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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继续恢复
古美关系出现松动
　　　　　——2001 年古巴形势述评

毛　相　麟

　　主要观点　2001 年古巴形势总的来说是“喜中有忧, 喜大于忧”: 国民经济继续恢复, 上

半年好于下半年, 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 3%。在经济改革方面, 2001 年的主要任务仍是以“企

业完善进程”为名的国有企业改革。2001 年古巴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重新实行充分就业的政

策, 优先发展社会计划, 开设“公开论坛”, 开展社会调查。古美关系出现松动, 而 10 月中旬由于

俄罗斯总统单方面宣布关闭在古巴的洛尔德斯电子雷达站而使古俄关系变冷。

当前古巴所面临的问题仍在经济方面。现在古巴经济还处于恢复期。古巴的短、中期经济

发展前景是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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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古巴形势总的来说是“喜中有忧, 喜

大于忧”。其主要特点是: 国民经济继续恢复, 政府

采取多项稳定措施, 古美关系多年来第一次出现

松动。古巴的发展前景是好的。

国民经济继续恢复

2001 年古巴经济形势的特点是: 上半年好,

下半年差。由于国内外环境有利, 上半年经济形势

喜人, 前 6 个月国内生产总值 (GD P ) 增长率高达

7. 7% 。当时预计全年经济将大大超过原定 5% 的

目标。然而, 下半年却相继发生了两件出乎意料的

事件。一是震惊世界的“九一一”事件给古巴带来

了不小的冲击, 特别是旅游业受到的冲击最大。原

计划全年接待游客 200 万人次, 毛收入增长

15% , 而事件的发生使游客和旅游收入都大大减

少了。由于旅游收入下降, 外汇短缺, 美元的非官

方汇率在 10 月曾一度从先前的 1∶22 比索飙升

至1∶28比索, 造成金融形势的波动。二是 11 月上

旬古巴 1ö2 的国土遭受 50 年不遇的特大飓风的

袭击, 损失高达 18 亿美元。由于以上情况, 古巴全

年的经济增长率只达到 3% , 比上年 (5. 6% ) 下降

了将近一半。但这一增长是经过努力而取得的, 仍

大大高于拉美地区 0. 5% 的平均增长率。

2001 年基本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如下。 (1)

生产石油 290 万吨, 增长 7. 5% ; 生产天然气 5. 84

亿立方米, 增长 2%。全国 52% 的发电量用的是国

产燃料, 从而节省了进口费用 9 000 万美元。1998

年以来, 已有 32 万户家庭 (130 万人) 使用了天然

气。由于厉行节约和提高效率, 发电所需的燃料比

1989 年减少了 27. 5%。(2)蔗糖产量为 353. 21 万

吨, 大大低于上年的 405 万吨, 减产原因是天气不

好、榨汁不及时和甘蔗产量下降等。 (3)旅游业受

外来因素影响, 只增长了 1% , 但旅游业中使用的

产品国产率已提高到 65% , 其中 55% 的产品是在

外汇商店中出售的。

在经济改革方面, 2001 年的主要任务仍是以

“企业完善进程”为名的国有企业改革。这一改革

在谨慎而有序地进行, 原计划到 2002 年完成对大

型企业的改革看来将适当延长。从政府对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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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补贴减少和企业上缴利税的增加来看, 国企

