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可以很明确地界定哪些是属于你的 , 哪些是不属于你的。我没有权力去干涉你国范围内的事务 , 你拥有

主权 , 你应该行使自己的权力 , 不受他国干涉。民主在各个国家都有差别 , 同时各个国家的法律也有差

异。民主要来自于本国人民、文化以及各自国情。因此 , 我们一直努力坚持不干涉原则 , 坚持法律国家平

等的原则 , 同时我们也主张国家自由、多元化发展原则 , 这对你、对我都是有利的。在这样的前提下 , 才

能真正实现拉美的一体化和团结 , 这也是我们委内瑞拉所倡导的玻利瓦尔革命的重要原则之一。玻利瓦尔

革命所关注的是人 , 但它不是个人主义的 , 而是集体主义的 , 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的 , 因为社会主义的核心

就是这样。有一个伟人曾说过 , 伟人之所以为伟人 , 是因为他想到集体 , 想到集体的利益。这些就是我们

所说的面向 21 世纪革命的一些重要原则。那么现在我们的问题在于语言的交流问题 , 中西文之间的障碍 ,

我们已经出版了一些相关书籍 , 我们希望有一天能被翻译成中文 , 赠送给拉美所 , 以供各位开展研究。

(委内瑞拉驻华使馆供稿 　宋晓平校)

乌拉圭的对外关系

塞萨尔·费雷尔

我十分荣幸和愉快地接受拉美所的邀请 , 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术论坛“2005～2006 年的拉丁

美洲”。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在学术研究以及与拉美研究机构和大学建立合作关系等领域 , 从

事着重要工作。就乌拉圭而言 , 我想在这里提及的是 , 1998 年前副总统乌戈·巴塔亚博士在对中国进行正

式访问期间 , 顺访该所并会晤所领导。同时 , 我向拉美所对去年《乌拉圭》一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努力表示

感谢 , 这本书由贺双荣研究员所著、并由我的前任贝拉略·迪亚兹大使撰写序言 , 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介

绍乌拉圭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的著作。

11 国际关系中的主角。

我认为 , 21 世纪的国际关系是以三大主角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的 , 它们是政府、学术机构和企业。

———政府 : 是国家的代表和外交、经济、文化和国际合作各方面对外政策的领导者。

———学术机构 : 在这个定义中 , 我指的是大学和诸如社科院拉美所这样的研究机构 , 它们为战略方针

的酝酿和制定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和分析。

———企业 : 它们力求将政府的协定和计划付诸实施 , 同时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将其转化为经济互动的

现实。

出于这种个人观点 , 作为乌拉圭驻华大使 , 我认为乌拉圭全力支持和帮助拉美所与乌拉圭相应的机构

开展活动是十分重要的。

21 乌拉圭与中国外交关系 18 年。

2 月初 , 乌拉圭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已满 18 年。因此 , 这也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机会来到这里并感

到高兴的另一个原因。与中国建交是一个历史事件 , 在乌拉圭外交史上具有最高的政治意义。应该强调的

是 , 当时这在由乌拉圭全部政党组成的议会中得到了支持。现在 , 我们可以肯定 , 与中国发展外交关系对

乌拉圭而言是头等大事 , 这种关系基于“一个中国”的原则 ; 这个重要的定义构成了乌拉圭的一项国策 ,

因为自 1988 年以来它一直被历届政府所坚持 , 尽管它们分属于不同的政党。

31 对外政策的原则。

由塔瓦雷·巴斯克斯博士自 2005 年 3 月 1 日起担任总统的现任进步政府 , 在最近一次联合国大会的发

言中 , 重申了我国对外政策所历来遵循的原则 :

———“履行和平、主权、民主和团结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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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反对一切恐怖主义、暴力和歧视”;

———“承认各国拥有稳定和安全的国界 , 以及最大限度地自由行使主权和自决权等不可侵犯的权利”;

———“尊重国际权利 , 将其视为各民族主权及和睦相处的最好保证”;

———“不结盟 , 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

———“重申多边主义是加强国际权利、扩大联合国作用的途径”;

———“主张一切人权都是不可分割的 , 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民事的 , 还是文化的 , 包括

