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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第斯共同体的新步伐

郭　德　琳

　　主要观点　安第斯共同体 4 国总统理事会第十三届峰会是在多极化、全球化的形势下, 寻

求合作、解决冲突、协调政策和克服内部危机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取得积极进展, 达成以下共

识: 一是开放边界, 促进自由往来, 实行边境一体化; 二是协调宏观经济政策, 为地区经济一体

化提供保障; 三是为提高地区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建立统一对外关税, 实施统一农业政

策; 四是强调社会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性, 以维护地区稳定; 五是争取实现高层次的一体化, 即与

拉美其他一体化组织联手, 参与国际谈判, 应对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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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受拉美人关注的第十三届安第斯共同体

(以下简称安共体) 总统理事会于 2001 年 6 月

23～ 25日在委内瑞拉召开。哥伦比亚、厄瓜多尔、

玻利维亚、委内瑞拉 4 国总统及秘鲁部长会议主

席兼外长出席了此次会议, 并签署了《卡拉沃沃纪

要》。5 国外长还签署了旨在推动地区社会发展进

程的《西蒙·罗德里格斯计划草案》。这是在进入

21 世纪以来, 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 经济全

球化日益深入, 美洲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要求

逐渐升温的形势下, 安共体国家为寻求合作, 解决

相互矛盾和冲突, 协调政策, 克服各国内部危

机, 使地区局势逐渐好转而召开的首次会议, 也是

安共体成立以来的最重要的峰会之一。本次会议

对于加强和巩固区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一体化,

促进和平衡成员国的发展, 进一步发挥一体化组

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作用, 推动拉美

国家一体化进程, 统一和协调拉美国家共同面对

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挑战, 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安

共体乃至整个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的一大发展。

会议就协调宏观政策、边境一体化、反毒、社会领

域合作、与南方共同市场的关系等共同关注的问

题进行了交流和协商, 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一　开放边界促进自由往来

会议期间, 成员国首脑就进一步开放边界, 推

动安共体国家持续发展, 促进人员和商品货物的

自由往来, 简化移民、海关和检疫手续等问题进行

了广泛的交流, 并达成一致。会议决定成立边境一

体化区和两国之间边界关注中心。这两项决定的

确立和实施标志着区域一体化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 并为建立安第斯共同市场奠定了基础。边境一

体化不仅有利于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开展和人员交

往, 而且有利于建立统一的出入境政策, 检验政

策、信息交流政策和培训政策, 提供互利的相关服

务。根据上述决定, 自 2002 年起, 成员国公民无须

办理签证, 可持身份证在 5 国内自由出入; 到

2005 年年底, 成员国之间将实行统一护照; 允许

成员国与非成员国建立边境一体区。另外, 5 国首

脑还一致同意加大边境地区的发展力度。

二　协调宏观经济政策

协调安共体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本届首

脑会议的重要议题。为落实首脑会议精神, 安共体

财政部长、中央银行和经济发展计划负责人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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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同时在委内瑞拉举行。

