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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对拉美
国际政治的研究

郄　永　忠

　　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对拉美国际政治的研究主

要涉及以下几个领域。

一　新自由主义模式下拉美国家的
安全问题

　　墨西哥是受新自由主义模式影响最典型的、

第一个加入“第一世界俱乐部”的拉美国家。墨西

哥自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 就遭到来自北方

发达国家各种各样的安全威胁。①詹姆士·F. 罗

歇林所著《重新定义墨西哥安全: 在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下的社会、国家和地区》, 就是探讨这个问题

的一本专著。

关于拉美国家的安全问题, 作者从介绍墨西

哥安全的概念入手, 在几个方面阐述了以墨西哥

为典型的拉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以及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的墨西哥安全。 (一)墨西

哥的经济安全。主要涉及经济差异、工人的变化、

环境与安全和移民与安全等问题。作者认为新自

由主义时代为墨西哥政治、经济与安全所发生的

结构性变化提供了一个舞台, 加速了墨西哥经济

的跨国重组, 侵蚀了在墨西哥稳固了长达 60 年之

久的政治体制。他还讨论了边界与主权观念的变

迁等主题。他认为, 这些主题与新自由主义的出现

有关系, 而且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墨西哥安

全最关键的问题。 (二)土著人与墨西哥安全。恰

帕斯和墨西哥南部的安全是其焦点。 (三)非法经

济——毒品贩卖与安全。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

代, 毒品交易已经成为墨西哥国家安全的主要威

胁之一。反毒“战争”与新自由主义重构、经济萧

条、无政府和为此而采取军事化等许多社会现象

相关, 这些现象与墨西哥国家和北美地区安全密

切相关。 (四)民主、人权和墨西哥安全。他认为,

“安全”这一法定的概念是建立在国家的民主机构

和对人权尊重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它在某种程度

上溶解国家与社会安全。他分析了墨西哥走向民

主结构的缓慢进程, 探讨了墨西哥国内社会的发

展与安全的关系问题。如墨西哥人权、民主和安全

三者处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跨国力量的包围

之中。

在安全阶段和概念的界定上, 作者认为, 新自

由主义时代墨西哥的安全概念发生了巨变。他认

为墨西哥的安全分作 3 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墨西

哥革命到二战, 美国是墨西哥国家安全的主要外

部威胁。第二阶段是冷战时代, 把维护国家的内部

秩序作为最主要的国家安全来关注。以上两个阶

段, 革命民族主义是墨西哥安全概念的基础。第三

阶段是后冷战时代, 尤其是从墨西哥加入北美自

由贸易协定以后开始的。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

架下, 墨西哥安全理念发生转变, 在安全概念中比

民族国家更重要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墨西

哥官方的声明中,“安全”的概念是暗指社会公正、

自由、多元化和威权。但在这个非威权主义的时

代, 美国对墨西哥内部安全的影响日益加深。

关于新自由主义模式下拉美国家安全问题研

究的重要性, 作者认为, 把墨西哥作为拉美国家与

发达国家关系的个案来研究, 体现了把国际政治

经济、国际关系理论与安全三个领域交叉性研究

的一种尝试。④其学术价值就在于通过对北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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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贸易协定下的墨西哥社会、国家与地区的考察,

重新定义了墨西哥的国家安全, 尤其是从墨西哥

国家内部、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世界秩序的三角关

系中来探讨, 具有典型意义。

有的学者还探讨了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 加

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拉美国家内部发生的变

革。新自由主义政策改变了拉美国家内部政府与

私营部门关系的属性。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

国家巩固了国家与商业的战略联盟, 而 1994 年爆

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威胁了脆弱的私人部门新联

盟的基础。⑤

研究这个问题的著作还有: 格鲁盖尔和豪著

的《跨越北南分水岭的地区主义: 国家战略与全球

化》、怀斯·卡罗尔编的《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

政治经济: 墨西哥与西方霸权》、克拉克·托马斯

编著的《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 加勒比的情况》、威

廉·A. 著的《在后威权时代重新定义墨西哥安

全》等。

二　世纪之交拉美国家传统外交
政策和国际关系理论的调整

　　冷战后, 面对新的世界格局, 一些拉美学者从

国际关系理论和拉美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现状出

发, 试图调整其传统的外交政策, 以适应新的国际

形势的要求。譬如, 阿根廷就是明显的例子。

20 世纪 90 年代, 阿根廷外交政策的走向发

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尤其是在梅内姆政府时期。面

对新的国际形势, 阿根廷有计划有步骤地放弃了

传统的外交政策, 退出不结盟运动, 与西方国家签

订了不扩散条约, 曾是阿根廷外交部顾问班子主

要负责人的埃斯库德提出了“外围现实主义”

