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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美拉经济关系前沿问题的最新研究
——介绍《挑战与机遇: 美洲贸易自由化研究》一书

王　翠　文

　　现代国际关系纷繁复杂, 千头万绪, 然而, 其主要内容

不外乎是“东西南北”问题。东西关系的实质是政治问题,

南北关系的核心是经济问题。“冷战”结束后, 东西方之间

军事对抗和政治对立的格局瓦解, 南北经济发展成为时代

的主题。在后“冷战”时代, 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面临着国

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挑战。大多数国家打破经济发展水

平的限制, 在地区范围内开展经济合作, 在区域经济联合

中寻求经济增长的外部动力源, 以区域经济优势积极参与

国际经济竞争。在竞争中合作, 在合作中竞争, 成为一种

“双赢”的选择。现在, 几乎所有国家都已加入或准备组建

一个或多个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 经济区域化在全球范围

内展开。世界经济区域化既是国际经济深入发展的产物,

同时将改变国际经济关系的内涵和外延。

进入 90 年代, 美洲贸易自由化的勃兴就是国际经济

变动在西半球的反映。1990 年, 美国总统布什提出了“美

洲事业倡议”。1994 年 1 月 1 日, 美、加、墨 3 国组建的北美

自由贸易区正式运行。同年 12 月, 西半球 34 个国家的政

府首脑 (古巴除外)云集美国的迈阿密, 召开了美洲首脑会

议, 确定了在 2005 年建成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目标, 由此缓

缓拉开了美洲贸易自由化的序幕。美洲贸易自由化既给西

半球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同时又使它们面临巨大的

挑战。它不仅对西半球国家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而且

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发挥重要的作用。对这一重大的现

实问题进行理论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天津南开大学

拉美研究中心王晓德教授的新作《挑战与机遇: 美洲贸易

自由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 6 月出版) 就

是对美洲贸易自由化进程进行系统研究的一部力作。

一些人认为, 研究国际问题缺少经济分析, 研究经济

问题不够重视社会科学的其他方法。就学术研究而言, 顾

此失彼或厚此薄彼都是一种缺憾。作者在后记中谈到:“在

当今时代, 当发展国际经贸关系成为各国制定对外战略的

基本出发点时, 如果不研究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很难说

能够对一国的外交做到全面深入的理解。”(第 455 页) 如

作者所言, 研究外交固然需要对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有一

定的了解和理解, 学术相通, 研究国家经济关系又何尝不

是如此! 如果缺少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把握, 研究经济问

题难免也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该书论述的是当代美拉

的经贸关系, 作者的学术视野并没有局限于对当代美拉经

济关系的论述。作者多年从事美国对外关系的研究, 比较

侧重于美洲问题的研究, 在美国的外交、文化及美拉关系

等领域有很深的造诣, 这种学术背景赋予这部著作以整体

性的特点。

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经济背景出

发, 作者对美洲贸易自由化的历史、现实及未来进行了通

盘研究。美洲贸易自由化涉及的问题众多, 选择这一课题

进行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全书共分八章, 每一章都有

独立的主题。就美洲贸易自由化的背景、北美自由贸易区

(NA FTA ) 是美洲贸易自由化的前奏、拉美经济一体化是

南北美洲联合的基础、美国对美洲贸易自由化进程发挥着

主导作用、美国总统能否得到“快车道”程序将决定美洲贸

易自由化的实质性推进、美洲贸易自由化的谈判过程及其

给美拉双方带来的利弊得失等问题, 作者均作了详尽的阐

述。对美洲贸易自由化与W TO , 美洲贸易自由化对中国

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等问题, 作者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全书几乎对美洲贸易自由化进程涉及的所有主要方面进

行了整体研究, 清晰地展示了美洲贸易自由化的来龙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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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对影响当代经贸关系的历史因素、贸易问题的政治化、

利益集团的压力、立法机制的牵制及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

相互转化和互动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深刻地揭示了美

拉经贸关系发展的内在逻辑。

作者从“冷战”后国际格局变化的高度审视美拉双方

战略目标的变化, 全面论述了美洲贸易自由化是符合美国

和拉美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 因此, 美洲贸易自由化倡议

的提出有其必然性, 最后的形成也是不容怀疑的。作者指

出, 美洲贸易自由化“是西半球经济一体化在新时期的集

中体现, 除了受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的影响之外, 还

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第 1～ 2 页)“西半球观念”是美洲

合作的理论基础, 其实质是美国决策者“从‘西半球观念’