与会代表回顾了 1998 年制定的宏观经济指

标的实施情况, 分析了各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和前

景, 充分认识到建立统一协调的宏观经济政策, 保

持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 坚持货币、金融和财政政

策的透明度, 不仅是实施安第斯地区经济发展战

略的关键, 而且也是建立该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前

提。鉴于此, 安共体财政部长顾问委员会从 2005

年建立安第斯共同市场的角度出发, 审定了有利

于成员国宏观经济协调平衡发展的切实可行的共

同标准。具体为: 截至 2002 年年底各成员国国内

通货膨胀率保持在 1 位数, 并在该年的第 4 季度

制定新的通胀指标; 自 2002 年起各成员国财政赤

字不得超出国内生产总值 (GD P ) 的 3% ; 2015 年

以前各国累积内、外债不得超出 GD P 的 50% (约

500 亿美元) ; 逐渐协调成员国货币、金融和财政

政策, 以深化安第斯地区经济和贸易的一体化。

据了解, 1998 年安共体成员国制定的 1 位数

通胀指标已在玻利维亚、秘鲁和哥伦比亚得到了

落实, 委内瑞拉的通胀指数亦非常接近 1 位数。另

外, 委内瑞拉财政状况良好, 呈顺差, 其他国家的

财政赤字正在减少。1970～ 2000 年间该地区外国

投资增长了 20 倍。这表明, 建立共同的宏观经济

政策对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并

将进一步为安共体经济一体化提供保障。

三　尽快建立统一对外关税

会议期间, 各国首脑和与会部长意识到尽快

建立统一对外关税的迫切性, 他们指出, 区内统一

对外关税是实现安共体内建立关税联盟和在

2005 年成立安第斯共同市场的基础。建立统一对

外关税是安第斯地区实现经济贸易一体化的一部

分, 它一方面为各成员国充分利用本地区丰富的

资源提供了保障, 另一方面可使安第斯地区经济

进一步开放, 提高该地区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

力, 使安共体在与世贸组织、欧盟和建立美洲自由

贸易区等的国际谈判中具有更大的实力。因此, 一

些代表还呼吁在尽快实施统一对外关税的同时,

实施统一农业政策。

安共体秘书长表示, 地区统一对外关税的具

体规定有望在 2002 年最后确定。这将是该地区经

济和贸易一体化的又一重要进展。

　　四　强调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意义

安共体国家已逐渐认识到贫穷、失业、动乱等

问题对各国政府的威胁, 因而是各国政府共同面

临的挑战。鉴于此种情况, 本届峰会强调了安第斯

区域性一体化的社会作用和意义, 要求通过一体

化组织和相关政策推动区域内全社会的发展和进

步, 并把社会进步作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内容。这

是一体化从经济领域逐渐向政治和社会领域全面

扩展的标志。

为推动安共体的社会进步, 与会首脑和外长

同意成立社会发展委员会, 以协调和关注有关健

康、教育、住房、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和就业等共同

目标的发展。据统计, 拉美国家贫穷率达 37% , 委

内瑞拉贫穷率达 47% 以上。贫穷与经济同步增长

的残酷现实严重困扰着各国政治。委内瑞拉总统

查韦斯在会议期间表示, 贫穷是对人民、政治体制

和民主进程的严重威胁。另据统计, 全世界每年毒

品生产约 750 吨, 而哥伦比亚每年生产毒品就多

达 580 吨, 占毒品生产的 67% 以上。因此, 与会首

脑和外长把反毒作为社会进步的一项必要措施,

并就制定一项反对毒品和相关罪行的安第斯合作

计划达成一致, 以巩固和加强安共体在南美洲乃

至南半球反毒斗争中的轴心作用和高度的责任意

识。会议决定在 90 天内成立安第斯执行委员会,

落实反毒合作计划的具体方案和执行措施。为此,

安共体将争取美国政府的支持, 并与欧盟加强反

毒问题的对话和政治合作。另外, 还将在该区域内

建立安第斯和平区, 以保护和维持地区安定。

五　争取实现高层次的一体化

本届首脑会议再次肯定了建立拉美和本地区

高层次一体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并强调了政治

和社会的一体化。5 国代表充分认识到, 随着世界

各区域性集团的蓬勃发展, 政治上的协调统一比

经济和贸易上的协调统一更具有重要意义。尤其

是在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出发强烈要求建立美洲自

由贸易机制的形势下, 安第斯地区的一体化, 安第

斯地区与拉美其他地区的一体化, 是实现南美洲

乃至整个拉美地区和国家一体化的先决条件, 也

是拉美国家整体参与国际谈判、应对建立美洲自

由贸易区挑战的基石。

为了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 与会国家首脑和

外长强烈要求尽快实现高层次的 (下转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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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巴拉塔为首的分裂主义和取消主义集团。1962

