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 朱玲副所长作了关于“农村基本卫生保障指数

的政策内涵”的报告, 古巴高教部科技司司长维多

利亚·阿伦西比亚介绍了古巴的社会科学与教育

的情况。当天下午, 蔡　所长作了“从政治经济角

度看中国的劳工改革”的报告, 古巴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社会保障司司长尤西米·坎波斯介绍了古巴

的社会科学与劳动用工、社会保障的有关情况, 陈

昕介绍了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问题。

在 9 月 9 日上午的会议上, 古巴科技与环境

部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玛丽娅·伊萨

贝尔介绍了古巴社会科学与老年人和妇女问题;

古巴共青团社会工作项目组长恩里克·戈麦斯谈

到了古巴的基层社会工作的目标、途径与方式; 古

巴高教部马坦萨斯省“印第安人阿多依”试验站研

究员希尔达·马恰多介绍了农村市镇社会经济与

可持续发展的评价; 古巴无线电与电视研究所所

长法比奥·费尔南德斯作了“古巴的社会科学与

社会通讯”的报告。当天下午, 古巴文化部“胡安·

马里内略”研究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介绍了

古巴社会科学与文化的情况, 古巴“安东尼奥·努

涅斯·西门尼斯”自然与人基金会研究员阿尔曼

多·费尔南德斯作了“古巴的社会科学和环境与

社会发展”的发言。

9 月 10 日上午, 徐世澄作了研讨会的最后一

个发言, 题目是“中国的古巴研究”。随后, 举行研

讨会的闭幕式。莉娜副部长在闭幕词中对研讨会

作了总结, 她认为, 这次研讨会是古巴和中国社会

科学工作者进行学术交流的第一步, 是一个良好

的开端。她说,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 西方有的

学者说, 历史已经终结, 马列主义已告失败。我们

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是要恢复人类的价值, 寻

求真理, 应对挑战和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遇到

的各种问题。古巴和中国有不少不同, 但也有许多

共同点。古巴和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进一步

加强交流, 更好地为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和本

国的人民利益服务。莉娜副部长还高兴地宣布, 古

巴科技和环境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签署了一项

协议, 将进一步加强两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交流,

并定于 2005 年在北京举行第二届中古社会科学

双边研讨会。

9 月 9 日晚, 古巴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主

席菲德尔·卡斯特罗亲切地会见了陈奎元院长率

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和出席中古首届双边

研讨会的中国学者。

(驰　骋　供稿)

“NA FTA 十周年回顾”研讨会综述

　　2004 年 9 月 9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

研究所国别室举行了题为“NA FTA 十周年回顾”

研讨会。所内外近 60 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此次讨

论会。会议围绕NA FTA 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

对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影响、对墨西哥农业的

影响等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与会者首先听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

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研究员所做的题为

“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与我国对策”的报

告。首先, 他对 90 年代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情况、

类型分布、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区域化是否

会导致多边贸易体制的停滞等问题做了简要的介

绍, 并提出, 90 年代至今的这段时期是全球区域

经济合作的第二个发展高速期; 区域经济合作在

欧洲发展最为显著, 亚太地区实施得很少, 拟议中

的区域经济合作则较多; 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全球

贸易的主导部分以及区域化、多边化同等重要。其

次, 他认为, 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已从数量型扩张转

向质量提高。其原因如下。一是新一代的区域经

济合作涵盖的范围更宽, 已从传统的货物贸易发

展成为投资、服务甚至人权等方面的全面合作; 二

是欧盟的东扩和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大大减少

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数量; 三是多边主义进程的加

快, 美欧扩张竞争促使了大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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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此外, 在谈到区域经济合作的效益问题时, 他