(Periphera l R ealism ) 的理论。⑥

拉美传统的外交政策, 尤其是阿根廷传统的

外交政策, 是以民族主义、不结盟和对抗美国霸权

为主要特征的。而外围现实主义是亲西方的现实

外交政策方法, 其主要内容就是主张与西方联盟,

与美国合作和外交上普遍推行实用主义。这一外

交战略是阿根廷民主政府所采用有选择的灵活务

实外交政策的哲学和理论基础。

有些学者还试图突破英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

方面的“明显缺陷”, 提出一些区别于传统外交政

策的方法, 以此来解释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拉美

国家外交政策的新变化。譬如, 外围现实主义学者

针对复合依赖学说的主张, 指出对于大多数第三

世界国家来说, 全球的相互依赖已经增加的情况

并不是真实的。第三世界的权力并没有加强, 而恰

恰是这些弱小的国家抵制强大的西方国家的

侵蚀。

有的学者指出外围现实主义应避免这样的陷

阱, 即采用发展主义的范式而不顾国家安全, 相反

把精力集中在由国家间体系所影响的外交政策的

牵引力上。⑦而外围现实主义学者却认为自己学

说“是外交政策理想的模式, 它把外围国家的经济

发展作为主要的目的, 这种发展既是为了国民的

物质财富 (那就是说以国民为中心的) , 也是为了

把财富和权力通过商业的联系来积聚国家的实力

(那就是说, 它是一个有利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政

策, 而不是把政治军事实力或安全作为其最高目

标的有害的国家中心论)”。⑧

也有的学者指出, 外围现实主义更多地是一

个外交政策的哲学思想, 而非实证主义的社会科

学。他们指出, 只要外部压力在政治上并不是不可

容忍的, 那么拉美国家与西方联盟、与美英发展友

好关系、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助以及其他

相似的政策, 或许有助于那些有掠夺本性的上层

人士积聚自己的财富和权力, 而忽视人民的境况。

如果这是真实的情况, 那么外围现实主义的十分

关键的因素——它的伦理的, 以国民为中心的标

准就会丧失殆尽。有鉴于此, 这些学者认为, 不能

把外围现实主义作为梅内姆外交政策的基石, 而

应该把这种学说的作者称为阿根廷一个新的国际

学说的“未知先生”。⑨

关于当前拉美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研

究, 西方学者还提出了诸如“多元外交”战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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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伙伴”战略以及“美洲二元”学说等观点。对此,

国内有些学者已在学术著作中介绍过。bk 在此就

不重复了。

关于这方面的著述还有修厄尔·H. 麦哲尔

著《点燃安第斯: 美国的外交政策与玻利维亚和秘

鲁的可卡因政治》等。

三　司法全球化与拉美国家的
政治民主化

　　 墨西哥的一家报纸曾刊登题为《司法全球

化》的文章, 认为全球化已经从经济事务扩展到政

治和司法决策领域, 它必将对拉美国际关系的未

来走向产生作用。这是在国外学术界反映司法全

球化对拉美国家和国际关系造成深远影响的一种

典型的观点。

这一观点的由来在于发生过的一个事件。

1998 年 10 月 17 日, 英国警察冲进伦敦的一家医

院, 逮捕了持有外交护照的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

震惊了智利和全世界。对此, 西方学者引发出这样

一个问题: 从国际法角度来看, 皮诺切特是否享有

起诉豁免权; 从政治学角度看, 拘禁进而引渡皮诺

切特对脆弱的智利民主政治是好还是坏。对此, 西

方学者看法不一。

皮诺切特是否被引渡, 它对智利乃至拉美的

政治民主化进程将产生何种影响?有的学者认为,

逮捕和引渡皮诺切特将“破坏智利国内正义利益

与国家稳定间的微妙平衡”bl ,“智利的和平过渡

应受到支持而不是破坏”。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

“从独裁和平过渡到民主不是司法问题, 最重要的

政治任务是在国内重建和平, 使朋友与以前的敌

人能和平共存。”bm

有的学者认为, 这项决定是在距智利 6 000

海里以外的马德里做出的, 那里的一名法官以酷

刑和屠杀罪起诉 83 岁的皮诺切特, 并要求将其从

英国引渡到西班牙。他们指出, 智利是惟一受两次

结果截然相反的危机打击的国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 国际债务危机使皮诺切特时期的经济奇

迹的泡沫破灭了, 后来当经济开始复苏时, 民主运

动又为最终推动选民于 1988 年通过公民投票决

定皮诺切特下台的运动铺平了道路。bn

就智利来说, 作为前国家元首且持有外交护

照的皮诺切特在有邦交的英国被拘禁, 意味着国

家主权明显地受到侵犯。正如智利总统弗雷所言:

