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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4 月 20 日，主要由反对派控制的厄瓜多尔议会以 60 票的绝对多数

解除了卢西奥·古铁雷斯的总统职务，由副总统阿尔弗雷多·帕拉西奥接任总

统。反对派多数议员还推举基督教社会党成员、议员比特里担任议会临时议长，

并由她主持新总统的就职仪式。厄瓜多尔代理检察长塞西莉亚·德阿尔马斯还以

“下令军警非法镇压示威民众”为由要求拘捕古铁雷斯，古铁雷斯于 24 日流亡

巴西寻求政治避难。 

厄瓜多尔政局为何急转直下，古铁雷斯总统缘何下台？ 

首先，古铁雷斯总统执政期间未能兑现竞选承诺。2000 年 1 月 21 日，古铁

雷斯率部分军官支持印第安民众推翻前总统马瓦德的抗议活动，参与“救国委

员会”接管政权，次日被迫退出，后被捕，同年 6 月获议会赦免；出狱后，创

建“1·21 爱国社团”党，并作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参加大选；2002 年 11 月，在

印第安人组织、左派政党帕查库蒂克运动和人民民主运动的支持下，古铁雷斯

高举反贪和反腐败大旗，承诺维护穷人利益，改善人民生活，增加对教育和医

疗的投入等口号，得到了工会、农民、印第安人和下层民众的支持，以此赢得

了大选，于 2003 年 1 月 15 日正式就职。就职后，古铁雷斯未能兑现竞选时的

诺言，不仅在反腐问题上毫无作为，而且政府还不断曝出腐败丑闻。2003 年 4

月，厄瓜多尔反对派和司法部门联手，以古铁雷斯在总统大选中有违法行为、

执政不力以及政府在石油、电力和电讯部门存在“严重的腐败行为”为由，掀

起了弹劾古铁雷斯的行动。同年 11 月又爆出执政党涉嫌在大选中接受毒品集团

政治献金的丑闻。虽然古铁雷斯在罗尔多斯党议员的帮助下躲过弹劾，但在民



众中的支持率大大下降。 

古铁雷斯以左派领导人的面目上台，执政后却背弃了改善人民生活、维护

穷人利益的诺言；政治上向右派政党靠拢，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对内阁进行

了 20 次调整，导致其主要竞选盟友帕查库蒂克运动和人民民主运动党与之决裂；

在经济上继续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外交上寻求美国支持，奉行迎合西方

投资者和国际金融机构的经济路线。近年来，石油、教育、卫生、交通等部门

的公务人员和香蕉农的罢工及抗议活动此起彼伏，使得古铁雷斯政府失去了执

政的基础。 

第二，政府干预司法是这次政治危机的导火线。2004 年 12 月 8 日，在政府

授意和执政党爱国社团党的策划下，在亲政府议员，主要是罗尔多斯党议员的

支持下，议会以多数票解散了当时试图弹劾总统的最高法院，罢免了全部的 31

名法官。同时选举以罗尔多斯党成员卡斯特罗为院长的新的最高法院及其组成

人员，并以亲政府人士取代了宪法法院和选举法院的法官。罗尔多斯党由前总

统阿夫达拉·布卡拉姆领导，与古铁雷斯保持着良好关系。此次最高法院变动

的结果，使基督教社会党在最高法院的法官成员从 18 名骤减到 4 名；使以基督

教社会党、民主左派党和帕查库蒂克运动为主的反对派遭到沉重打击，几乎完

全失去了在司法部门的控制权和影响力。按照厄瓜多尔宪法，最高法院法官的

任职是终身的。罢免法官的行动引起反对派的强烈不满，认为这是严重的违宪

行动和反民主行动。2005 年 2 月，改组后的最高法院决定，取消对前总统阿夫

达拉·布卡拉姆和古斯塔沃·诺沃亚以及一名前副总统“盗用公款”的刑事指

控，使他们结束流亡生涯回国。此举更引发了反对派和民众的强烈不满，他们

于 4 月初开始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古铁雷斯干预司法。 

第三，古铁雷斯政府失去了媒体舆论的支持。在厄瓜多尔局势持续动荡的



一周时间里,许多民众是受到舆论的鼓动走上街头的。在这些媒体中最著名的是

一家名为“月亮 FM99.3”的广播电台。1997 年 2 月，绰号“疯子”的总统阿夫

达拉·布卡拉姆当选总统仅 6 个月后就被议会以“精神状况无法胜任”为由，

解除了总统职务。当时,这家电台就发挥了类似作用。早在古铁雷斯 2002 年当选

总统时，“月亮”电台是他坚定的支持者。但是，和许多厄瓜多尔人一样，随着

时间的推移，电台工作人员对于古铁雷斯打击腐败、消除贫困的空头承诺越来

越没有信心。在古铁雷斯下台前的几周里，电台在节目中大肆宣扬古铁雷斯应