认为, 区域经济合作正在从静态经济收益 (改善贸

易条件、增加贸易量、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等) 转

向动态经济收益 (区域内公共产品, 化解历史、外

交和民族纠纷, 扩大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影响力, 服

务于民族国家的全球战略等)。在谈到当今区域经

济合作的方式问题时, 他认为, 全球区域经济合作

已经从 80 年代的南南合作转变成 90 年代以来的

南北型合作的主流。另外, 他还认为, 南南型合作

使得成员国之间差距拉大, 而南北型的合作相反

能缩小成员国之间的差异。在谈到中国应对全球

区域经济合作浪潮时, 他指出: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

合作是必然选择, 其原因在于: (1) 融入全球化进

程中; (2)为经济发展创造周边环境; (3)成为地区

性大国的必要条件; (4)扩大对国际经济规则制定

的影响力; (5)国家统一的重要推动力。

随后, 拉丁美洲研究所国别室谌园庭助理研

究员做了题为“NA FTA 对墨西哥经济的影响”的

主题发言。她首先回顾了墨西哥加入NA FTA 的

出发点: 经济增长, 吸引外资,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

会, 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等等。从NA FTA

对墨西哥经济的影响来看, 较为显著方面是: 刺激

经济增长, 加入NA FTA 十年以来, 墨西哥年均

GD P 增长率为 2. 9% ; 降低了通货膨胀; 促进了外

贸的增长; 使墨西哥吸收外资猛增。因此, 从整体

而言,NA FTA 对墨西哥经济的影响利大于弊。

拉美所经济室杨志敏助理研究员在回顾墨西

哥加入NA FTA 十年历程时, 首先综合介绍了国

外对NA FTA 的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

为,NA FTA 对美加墨 3 国的影响是积极的, 在美

国、加拿大和墨西哥 3 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声明中

表达了这种观点。具体评价是: NA FTA 增进了 3

国之间的关系, 促进了 3 国间的贸易和投资, 增强

了环境保护意识, 提升了对基本劳工标准的尊重,

深化了推进自由贸易的意识。第二种观点认为,

NA FTA 对墨西哥的影响是消极的。原因在于:

NA FTA 造成墨西哥农业和农村危机, 吸引投资

和出口并没有使边界地区经济受益, 环境问题不

仅未得到解决反而日趋恶化。第三种观点认为,

NA FTA 对墨西哥的影响可谓喜忧参半, 这种观

点主要是一些国际独立研究机构的结论。之所以

得出这种结论, 是因为: NA FTA 没有帮助墨西哥

经济不断满足工作增长的需求, NA FTA 所带来

的生产率的提高没有转换为工资的增加,

NA FTA 没有成功阻止向美国的移民, NA FTA

在环境管制方面证明缺乏依据, NA FTA 并未使

墨西哥农业向现代出口导向发展中获得预期的环

境收益。在谈到对NA FTA 的再评价时, 他运用

“分阶段时间序列设计”, 从国内生产总值、进出

口、财政收入和支出、农业耕地面积和就业等 12

个经济因变量来分析NA FTA 的十年历程。他认

为, NA FTA 对墨西哥的经济增长、失业下降、进

出口增加、政府收支改善等经济指标的贡献显著;

而在物价上涨、最低工资下降和外出移民增加方

面影响较小。从总体而言,NA FTA 给墨西哥经济

带来的影响是积极意义大于消极意义。在谈到墨

西哥加入NA FTA 后所实行的具体政策时, 他认

为, 墨西哥政府在农业、客户工业、移民、环境和结

构性改革方面存在着较大的问题, 这也是导致墨

西哥经济增长停滞的重要原因。因此, 在评价

NA FTA 时, 综合考虑墨西哥政府所采取的政策

是做到恰如其分地评价NA FTA 的重要方面。

在评价NA FTA 对墨西哥的影响时, 农业问

题一直是左右人们对NA FTA 利弊判断的重要

因素。在谈到NA FTA 对墨西哥农业的影响时,

拉美所经济室研究人员张勇作了“NA FTA 对墨

西哥农业的影响”的发言。他将NA FTA 对墨西

哥农业的影响总结为: 农业贸易总体呈增长态势,

但不平衡特征明显; 在NA FTA 框架下, 墨西哥

对农业补贴政策实行调整, 由价格补贴转为收入

支持, 但政策本身尚存缺陷; 农村形势和贫困程度

更令人担忧。另外, 他还具体分析了NA FTA 对

墨西哥玉米种植业的影响。最后, 在总结墨西哥加

入NA FTA 十年历程时, 他认为: 世界范围内的

农民运动表明, 如果在农业政策的制定上无法获

得民主参与的机会, 农民将通过其他方式让世界

听到他们的声音; 只有一个 NA FTA 还远远不

够。不仅要通过贸易政策的改革来争取有利的外

部环境, 而且要通过更好的教育提高劳动力竞争

力, 通过法律规范框架改善投资环境, 通过提高基

础设施和保持技术进步的即时更新来全面发展经

济; 墨西哥加入NA FTA 是一件好事, 对墨西哥

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但它本应表现得更好。

商务部的卢国正在总结NA FTA 对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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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时认为, 1994 年墨西哥加入NA FTA 的主