集体性质的权利 , 如发展权和环境权等”。

总之 , 我认为引用巴斯克斯总统在第 60 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中的一段话来概括本届进步政府的国际

政治思想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当缺少宽容时和在恐怖主义的威胁下不会有和平 , 在贫困时不会有自由 ,

在不平等中也不会有民主。必须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 , 但是在此之前 , 首先应该铲除其根源。”

41 乌拉圭的国际使命。

基于以上原则 , 乌拉圭确立了独立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形象 , 这可以通过近年来发生的事实体现出来 :

———推动拉美一体化 : 值得一提的是 , 乌拉圭是拉美自由贸易协会所在地 (1960) , 该组织后更名为

拉美一体化协会 (1980) , 同时目前也是南方共同市场秘书处所在地 , 不久还将成为南共市议会的所在地。

在这方面还要提到的是 , 共和国宪法第 6 章规定 :“共和国将寻求拉美国家经济社会的一体化 , 特别是在

共同保护其产品和原材料方面。”

———乌拉圭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 , 它以多边主义和国际法的原则为基础 , 将其作为在国际关系中寻

求和平共处的支柱 , 其历届政府对联合国的活动都给予了最大程度的支持。在乌拉圭对联合国所履行的承

诺中 , 值得一提的是 , 我国积极参与在非洲、中东、亚洲及最近在拉美和加勒比 , 特别是海地的维和行

动 , 在这里 , 也驻扎着一支中国的维和警察部队。

———1986 年 , 在我国启动了“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 这是多边经济关系发展中最重要的事件。

———1998 年 9 月至 1999 年 9 月 , 乌拉圭在当时的外交部长迪迭尔·奥佩尔蒂的领导下 , 担任联合国

大会第 53 次会议的主席国。

———前外交部长恩里克·伊格莱西亚斯担任美洲开发银行行长达 18 年之久 , 现已当选为伊比利亚国家

共同体的秘书长。值得一提的是 , 他在去年应邀到拉美所做了报告。

今年 10 月底 , 将在乌拉圭举行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

对重要国际活动的上述回顾 , 证明了乌拉圭虽然面积有限 , 但却是一个向世界开放的国家和国际事务

的积极参与者。

51 对乌拉圭与中国双边关系的思考。

乌拉圭优先考虑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 承认中国在当今世界上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 对未来具有与日俱

增的影响力。

乌拉圭的对外政策具有不同的侧重点 : 次地区、地区、半球、伊比利亚美洲和全球。在这一框架下 ,

我重申 , 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是被优先考虑的 , 这有助于对外政策实现所必需的多样化。

在两国建交 18 年之际 , 我们有理由庆贺政治、经济和合作等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

———双方国家元首、副元首、部长、议员、高级军官、政党领导人、行政长官 , 以及企业家、艺术

家、运动员等杰出人士的各级别高水平互访不断。

———签署了不同领域的合作协定 , 这反映出乌中两国关系日益成熟。

———双边贸易得到了发展 , 企业交往进一步加强。

———双方在国际组织中相互提供重要支持。

举例来说 , 2005 年乌拉圭荣幸地接待了中国官员的高级访问 :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 ; 交

通部部长张春贤 , 他出席了塔瓦雷·巴斯克斯总统的就职典礼 ;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罗干 ; 建设部部长汪光焘 , 代表胡锦涛主席 , 受塔瓦雷·巴斯克斯总统的邀请 , 出席了于去年 12 月在蒙

得维的亚召开的南方共同市场首脑会议 , 这是中国首次参加这一活动。

基于上述成就 , 我想此时与你们共同分享一个面向未来的、发展更为深入和密切双边关系的视点 , 它

第
二
十
八
卷
第
二
期
　
二
○
○
六
年
四
月
　
Vo
l128
No12
A
pr12006

拉
丁
美
洲
研
究

14　　　



有助于巩固当前良好的政治、贸易和合作关系 , 同时涵盖更多的合作领域 , 如农牧业、投资、技术、能

源、基础设施、旅游业、教育、文化和媒体等。另外 , 乌拉圭各省扩大与中国各省市的姊妹关系也十分重

要 , 因为这些活动能够使官方关系得到扩散 , 与市民社会的联系得到加强。

最后 , 我想用巴斯克斯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的一段讲话作为我发言的结束语 , 我认为这可以为我们今

