进行了几十年的周旋和斗争。他坚信,

中古两国人民将把友好合作关系带入新的世纪。

中国拉美学会会长苏振兴代表学会向会议表示

热烈祝贺。他说, 数十年来, 中国的拉美研究学者通

过自己的辛勤工作, 把包括古巴在内的广大拉美、加

勒比国家的历史、现状、发展和变化全面地介绍给中

国人民, 在中拉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一种独特的

桥梁与媒介作用。拉美学会的学者将为推动中、拉关

系在新世纪的更大发展做出新的贡献。社科文献出

版社社长谢寿光同志也在大会上讲了话。

(王锡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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