要目的是吸引外资、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发展这

3 个方面。从NA FTA 实施十年的实效来看, 这些

初衷基本实现。而存在的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不

应该看成是NA FTA 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从总体

而言,NA FTA 对墨西哥的作用非常大, 可以看成

是南- 北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功范例, 这种影响不

仅表现在经济方面, 同时也体现在政治和社会制

度上。就墨西哥与中国的贸易而言, 墨西哥对中国

的反倾销已从拉美的第一位降至第四位。

在谈到今后对NA FTA 的研究方向时, 拉美

所苏振兴研究员建议, 应拓宽研究范围。至于

NA FTA 对墨西哥的影响, 应该细化到墨西哥政

府所实施的政策层面, 如墨西哥加入NA FTA 之

后怎样降低了通货膨胀?实施了怎样的财政政策?

等等。另外, 还应该从宏观角度解析NA FTA 对

墨西哥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以及墨西哥政府如

何应对冲击, 如何调整产业结构, 等等。另外, 我们

还应注意墨西哥加入NA FTA 前后的国际形象

之间的比较, 提高国际影响是墨西哥加入

NA FTA 的动机之一, 但实际效果却是其国际影

响受到很大损失, 主要体现在墨古关系和拉美 (特

别是南美)对其的排斥上。

(周志伟　供稿)

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前秘书长约瑟夫·特兴教授
谈拉美民主化进程

　　2004 年 9 月 28 日下午, 德国阿登纳基金会

前秘书长约瑟夫·特兴教授在该基金会驻京代表

荣敏德先生的陪同下, 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

洲研究所做了题为“拉美民主化进程”的报告。出

席报告会的有来自中国外交部拉美司、中国现代

国际关系研究院和社科院拉美所等单位的 40 多

位专家学者。社科院拉美所所长郑秉文研究员致

欢迎词。

在阐述拉美的民主化进程之前, 特兴教授首

先澄清了“拉美”一词的概念。他认为, 正确认识拉

美和拉美各国的情况是研究拉美政治的前提条

件, 因此必须首先阐明拉美这一概念。他认为, 受

地理和文化两个要素的影响, 真正意义上的拉美

并不存在。我们通常所说的拉美指美国以南的美

洲地区, 包括墨西哥、中美洲、南美洲和加勒比地

区, 涵盖面非常广。从文化的角度看, 这一地区没

有表现出文化上的同一性。拉美是一个丰富多彩

的大陆, 各国的差异性是显而易见的。概况地讲,

当前拉美可分为二元文化国家和一元文化国家。

前者, 如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墨西哥等国,

土著居民及其文化传统在这些国家根深蒂固, 同

时又接受了殖民主义者从西班牙移植过来的政

治、经济制度和文化, 独立后西欧文明对它们的影

响也难以磨灭。后者 (如阿根廷) , 独立后主要受到

欧洲文明的影响。在巴西, 葡萄牙殖民征服的影响

一直伴随着独立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在加勒比

地区, 也存在不同的文化要素对政治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不同影响。

特兴教授认为, 拉美政治民主化进程始于

1815 年独立运动。但从 1815 年开始的这个民主

化进程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化进程。拉美国家独立

建国之初, 少数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曾力图把西欧

和北美的资产阶级民主体制移植到拉美, 但未能

如愿以偿。尽管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 拉美

各国始终存在着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斗

争, 诸如争取政教分离、宗教自由、扩大选举权等。

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始终未能较好地建立起

来。相反, 军人干政逐渐成为一种政治传统。正是

这种独立后在拉美各国广泛出现的军事政变影响

了拉美民主的深化。最终建立起来的民主体制存

在种种缺陷, 表现在: 拉美各国的选举制度只是民

主的一个摆设; 独立后制定的宪法只停留在“口

头”上, 是政治家满足其政治需要的工具。拉美各

国独立后制定的宪法大都照搬欧美模式, 如 1789

·95·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