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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论坛 : 2005～2006 年的拉丁美洲”专辑·

编 者 按 : 　2006 年 2 月 27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拉美所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术论坛“2005～2006 年

的拉丁美洲”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拉友好协会会长成思危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 , 中共中央对外联

络部副部长陈凤翔 , 外交部拉美司司长曾刚 (代表外交部部领导) 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代表中

国社会科学院出席会议并致辞。秘鲁驻华大使陈路、委内瑞拉驻华大使罗西奥·马内罗·冈萨雷斯女士、乌拉圭驻华大使塞

萨尔·费雷尔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现将领导致辞和 3 位大使的演讲 , 以及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驻华经贸代表对有关与

中国关系及发展前景问题的提问所作的回答 , 经整理摘编发表。

从四个方面探讨我国与拉美关系的发展

成 思 危

我很高兴能参加这次论坛 , 正如去年我所说的 , 我是以三重身份参加此次论坛的 : 一是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 , 这是官方身份 ; 二是中拉友好协会会长 , 这是民间身份 ; 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

士生导师 , 这是学者的身份。

我想跟大家共同探讨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关系的发展前景。去年 12 月 , 我在美洲国家组织会议

上以《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关系前程似锦》为题作了演讲 , 今天我的演讲基本上还是这个观

点 , 对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关系持审慎乐观的态度。我想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探讨中拉关系的发展。

(一) 政治合作基础良好。

第一 , 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 , 双方在许多问题上有着相似或相同的看法 , 这一点

非常重要。第二 , 中国和这些国家都有着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和经历。第三 , 我们都

有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共同愿望。这三点是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发展关系的良好的政

治基础。

中国一贯重视发展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关系。2004 年 11 月 , 胡锦涛主席访问了阿根廷、巴西、智

利和古巴 4 国。2005 年 1 月 , 曾庆红副主席又访问了墨西哥、秘鲁、委内瑞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牙

买加 5 国。中国的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在短短的三个月内相继访问了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 9 个国家 , 这充分

说明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关系的重视程度。今年 , 我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各方面的关系将有进一

步的发展。现在 ,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占人口 90 %以上的国家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 有些国家还与中

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 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发

展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我们希望在平等、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发展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所有国家之间的

友好关系 , 我们也希望一些还没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能认清世界大势 , 在世界公认的“一个中国”的原则

下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二) 经济合作前景广阔。

2000～2004 年 , 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为 38 %。2002 年中拉贸易额为 180 亿

美元 , 2004 年达到 400 亿美元 , 2005 年又增长了 2611 % , 达到 505 亿美元。一方面 , 中拉贸易额的增长

速度很快 ; 另一方面 , 也应看到 , 中国的进口贸易总额在 2005 年达到 1142 万亿美元 , 而中拉贸易额只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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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左右 , 因此 , 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之间的贸易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幅员广阔 ,

人口众多 , 资源丰富 , 土地肥沃 , 有很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我到过很多拉美国家 , 都有广阔的土地和丰富

的资源 , 其经济发展前景广阔。近年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在经历了一些起伏跌宕和挫折之后又逐渐

恢复正常 , 2004 年拉美经济增长率达到 515 %。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预测 , 拉美经济增长率去年是

413 % , 今年为 415 % , 这说明拉美经济保持着较大的增长。当然 ,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一些国家的经济发

展也遇到一些困难 , 总体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够高 , 产业结构还不尽合理 , 贫富差距也较大 , 社会分配

不公现象普遍存在 , 这些因素阻碍了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但从总体看 , 我认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

发展前景还是不错的。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年均 9 %以上的经济发展速度 , 去年的最终统计现在还没有公布 , 估计 GDP

超过 2 万亿美元 , 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可达到第 4 位。目前 , 中国的外贸总额超过 114 万亿美元 , 外

国直接投资超过 600 亿美元 , 外汇储备超过 8 000 亿美元 (居世界第 2 位 , 但与日本差距不大 , 大概只差

100 亿美元左右) 。估计今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可能达到世界第一。当然 , 外汇储备太多也不完全是好事 ,

但它说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实力在不断上升。在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经济发展前景良好的情况

下 , 我们之间的经济合作前景是广阔的 , 近年来双方之间的相互投资也在不断增长。

在经济合作方面 , 我认为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 , 要加强接触 , 因为只有通过不断地加强接触 , 特别是企业界的接触 , 才能够找到更好的合作伙

伴和更好的合作内容。我两次去拉美都带了一些企业家 , 他们对当地的资源、工业、农业都有很深的印

象 , 都有积极开发、合作的愿望。

第二 , 要探讨中拉合作的最合适的领域。中国对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合作是着眼于长远的、战略性

的合作 , 而不是像有些人恶意散布的言论 ———中国就是想要拉美的资源。实际上 , 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进

行全面合作 , 能够通过互通有无 , 促进共同发展。我们希望能够不断地探讨、寻求更加合理的、合适的外

贸结构和相互投资结构。

第三 , 伴随着中拉贸易的迅速发展 , 双方的贸易摩擦是不可避免的。我在一些经贸论坛上再三说明 ,

我们希望双方通过平等协商的办法来处理一些贸易摩擦 , 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发展好双方的贸易关系。如

果采取对抗的办法 , 是没有赢家的。现在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是很严重 , 但是随着双方

贸易的发展 , 摩擦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我希望通过平等协商、友好合作的办法来处理贸易摩擦。

第四 , 在经济合作方面 , 中拉双方还可以相互交流经验。国家无论大小 , 在经济发展上都有自己的特

色和经验 , 中国也非常愿意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学习它们的经济发展经验。我对拉美一些经济学家的一些