当下台的论调，并开通了热线，鼓动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电台还为每晚的抗议

活动设计了一系列主题。 

第四，面对示威者的抗议浪潮，古铁雷斯没有通过对话解决危机，而是动

用军队和警察，实施紧急状态，并且再次采取解散最高法院的违宪行动，使得

矛盾激化。4 月 13 日，皮钦查省和基多市联合举行反政府大罢工，首都基多每

天晚上都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改组最高法院，15 日晚达到高潮。随着社会各阶层

越来越多地加入到抗议行列，古铁雷斯于 4 月 15 日宣布在首都基多和皮钦查省

实行紧急状态，同时再次解散最高法院。在反对派的压力下，16 日，古铁雷斯

又宣布解除紧急状态。此后，抗议活动更加激烈，民众明确提出让古铁雷斯下

台的要求。19 日晚，抗议人群还与警察发生了冲突，造成 1 人死亡。20 日，数

千名身着蓝色校服的学生敲着鼓，喊着“卢西奥下台”的口号走上基多市主要

街道。学生带动了其他市民。从 20 日上午开始，首都基多街头的局势开始失控，

抗议人群包围了总统府和议会大楼。示威者和警方发生激烈冲突，导致至少 2

人死亡，100 人受伤。 

第五，面临政治危机的严重局势，警察和军队的倒戈亦是古铁雷斯不得不

下台的重要原因。4 月 20 日，国民警察司令若热·波韦达辞职。在议会宣布罢



免古铁雷斯之后，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克托·乌戈·罗塞罗将军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军队不再支持古铁雷斯。数百名保护总统官邸的士兵随后撤离。在示威者

与警察的对峙出现死伤后，军队和警察的突然倒戈也使得古铁雷斯不得不黯然

下台。 

古铁雷斯下台后，厄瓜多尔各党派在组建新政府问题上各有打算。帕拉西

奥宣誓就职新总统后，在对民众发表讲话时称“独裁统治已终结，我们将恢复

共和政府”。然而示威民众对这一结果仍然感到不满，要求帕拉西奥下令解散议

会，重新举行选举。被提名为新内政部长的毛里西奥·甘达拉明确表示，新总

统帕拉西奥将完成古铁雷斯剩下的总统任期（至 2007 年 1 月 15 日），厄瓜多尔

不会提前举行选举。但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提前举行总统选举是解决厄瓜多尔

政治危机的最好办法。 

厄瓜多尔发生的政治危机受到拉美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巴西、阿

根廷等国都表示希望厄瓜多尔各派力量能团结起来维护厄的民主体系，并愿为

其克服政治危机提供帮助。美国呼吁厄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但并未表示承认

新政府。巴西同意为古铁雷斯提供政治避难。美洲国家组织和里约集团也对是

否承认新政府持谨慎态度。美洲国家组织 4 月 21 日上午针对厄议会罢黜总统事

件在华盛顿召开紧急会议，探讨厄瓜多尔新政府的合法性。 

总的看来，各党派在司法和最高法院的权力之争是议会迟迟不能改组最高

法院的原因，并直接导致了厄瓜多尔的政治危机。危机的深层原因则是民众生

活困难，执政党上台后未能执行有效的反腐败、消除贫困的政策，未能重视土

著人组织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最近几年，厄瓜多尔的经济增长较快。由于国

际油价和农产品价格高涨，该国经济受益颇多。但是，下层民众并没有分享到

经济增长的好处，被排除在发展之外。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土著人组织厄



瓜多尔全国印第安人联合会（CONAIE）和土著人政党帕查库蒂克运动，不仅使

宪法承认了它们的地位，而且曾通过抗议等行动将两位积极推进新自由主义改

革但忽视社会公平与民生的总统（布卡拉姆和马瓦德）赶下台。尽管古铁雷斯

在帕查库蒂克运动的支持下赢得选举，也吸收印第安人进入内阁，但由于他多

次改组内阁、在司法等部门安插亲信，最终导致竞选盟友帕查库蒂克运动和人

民民主运动弃他而去。 

目前，厄瓜多尔最高法院已被解散，主动权落到议会手中，但各党派的利

益冲突依然存在，这场政治危机能否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仍是一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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