中找到了解释, 无非是想把拉美国家紧紧地拉在以它为中

心的一个经济共同体中, 进而实现 其在西半球的现实利

益”(第 12～ 13 页) ; 拉美国家响应美国发出的倡议, 有其

复杂的背景 , 但也不能排除历史上延续下来的美洲联合

的意识在起作用,“北南美洲国家不同利益在新时期的交

合减少了双方在国际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冲突, 使历史上

延存下来的合作形式有了新的内容。”(第 14 页) 作者从历

史背景入手揭示了西半球一体化在新时期复兴的缘由。

美国一向以自由贸易的捍卫者自居, 在政府的经济文

献中“自由贸易”是最闪亮的字眼;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 自由贸易成为美国推行其经济战略的一块“金字招

牌”。对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实质, 作者指出 , 美国高举自

由贸易的旗帜就是“以‘商业’的优势高筑其世界帝国大厦

的”(第 25 页) , 自由贸易只有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时才被

实行, 并指出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实际上都是美国政府

实现其国家利益中包含的不同目标时所使用的有效手

段”。 (第 36 页)在新的历史时期, 美国在拉美的战略目标

是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中心环节实现开拓市场、为本国

企业创造投资机会和推动拉美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对拉美

国家在 80 年代后期所发生的转变, 作者从改革开放和政

治民主化、拉美一体化的发展等方面展开论述, 从历史到

现实, 全面分析了美拉双方进行战略转变的必然性, 从而

论证了美洲贸易自由化是建立在南北美洲利益需求汇合

的基石之上的。

区域经济协作在本质上代表了一种合作的取向, 只有

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使成员国在协作中能实现各自的利

益目标, 区域合作才能进行下去。因此, 在美洲自由贸易区

的谈判中美国与拉美双方都在权衡利弊, 努力使谈判结果

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因此, 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利

弊得失及双方的矛盾既是谈判的难点, 也是研究的重点。

一般而言, 经济实力处于强势的国家容易得益, 而小国和

弱国可能承受负面影响。作者分几个部分分别对美拉双方

的利弊得失做出了广泛深入的分析, 得出了美拉双方都能

从中受益的结论。美拉双方对实现美洲贸易自由化的途径

抱有不同的主张, 但美国对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发挥主导作

用的现实决定了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最后形成与美国的方

案相距不会太远。从本质上讲, 美洲自由贸易区是NA F2

TA 的南扩。NA FTA 运行的实践证明,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

的国家均能从贸易自由化中受益。作者通过分析NA FTA

对墨西哥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肯定了拉美国家可以大规

模地实现贸易创造效应, 得出“美洲贸易自由化给拉美国

家带来的不会全是‘福音’, 但从长远来看显然符合它们的

利益或者是利大于弊”的结论。 (第 236 页) 对美洲贸易自

由化产生的负面影响, 作者也给以足够的重视。

这场影响深远的变革与每一个参加谈判的国家的切

身利益直接相关, 参与谈判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悬殊,

追求的利益目标存在极大的差异, 谈判的难度可想而知。

可以说, 谈判本身是对西半球国家在将来能否协作的考

验。作者以大量篇幅对谈判日程的安排、工作小组的实际

操作、谈判中提出的不同主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在现阶段, 决定谈判进度的关键因素是美国总统能否

得到国会授予“快车道”的权利。作者分析了美国国会的立

法取向、贸易问题的政治化、“快车道”程序的机制、克林顿

政府没有得到这种权利的原因及“快车道”程序对贸易谈

判的重大意义。从作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 由于美国贸易

立法机制存在的特殊性, 影响国际贸易谈判的国内和国际

因素的界限日渐模糊, 权力和利益的交织以及国内政治对

国际经济关系领域的渗透, 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及执行

发挥重要的作用, 国际贸易问题已超越经济范畴而变得越

来越复杂了。

自迈阿密美洲首脑会议后, 美洲贸易自由化的进展引

起了世人的关注。这个“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的自由贸易

区一旦建成, 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必将对世界

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研究美洲贸易自由化对世界经济、

特别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

在第八章专列了美洲贸易自由化与W TO、美洲贸易自由

化与中国两部分, 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并提出

了对策性建议, 使全书的内容和结构更加完整。

这部 30 余万字的专著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果,

作者的思想和观点都熔铸在字里行间, 上文所列举的只是

片鳞只羽, 不足以反映全貌。全书引证的大量资料反映了

作者在资料的掌握和使用的广泛性方面非国内同类著作

所能及。对国外的观点和资料, 作者保持了审慎精思的学

术独立性, 不盲从、不偏信、立论有据、论证充分, 体现了一

个学者严谨治学的学术品格。

(责任编辑　蔡同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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