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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拉美形势研讨会”综述

　　[本刊讯 ]　2001 年 12 月 20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

丁美洲研究所召开“2001 年拉美形势研讨会”, 来自外交

部、中联部、新华社、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

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等单位的代表及中国社会科学

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专家学者 50 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

分别就 2001 年拉美的经济形势、政治形势、对外关系、社

会形势等问题及阿根廷危机、巴西和古巴的政治经济形

势、查韦斯改革的成效等问题交换了看法。

与会学者认为, 在经济普遍不景气的国际环境下,

2001 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出现严重衰退, 地区经济

增长率由上年的 4. 1% 降为 0. 5%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率由上年的 2. 5% 降为21% , 这是在 8 年之内拉美地区

经济第 3 次陷入衰退。2001 年拉美经济的突出特点是, 地

区各国的增长速度全面下滑。通胀率稳中有降是 2001 年

拉美经济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地区平均通胀率为

7% , 比上年降低 1. 7 个百分点。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

来, 拉美地区的城市公开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大家普遍

认为, 拉美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 美国经济的不

景气使拉美的出口商品需求疲软, 价格下跌; 国际融资条

件进一步恶化; 拉美国家普遍实行紧缩性政策; 受阿根廷

危机的影响。

一些学者认为, 2001 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出现

衰退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他们指出, 在经济全球化的形

势下, 外部因素的作用在增强,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尤其

是对以出口为主的国家而言, 外部因素起主导作用。而一

些学者则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指出, 阿根廷之所以出现

经济危机, 正是由阿根廷的国内因素 (如汇率政策) 造成

的。也有一些学者指出, 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到底哪一个

起主导作用, 要视经济发展是受内部需求拉动的还是受

外部需求拉动的, 这一问题应从发展模式、经济结构、对

外依存度等方面加以考察。

阿根廷危机是这次研讨会讨论的重点问题。一些学

者指出, 自 1998 年下半年起, 阿根廷处于经济持续衰退

之中。2001 年第 4 季度陷入经济危机, 随即爆发社会危机

和政府危机。现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相关政策

陷入危机。围绕经济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相关政策的斗

争进一步激化。公共经济紧急法标志着经济政策的重大

转变, 对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的调整产生重大影响。

这场斗争关系到如何分摊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沉重代价,

如何重新分配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 因而十分激烈和复

杂。通过政治和社会协商, 达成共识, 实行政治合作成为

阿根廷走出危机的关键因素。也有的学者指出, 阿根廷经

济形势恶化是由下列原因造成的: 固定汇率制难以适应

经济形势的变化; 沉重的债务负担引发的偿债危机造成

金融动荡; 经济结构脆弱, 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差; 政

局动荡导致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围绕“零财政赤字”计

划进行的调整, 造成经济进一步紧缩, 形势急剧恶化。

与会学者指出, 阿根廷危机对拉美经济产生的不利

影响是多方面的: 一是继 1998～ 1999 年危机之后再次打

击了外部投资者对拉美地区的投资信心; 二是从金融方

面对巴西、智利等南美洲国家一度造成冲击, 引起这些国

家兑换市场的动荡; 三是由于阿根廷提高了消费品的进

口关税, 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间的贸易摩擦加剧, 相互贸

易减少; 四是邻国在阿根廷投资的企业受到诸多经济措

施的不利影响, 经营情况急剧恶化。

与会学者认为, 2001 年拉美地区的政治形势具有以

下特点: 地区政治形势比较稳定,“热点”减少, 没有发生

新的、重大的国内国际冲突; 民主化进程取得进展, 大选

平稳进行, 政权顺利交接, 但民主的基础并不牢固; 经济

困难的加剧会为中左翼政治力量的发展提供更大空间。

就具体国家而言, 墨西哥福克斯总统执政近 1 年来, 在培

育新型政治关系方面有所建树, 其他方面则政绩平平; 古

巴经济继续恢复, 古美关系出现松动; 哥伦比亚仍为地区

“热点”, 和谈举步维艰; 委内瑞拉形势趋于紧张; 阿根廷

的经济危机引发了政治动荡。

与会学者认为, 拉美政坛已暴露出的新老问题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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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深刻的结构性根源, 短时期内不可能得到解决, 未来几

