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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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