著作很感兴趣 , 比如德索托的著作。我觉得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 , 都要随着实践探索自己的发展道

路。国外专家的意见、国际组织专家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 , 但不能代替自己的实践经验。因此 , 在这个问

题上我们要相互借鉴经验 , 相互学习 , 这对推动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

(三) 文化交流还有待加强。

与政治合作、经济合作相比 , 文化方面的交流需要给予更多的重视。首先 , 拉美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

和文化 , 例如阿兹特克文化、印卡文化、玛雅文化等 , 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到了拉美国家 , 我感兴趣

的就是了解它们的历史和文化。我看过不少拉美的博物馆和艺术馆 , 觉得这些悠久的历史文化确实很值得

中国学习。当然 , 中国也是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的国家 , 各位大使在中国也都比较了解。拉美人民热情奔

放 , 其文化艺术非常发达 , 我很注意当地的文化。例如 , 巴西的桑巴、阿根廷的探戈 , 非常活泼 ; 又如

L a Palom a , Besame M ucho 等著名的歌曲 , 脍炙人口。再如 , 厄瓜多尔的古代民俗博物馆 , 哥伦比亚的

黄金博物馆等 , 收藏丰富。这些文化艺术我都非常感兴趣。而且 , 我发现有些文化 , 如马丘比丘等地的文

化 , 与中国一些古代文化 , 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有相似的内容。当然 , 我没有科学地论证这些相

似性 , 但是我感到这些拉美文化似曾相识 , 可能这些古文明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因此 , 我觉得还要进一步

促进双方的文化交流 , 而不是只关注贸易往来 , 因为文化的交流能使各国人民的心更加贴近。

(四) 民间交流大有可为。

我是中拉友好协会的会长。中拉友协是一个民间组织 , 近年来中拉友协不断促进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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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一些国家的关系发展 , 先后举行了三届中拉友好组织大会 , 我参加了两届。第一届在牙买加举行 , 第

二届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召开。去年 11 月 , 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了第三届中拉友好组织大会。在这

次大会上 ,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友好组织联合起来 , 成立了拉中友协 ,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我们

将于 2007 年在北京召开第四届中拉友好组织大会。这些会议 , 充分体现了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人民对中

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 也体现了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人民对中国发展事业的支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会

上 , 讨论时大家都表示支持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 我非常感谢这些朋友对中国国家统一事业的大力支

持。所以 , 我希望各位大使在加强中拉官方联系之外 , 也加强和促进双方的民间交流和合作。

在我当选中拉友好协会会长的时候 , 我对一些参加会议的大使说过这样一句话 : “我希望与大家一道

在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之间架设一道友好的桥梁。”这些年来 , 我在不断地促进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

国家的友好往来。我随江泽民主席和胡锦涛主席会见过不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元首 , 我每年还要几十次

会见拉美客人。我自己正在学一点西班牙语 , 也是为了便于交流。我确实希望与大家一道 , 在中国与拉美

和加勒比人民之间建起一道永恒的友好的桥梁 , 促进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断发展。 (根据录音整理)

加深中拉相互了解 　促进中拉关系发展

蔡　武

我很高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术论坛“2005～2006 年的拉丁美洲”。这一国际学术论坛已经成

为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学术活动 , 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论坛去年组织的关于拉丁美洲形势的研讨

会很成功 , 拉美学者与中国官员和学者聚集一堂 , 分析和研究当前拉美国家的形势、改革和发展等重大问

题 , 交流对中国和拉美关系的看法 , 增进了中国社会各界对拉丁美洲的了解 , 加深了中国和拉美各国之间

的相互了解 , 促进了中拉关系的发展。

我过去长期从事中拉合作关系的工作 , 曾经去过几乎全部在座各位使节的国家 , 现在我转到向世界、

向拉美国家宣传和说明中国的工作 , 同样需要增加对拉美的了解和理解。

近几年来 , 拉美各国探寻各种途径 , 努力促进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 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在经

济方面 , 多数国家利用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 , 调整国内经济政策 , 大力促进出口 , 拉动国内需求。与此同

时 , 加强财政和金融部门 , 扩大公共收入 , 控制开支。经济政策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拉美经济呈现多年

少有的好形势 , 在不依赖外部金融资金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增长。2005 年拉美经济增长 413 % , 这是自 2003

年以来连续第 3 年实现经济增长。

在社会发展领域 , 拉美国家更加重视社会问题 , 加大社会政策力度 , 寻求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 并取

得了一定成效。根据拉美经委会的统计 , 在 2003 年至 2005 年间 , 拉美地区的贫困人口减少了 1 300 万。目

前 , 拉美国家正在继续做出努力 , 加大改革和政策调整力度 , 力求取得更大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拉美国家在新世纪初所进行的改革和调整、探索 , 以及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和实践 , 取得了显著的成

就 ,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努力研究和借鉴这些经验和教训 , 促进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 , 这是中国拉美

研究学者面临的重要任务。近年来 , 中国政府提出了深化改革开放、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

学发展观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重大战略。在促进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方

面 , 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 相信拉美国家的经历和经验能为我们提供许多值得参考和借鉴的东西。

中国十分重视发展同拉美国家的关系 , 我愿意借此机会再次提及胡锦涛主席在 2004 年 11 月出访拉美

地区时提出的发展中拉关系的建议 : 在政治上相互支持 , 成为可信赖的全天候朋友 ; 在经济上优势互补 ,

成为在新的起点上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 ; 在文化中密切交流 , 成为不同文明积极对话的典范。中国将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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