“我国是一个有法律的国家, 我们不接受在智利犯

下的罪却在他国的法院受审。”bo 有的学者认为,

对皮诺切特采取的行动造成了民主过渡进程的倒

退, 使智利社会再次出现至今仍存在的严重分化。

有的学者认为, 在从苦难的独裁时期回到民

主以后, 一个国家如何在司法和宽恕之间找到平

衡呢? 他们认为智利是无法在这种道德选择题中

找到解决办法的国家之一。由此, 引发了所谓的

“威权政体遗孽”(A u tho rita rian L egacy) 和“监护

式民主”(Guard ian D em ocracy) 的危机, 这是大多

数拉美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所无法避免的, 只是

差异程度的不同而已。bp 他们认为, 一个独裁制度

的终结一般来说是通过政变或漫长而复杂的政治

谈判进程来实现的。智利没有经历过其中任何一

种情况。有的学者提出, 司法全球化的新趋势会以

平等的方式进行吗? 他们认为强国可能会谨慎地

选择哪些前独裁者应该因其罪行而受到法律制

裁。但在缺乏稳固的国际秩序的情况下, 可能会发

生专制的行为。他们指出,“谁应该在全球化的世

界中掌握国际司法权,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他们提出, 在将正义事业推向前进的同时能

够捍卫国家的主权吗?随着皮诺切特的被捕, 目前

很显然, 突破国界正迅速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但

“随着经济全球化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来规

范其体系和游戏的范畴, 司法全球化同样需要一

定的机制来减少潜在的混乱。”bq

四　经济全球化与拉美国家的
新型殖民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 拉美国家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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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着这样一个两难问题, 即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