年内拉美政坛可能会进入一个较为动荡的时期。而有的

学者不同意拉美民主化进程取得进展的提法, 认为拉美

一些国家确实搞了程序民主, 但政党政治有衰落的迹象:

传统政党下台, 新兴政党上台, 但后者的政治主张经常发

生变化; 总统基本上不是一个有势力的政党的代表, 而是

联合政府的代表, 患“软弱综合症”; 民众参政的渠道越来

越狭窄, 其要求得不到满足, 对政治参与日益冷漠, 无政

府主义在拉美又盛行了。拉美的民主化进程和所实行的

新自由主义政策是造成拉美两极分化的原因。就拉美的

下台总统往往受到审判是否是一种进步的问题, 大家的

回答是肯定的, 但应防止强权国家利用这一点来干预别

国内政。与会学者指出, 拉美政局的走向应与“九一一”事

件后美国的反恐行动结合起来加以考察, 拉美在近期内

不可能成为美国反恐的重点地区, 经济形势的好坏将决

定政局是否稳定。

与会学者认为, 2001 年拉美外交继续保持活跃。布什

政府与拉美国家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扫毒和能源等

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加强, 但美国与拉美的矛盾依然存在。

古美关系在“九一一”事件后有所改善。在多元化外交方

面, 拉美与欧盟、俄罗斯、亚太及加拿大的关系有不同程

度的发展。拉美小地区一体化及双边经济合作继续发展,

但南方共同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一些国家的边界

争端和武器购置计划也对地区关系构成了挑战。中拉关

系继续发展, 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 贸易额大幅度增加。

与会学者认为, 2001 年拉美地区的社会形势具有以

下特点: 社会宏观形势未发生剧烈变化, 但某些社会发展

指标明显恶化; 争取社会权利的意识和行动仍在不断发

展; 社会问题的发展超出了一国的范围, 呈现出国际化趋

势; 社会问题继续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大家普遍认为,

社会问题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而恶化。

总之, 这次研讨会是富有成效的。

(蔡同昌)

“阿根廷经济危机”研讨会综述

　　2002 年 1 月 10 日,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国别室组织

召开了“阿根廷经济危机”研讨会。来自外交部、中联部、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银行、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及

社科院拉美所等单位的 50 多位专家学者深入探讨了阿

根廷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阿根廷现政府的经济政策、未

来经济发展趋势等问题。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 长期实行货币局制度、财政赤字

数额庞大、外债不堪重负以及国内党派斗争和政见分歧

是造成阿根廷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另外, 经济的长期衰

退造成贫困化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水平下

降、民众对政府的极度不满等因素, 导致 2001 年年底社

会骚乱、政局动荡等混乱局面的出现, 最终酿成了令世界

震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危机。一些学者还从产业

结构、历史文化等角度对阿根廷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发

表了自己的见解。

关于新政府的政策和未来发展趋势, 大多数学者认

为, 杜阿尔德政府实行比索贬值、停止偿债和继续冻结银

行存款等措施存在很大风险。新政府将面临如何控制货

币贬值和继续冻结银行存款所带来的物价上涨、消除人

民不满情绪等一系列严峻课题。杜阿尔德政府稳定国内

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的任务将十分艰巨, 短期内阿根廷

的经济发展前景依然不容乐观。学者们认为, 新政府能否

团结全国各个党派、消除党派斗争、稳定政局, 是影响阿

根廷未来局势的关键。

20 世纪初, 阿根廷经济总量在世界排名居第 8 位, 人

均收入居拉美之首, 到 21 世纪初却因无力偿还巨额外债

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倒账国, 整个国家处于破产

的边缘, 这的确发人深省。与会学者指出, 认真总结阿根

廷 1 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近 10 年来新自由主义经

济改革的成败得失, 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刚刚加入

W TO 的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后, 与会学者指出了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

件下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1. 要协调好宏观经济

与微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2. 要正确处理改革

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冲击, 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

分配。3. 在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变化时要对经济

政策适时作出相应的调整。

(方旭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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