改革已初见成效。此外, 作为经济改革的内容之

一, 政府于 6 月初成立了“监察部”, 主要目的是防

范企业领导人和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经济改革

的另一项措施是, 古巴国家银行于 8 月 28 日宣

布, 自 10 月 15 日起停止美元硬币在境内流通, 以

此作为争取早日全面停止美元流通所采取的第一

个措施。

当前古巴经济仍处于恢复阶段。古巴自 1990

年进入“特殊”时期到 1993 年的 4 年间, GD P 下

降了约 35%。1994 年经济停止滑坡, 当年GD P 增

长了 0. 75%。尽管从 1995 年至 2000 年以年均

4. 7% 的 GD P 增长率保持了上升势头, 但是已有

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的增长都还不足以弥补前

几年的损失。到 2000 年, 国民经济的恢复水平与

特殊时期前的 1989 年相比, 仍相差 15%。虽然古

巴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但经济恢复的成

果还没有明显地表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上。

多数人的生活仍然比较困难, 要摆脱困难尚需

时日。　

政府采取多项稳定措施

鉴于目前经济仍然困难, 为了保持社会的稳

定和人民的团结, 古巴政府的一切政策的出发点

都着眼于维护广大普通群众、特别是低收入人群

的切身利益, 发展与改革举措的提出都是以此为

前提, 稳定成为优先考虑的任务。为此, 古巴政府

在 2001 年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　重新实行充分就业的政策。 2001 年 2

月, 古巴政府宣布, 将实行充分就业的政策。自特

殊时期开始后, 失业率不断上升。1995 年失业率

曾高达 8. 5%。近年来有所下降, 2000 年降至

5. 5% , 政府在当年新增加了 140 852 个工作岗

位。2001 年计划增加约 173 000 个新岗位, 使上年

的失业率再降 1. 2～ 1. 3 个百分点。政府的新政策

是在企业改革中只有职工找到另外的工作岗位后

才能解除其原有的工作。因此, 下岗的人数大为减

少。例如, 共有 113 580 名职工的 133 个国有企业

在改革后下岗的人数仅占职工总数的3. 4%。

二　优先发展社会计划。前几年由于资金投

入不足, 文教卫生事业存在设备陈旧、人员缺乏的

问题。2001 年政府预算支出总额增加了 6. 5% 。

经常支出总额的 62% (超过 62 亿比索) 用于教

育、卫生、养老金、社会保障和福利计划。这些经费

主要用于修建校舍、为每所中学的教室配备一台

电视、为每所学校配备电脑、增加教师和社会工作

者人数, 等等。从 7 月起, 国家为体重不足的儿童

免费发放食物补充品。

三　开设“公开论坛”。1999 年 12 月, 在争取

埃连返回古巴的群众运动中成立了公开论坛。埃

连事件结束后, 这一组织形式保留了下来。现在,

人们可以利用这种形式邀请专家通过电视经常性

地讨论当前突出的时事问题。公开论坛已经成为

广大群众参政议政的一种新机制。

四　开展社会调查。7 月, 古巴政府在首都哈

瓦那居民 (共 220 万人) 中开展大规模的社会调

查。由大学的社会工作部动员数以千计的大学生

和教师组成工作队深入各家各户, 动员他们完成

回答包括 36 个问题的问卷, 以便了解每个家庭对

当前的社会服务和生活质量的真实想法。卡斯特

罗很重视这次调查, 曾指示说:“我们必须同市民

一道工作⋯⋯以便找出每一个人的问题。你们的

主要任务就是向人民伸出援助之手, 并帮助他

们。①”这次调查的指导方针是鼓励答卷人提出批

评意见。调查的结果为政府了解民意和制定政策

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这里, 有必要简述一下卡斯特罗主席发生

短暂晕厥的情况。6 月 23 日, 当卡斯特罗主席在

户外烈日下的公众集会上讲话时突然晕厥在讲台

上, 经扶下讲台休息 10 分钟后便恢复了神志和体

力, 重新回到讲台继续讲话直至结束。此后, 他健

康如初, 一如既往地担负起繁重的领导任务。此事

在国内并未引起什么波动, 但在国外的一些传媒

中曾一度议论纷纷, 提出若干猜测。其实, 关于卡

斯特罗的退离问题, 古巴领导层早已有所准备。当

卡斯特罗不在位时, 其弟劳尔·卡斯特罗是合法

的继任者。在领导班子中较为年轻的杰出者按年

龄依次为里卡多·阿拉尔孔 (人代会主席, 64

岁)、卡洛斯·拉赫 (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兼部长会

议执行秘书, 49 岁)、费利佩·佩雷斯·罗克 (外

交部长, 36 岁) 等。此外, 还有更多的部级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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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卡斯特罗征求公众的意见》, 载《加勒比和中美洲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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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起之秀。可以预料, 古巴今后如出现权力交接,