刃剑, 它在给拉美国家带来机遇的同时, 也带来严

重的挑战。那么, 随着拉美国家不断融入西方世

界, 拉美国家是否会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型殖

民地, 国外有的学者的回答是肯定的。

有的学者认为,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新自由主

义的全球化, 拉美国家主权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削

弱了。br 也有的学者认为, 拉美正在美国化,“一些

美国的习惯已经逐渐深入到拉美人的骨子里。以

至于随着时间的推移, 拉美国家过感恩节也就不

足为奇了。”“美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拥有现代

化的通讯工具, 它发现拉美是一块沃土, 可以逐渐

渗透到它的社会组织中。”“在拉美国家中受美国

影响最大的是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由于它们离

美国比较近, 所以美国很容易进行文化扩张。尽管

墨西哥许多年以来竖起了一道民族主义的屏障,

但这道屏障正在一步一步地倒退。近年来墨西哥

的依赖性逐渐加强, 而美国人的行为也越来越大

胆。”“尽管墨西哥仍是穷国, 仍是第三世界, 但已

经搬到了富人区。”bs

有位学者则在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谈到, 全球

化带来了拉美国家的新型殖民化bt , 并认为统治

世界的将是跨国公司的联合体, 经济实力将取代

军事和政治实力。根据大型跨国公司需要, 国家的

作用将只是第二位的。他谈到, 我们可以看到委内

瑞拉的许多小企业是如何消失的。它们被大企业

所取代, 其中很多是跨国公司。这正是在全球范围

内越来越快、比例越来越大的演变的一部分。他认

为, 以人治人的新型殖民化, 是一种以没有核心权

力为特点的世界新形势, 这种势力惟一追求的就

是效率, 而就业或工作条件并不重要。新型殖民化

将在那些为它提供政治支持并根据它的需要制定

法律的国家中发展, 它将彻底改变世界秩序。这种

观点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 只有灾难或环境剧变

才阻止过进化的发展, 就像恐龙的消失就是因为

它们不能随着环境的改变而进化。

五　拉美国家与美国的关系

二战后, 美洲国家组织取代泛美联盟, 以及

《泛美互助条约》的签订, 标志着战后初期美国把

泛美体系完全纳入其反共“冷战”政策的轨道, 并

以此来规范拉美国家与美国的关系。在泛美体系

内部, 拉美国家日益发展的民族主义与美国坚持

的霸权主义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60

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 拉美国家逐渐拉开了

与美国的距离, 泛美体系的危机渐显端倪。80 年

代, 美洲国家组织在泛美关系中的重大问题上已

无足轻重。拉美国家提出把美洲国家组织变为西

半球“南北对话的讲坛”。90 年代以来, 随着经济

全球化的逐步深入, 拉美国家与美国的关系进一

步密切, 尤其是与美国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

拉美国家, 它们之间的关系既有矛盾, 又有协作。

有关美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文章在西方学者笔下

有较多的论述。

墨西哥是第一个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拉

美国家, 而且又与美国毗邻相居, 因而墨美关系显

得非常重要。有的学者提出墨美关系之间的“低强

度冲突学说”的观点。ck 它的中心思想就是美国历

届政府的代言人对于墨美之间的非法移民和非法

毒品交易所采取的措施, 直接导致墨美边境地区

的渐进军事化。他们认真地考察了在外交政策的

范式下, 尤其是在其低强度冲突学说 (L IC) 的范

畴下的美国国内政策。这种政策在越南战争时期

得到发展, 它在 80 年代中美洲地区也有极其有害

的效果。这些学者创立了所谓低强度冲突学说的

“理想模式”, 而且把它的具体操作组成的成分与

美国在边境地区关于移民和毒品问题的政策和实

践作了比较。

有的学者指出, 这种研究方法尽管在某种程

度上是费力的, 但是它最终证明是开阔新的视野

的一种有用的方法。但也有学者认为, 这种学说的

不足之处是过多地把目光放在美国一边, 而对“等

式另一边的墨西哥缺乏处理”。cl

有的学者还从历史的角度谈到墨美关系, 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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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有记录的历史以来墨美关系充满的神秘色

彩”。其中涉及从 20 世纪前 10 年到 50 年代的国

际关系, 而且也涉及墨美移民等敏感的问题。主要

是论及了一个贫穷的民族如何在一个比它更强大

的、更富有的和更赋有侵略性的民族旁边为建立

自己的事业而斗争。cm

美国与巴拉圭的关系。有的学者探讨了巴拉

圭政权的变更 (即从独裁到民主政权的过渡)以及

与美国的关系。这些文章或著作从分析巴拉圭民

主化的外部根源出发, 阐明美国是如何在那个国

家的政权更迭中起作用的。作者还分析了在巴拉

圭过渡时期前后由美国所操纵的力量的不同

形式。cn

美国与中美洲的关系。美国提出保卫中美洲

的安全, 以反对共产主义的侵蚀。学者们认为冷战

时期在拉丁美洲的小国或易受攻击的国家, 比如

像巴拉圭这样的小国和中美洲的多米尼加、海地

等国, 美国在这些地区或国家扮演着对这些独裁

政权的生存、发展、衰亡起预测未来角色的作用。

美国政府还有一种非常重要, 但又常常被忽略的

角色, 那就是推进和加强在这些国家的民主统治。

有的学者认为, 在冷战时期美国发起的与中

美洲国家政府的军事和警察合作的计划还有助于

这些国家监督能力的形成, 而在这一时期中美洲

国家形成的过程正在完成。危地马拉就是一例。华

盛顿的帮助是被“反对共产主义”这一传统的外交

思维过程所构建,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比民主理念

更优先考虑的就是在这些国家构筑起类似“现代

化”和“安全”等专家治国的理念。co

除此之外, 美国与巴西、阿根廷的关系, 与委

内瑞拉的关系, 与玻利维亚和秘鲁等国的关系, 也

是西方学者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有关这方面的

学术著作主要有马科斯的《种族和国家: 美国, 南

非和巴西比较》、黛博拉·L. 诺登的《拉美过去的

残骸: 军事遗产与美国的影响》、戴维斯·舍尼的

《武装的兄弟关系: 巴西—美国军事关系 (1945～

1977)》、哈金斯·马蒂的《政治警察: 美国与拉丁

美洲》、兰斯福特·W. 帕默编著的《在新世界秩序

下的美国与加勒比关系的重新定位》、弗兰克·

O. 莫勒的《从独裁到民主: 美国与巴拉圭的政权

更迭 (1954～ 1994)》等。

六　古巴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古巴是拉美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为

“打破美国封锁, 争取生存空间”, 古巴的外交活动

异常活跃。迄今为止, 古巴已同 100 多个国家建立

和恢复了外交关系。它同加勒比和拉美地区国家

改善关系; 积极参与国际活动, 赢得国际社会的同

情和支持。尤其是与西方国家大力拓展外交方面

引起世人关注, 成为拉美国际政治的一个显明特

点。这一现象在西方学者笔下也多有论及。

古巴与加拿大的关系是西方学者谈论较多的

一个课题, 约翰·柯克和彼得·麦肯纳的《古加关

系: 另一个睦邻友好政策》就是西方学者第一部研

究古加关系的著述。这二位学者描绘了从 1959 年

古巴革命前一直到 90 年代克雷蒂安总理时期的

古加双边关系。他们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 古巴证

明是加拿大的一个可靠的和有价值的伙伴, 美国

应该从古加这种“建设性的参与”和普遍的睦邻友

好的范例中学到一些东西, 以使和菲德尔·卡斯

特罗实现关系正常化。简而言之, 古加关系是很好

地建立起来了。cp

而另一些学者对此观点评论到, 这仅仅是这

二位学者在他们著述的分析中的部分成功之处,

因为尽管从官方的视野中采撷一个狭隘的外交研

究是安全的, 但是它缺乏有效性。不管怎样, 它对

于古加关系的演进缺乏政治和国际背景的深刻理

解, 而且对于驱使两国外交政策的东西也缺乏评

估, 尤其在 1968 年以后, 古加关系变得更加

复杂。cq (责任编辑　鲁　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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