后面临的共同任务提供启示 :“在南美洲的南部 , 有一个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国家 , 它正在建设自己的

未来 , 并愿意由此做起 , 一如既往地与你们共同努力奋斗 , 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林华译 　宋晓平校)

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驻华经贸代表
阐述与中国的关系及发展前景

巴拿马代表 : 能参加这次会议我感到非常荣幸。说到巴拿马和中国的关系 , 我们可以追溯到 1955 年 ,

可以说历史悠久。双方于 1995 年达成了互设商代处的协议 , 起初商代处的职能是负责经贸、文化及其他

领域之间的交往。但是在最近 5 年里 , 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停滞现象。在马丁总统 2004 年 9

月上任后 , 这些问题逐渐得到了解决 , 两国关系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两国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对话 , 这

可以说是交往中的核心内容。此外 , 两国政党之间、学术机构之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去年一些巴拿马的

学者来到中国与拉美所的学者开展了交流 , 许多企业家也来中国访问 , 这一切都表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在

不断向前发展的。但我同时也要指出 , 在两国贸易方面 , 中国对巴拿马的出口占绝大比例 , 各位可以在贸

易额统计中看到 , 中国对巴拿马的出口额达到了 21187 亿美元 , 而巴拿马对中国的出口额还不到 1 500 万

美元。那么在解决贸易平衡 , 尤其是巴拿马对中国出口贸易方面 , 我们还需要做更多工作。我要强调一

点 , 一些中国企业在巴拿马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 , 比如在服务领域、海洋运输领域 , 目前中国是巴拿马运

河的第二大使用者 ,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已经成为巴拿马运河的三大使用公司之一。借助于同中国开

展的一系列贸易 , 巴拿马的港口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我认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 我个人

深信如果双方建立外交关系 , 那么这些往来会进一步扩展、加强和深入 , 这仍是我们当前政府的目标。我

们要继续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 , 寻找合适的时机做出决定。但我可以肯定的是 , 我们之间曾经的一些摩擦

和矛盾已经成为过去 , 我们正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关系。在许多国际论坛中 , 巴拿马是认同中国地位的 ,

我认为是巴拿马政治和外交中的一个重要态度 , 在这个场合我不可能展开来讲 , 但是我想再一次重申巴拿

马政府对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关系的良好意愿。

多米尼加代表 : 大家好 ! 今天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独立纪念日 , 祝贺我的祖国。谈到海地、多米尼加与

中国的关系 , 应该说我们正在开始一个进程。由于海地和我国都选出了新的领导人 , 所以我们正在开启一

个新的进程。随着海地新总统的选出 , 岛内的局势也将有所缓和。关于我国与海地之间的关系 , 近来在人

权方面出现了一些争议。但是 , 海地新总统上台后 , 与我国总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随着海地岛内局势逐

渐平稳 , 双方之间的一些未决问题 , 比如移民、文化、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也会逐渐得到解决。我们与中国

之间的关系 , 不知道各位知道不知道 , 虽然在 1993 年双方签署了建立商代处的协议 , 1997 年又重新确认

了协议 , 但是 2005 年我国才最终决定在北京开设商务代表处。我的代表处 2006 年 1 月 5 日才开始启动 ,

可以说工作时间比较短暂 , 由于在北京的时间只有 2 个月 ,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 我希望将会更有发言

权 , 希望各位谅解我在某些政治领域 , 如海地、多米尼加与中国关系等问题的无知。但我要指出 , 我国总

统费尔南德斯先生本人表示我们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意愿是明确的 , 既然 1993 年和 1997 年我们签订了协

议 , 我们已经决定迈出第一步。需要说明 , 海地、多米尼加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应该建立更为密

切的关系 , 我们要共同努力找到一条能够更好地通向加勒比地区的通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拉美系博士研究生郑皓瑜整理 ; 本专辑责任编辑 　高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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