将是平稳的过渡, 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古美关系出现松动

2001 年古巴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保持

了良好的双边关系。11 月底, 联合国大会以 167

票对 3 票的绝对多数通过决议, 要求美国解除对

古巴实施至今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这是自

1992 年以来第 10 次通过这样的决议。同月, 古巴

与欧盟达成协议, 后者不再坚持以政治条件作为

发展关系的前提, 恢复了双方的平等对话。 2001

年在对外关系中出现后退的是, 在 10 月中旬由于

俄罗斯总统单方面宣布关闭在古巴的洛尔德斯电

子雷达站而使两国关系变冷②。

然而, 2001 年古巴对外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

是古美关系的松动。年初布什总统上台后美国对

古巴采取了更为敌视的态度。美国政府重申要严

厉打击未经许可到古巴访问的美国人, 布什还表

示拒绝放宽对古巴的制裁。但“九一一”事件发生

后, 美国调整了对外政策, 对古巴的态度也出现了

变化。美国外交官主动前往古巴驻美国的利益照

管处, 要求为反对恐怖主义提供支持。“九一一”事

件后古巴政府旗帜鲜明地谴责恐怖主义, 并表示

愿向美国人民提供医护救援、血浆和其他所有可

能需要的帮助。11 月 7 日, 美国政府向古巴递交

外交照会, 对古巴遭受飓风的袭击表示慰问, 并愿

意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在 40 年的古美关系中是

前所未有的③。对于这一不寻常的善意举动, 古巴

表示赞赏, 同时作为积极的回应也主动建议由古

巴国营公司用美元现金购买美国的食品和药品,

并由古巴派船承运。本来美国于 2000 年就已允许

向古巴出售食品和药品, 但禁止美国的公共机构

或私人提供贸易信贷, 古巴曾就此提出批评。这次

古方愿以现金购买, 也属破例。美国政府对古巴的

建议表示同意, 但运输工具要改为美国或第三国

的船只。于是, 12 月 16 日 40 年来第一次由美国

船满载美国的出口货 (价值 300 万美元的 500 吨

冻鸡和 2. 4 万吨玉米)抵达哈瓦那。此后一两个月

内还将继续安排船只运送出口到古巴的总价值 3

000 万美元的商品。这一特殊事例是否标志着美

国封锁政策的松动, 还需观察其发展。因为这笔交

易结束后能否出现进一步松动, 直至解除封锁, 将

完全取决于美国。从长远看, 美古关系的缓和是大

势所趋、人心所向, 对美国本身也有利。美国政府

能否审时度势, 抓住时机, 人们将拭目以待。

前景展望

当前古巴所面临的问题仍在经济方面。现在

古巴经济还处于恢复期,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以来大体上以中等速度增长, 超过了同期拉美国

家的增长速度。古巴在 90 年代进行的改革开放已

初见成效。虽然“九一一”事件对古巴经济产生了

较大的负面影响, 但这种影响将会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逐渐减弱。古巴现已提出 2002 年的经济增长

率为 3% , 财政投入的重点仍在教育、卫生等社会

计划方面。鉴于这几年经济实力已有所恢复, 如无

意外, 今后数年内仍可望保持中等的增长速度。待

古巴经济全面恢复后, 其经济结构和外贸结构将

以优于特殊时期前的面貌进入一个新阶段, 即以

摆脱短缺经济为目标的阶段。因此, 古巴的短、中

期经济发展前景是良好的。

(责任编辑　蔡同昌)

②　这一雷达站由苏联建于 1964 年并为苏古共同使用,“冷

战”结束后交俄罗斯使用, 俄方向古巴每年付 2 亿美元租金。俄罗

斯单方面宣布关闭该站使古巴十分不满。2001 年 12 月 29 日, 俄

罗斯在古巴首都哈瓦那附近已为即将撤走的雷达站举行了告别

仪式。

③　参见《古巴外交部长在联合国大会第 56 次会议上的讲

话》, 2001 年 11 月 27 日, 古巴驻中国使馆印发, 单行本, 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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