年 2 月, 以原中央书记处书记若昂·阿马佐纳斯

为首的一批立场比较激进的干部决定重组巴西共

产党, 对普列斯特斯的内外政策展开论战。亚马多

对巴西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一形势痛心疾首, 在二

者之间难作取舍的情况下, 于 1965 年脱离党组

织, 潜心写作。

然而, 亚马多对自己的党的过去的斗争从不

进行指责, 从不否定巴西人民过去的光荣历程。他

多次声明自己是一名共产主义者, 永远向往社会

主义,“我盼望不公正的社会变成公正的社会。拉

丁美洲今天虽然生活在贫困和压迫之中, 经济和

文化仍然很落后, 我要为之奋斗终生。”亚马多对

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总是抱有一线希

望, 希望能出现奇迹。然而, 事与愿违。1989 年亚

马多最后一次访问苏联, 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

维”表示不解, 对苏联国内混乱局面表示痛心, 对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离经叛道行为深感痛惜。

他回国后对人说:“我在那里的局势面前, 心都冻

结了!”不久苏联东欧发生剧变, 然而亚马多发表

了与许多人不同的见解。他 1991 年 9 月对巴西

《标题》周刊说:“苏联东欧的变化, 并不意味着是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最后一次决战。实际

上, 社会主义曾作为一种理想制度获得过胜利, 而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在那里曾被埋葬。”

亚马多的心血和劳动汗水曾赢得过崇高荣

誉。 1951 年 1 月 3 日, 他因《和平世界》一书荣膺

“斯大林加强世界和平奖金”。1984 年 9 月 5 日,

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亲手将“法兰西荣誉

军团十字勋章”挂在亚马多胸前, 并且说:“法国欠

先生一笔老账。这个纪念品本应早些交给您。”几

十年来, 亚马多也多次在国内受到奖励。在一系列

荣誉面前, 亚马多总是诚惶诚恐。早在 80 年代他

就作出表示:“50 年来我虽然写了几本书, 但我并

不是一个优秀的故事讲述者, 我随时准备承认我

的无知。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巴西作家, 说得更确切一些, 是一个巴伊亚州作

家。我笔下的人物大都是无依无靠的人, 是横遭暴

力摧残的芸芸众生。我的笔仍将为他们效劳。”

亚马多 1961 年当选为巴西文学院院士, 后来

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 但未能如愿。早在

1985 年国际上就有一批正直人士因此而为亚马

多奔走呼号。瑞典文学院曾经指出, 诺贝尔文学奖

从未给过一名讲葡萄牙语的作家是不公平的。法

国著名出版家让·拉特斯说:“拥有那么多读者的

乔治·亚马多不能获此荣誉, 是诺贝尔奖项的一

大耻辱。”有人说, 诺贝尔奖是与大量幕后外交活

动有关的, 但亚马多却不会这一套。然而, 亚马多

对此同样是以一种平常心加以对待。他声明:“对

我最大的奖赏, 莫过于我知道我的著作有大量

读者。”

亚马多对古老而神秘的中国一向怀有敬意。

新中国成立之后, 他对毛泽东主席领导的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表示同情。1952 年 3 月亚马多首次踏

上新中国的土地, 他对中国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建

设祖国的热情赞不绝口。1957 年和 1987 年他又

两次访华, 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与此同

时, 他的名著《希望的骑士》《和平世界》《黄金果的

土地》等 10 余部作品被译成中文, 使中国读者加

深了对巴西社会的了解。

(责任编辑　沙　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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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和联合, 并做出以下决定: 努力争取于 2003

年建立由安共体与南方共同市场组成的自由贸易

区; 2005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促成安第斯共同市场

的正式启动; 协调安共体成员国的立场, 以整体精

神积极参与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这标志

着安共体和拉美区域性一体化的实质性进步。不

仅如此, 在争取区域一体化的同时, 本届会议还表

达了进一步发展与欧盟、俄罗斯和中国的政治对

话与经济合作的意愿。

当然, 实现安共体一体化任重而道远, 一些共

同问题 (如农业政策问题)未能得到解决。但是, 可

以预计, 如果此次安共体的决议能够充分实施, 安

共体国家有可能逐渐摆脱目前政治、经济和社会

等方面的脆弱状况, 走向坚强, 全面实现一体化的

目标将不断成熟和完善。

(责任编辑　雁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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