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最大诉求 , 促进中拉关系的发展。

2005 年 , 胡锦涛主席在访问墨西哥时在墨西哥参议院发表题为《加强互利合作 , 促进共同发展》的

演讲。胡锦涛主席指出 :“中国将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 , 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

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 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 , 在同各国广泛开展互利合作中促进自己的发

展 , 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 不断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胡锦涛

主席提出的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是基于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的必然选择 , 是基于当今世界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 , 是基于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 , 开

辟了中国同世界上所有国家 , 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更加美好的广阔前景 , 大大丰富和充实了中拉

战略合作关系的内涵 , 必将推动中拉关系获得更大的发展。

各位在座的拉美驻华大使是中拉关系发展的见证人和贡献者 , 我愿意与大家一起共同庆祝中拉关系获

得的新的发展。同时 , 作为拉美人民的朋友 , 也愿意与在座的海地、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朋友们一

道增进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国家关系正常化和人民的友好关系。我完全赞同成思危副委员长关于增进中拉文

化交流的意见。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之一就是要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 我将为此做出更大的努力。

提升拉美研究的水平 　扩大拉美研究的社会影响

李 慎 明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大家出席我院国际学术论坛“2005～2006 年的拉丁美洲”表示

热烈的欢迎。一年一度的拉丁美洲形势论坛正在成为我院年度重要学术活动之一 , 同时也成为我国拉美研

究领域的重要的年度学术盛会 , 也是我们与拉美各国驻华使节的重要的年度聚会。这对提升我院拉美研究

水平 , 扩大我院拉美研究的社会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 , 我愿借此机会向所有给予我们支持的与会者

表示衷心的感谢。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曾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 也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 它

们的发展进程一直为世人所关注。人们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就 , 而且还有拉美国家积

极探索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建设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在这一实践中它们曾经取得的经验和教训正在成为广

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财富。尽管拉美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经历过各种曲折 , 但是它们从来没有停止对具有自

己特色的发展模式的探索 , 对此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 拉美国家曾经通过进口替

代工业化模式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发展 , 改变了经济落后的面貌 , 但是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产生了新的

问题。此后 , 债务危机的爆发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改变了这一模式的发展方向 , 并使拉美国家按照新自

由主义理论进行改革。但是 , 拉美国家的实践表明 , 脱离本国实际完全照搬某种理论的改革是难以取得令

人满意的结果。近些年来 , 拉美国家再次表现出了探索的勇气 , 努力寻找一条符合各自国情、适应世界经

济变化的改革之路。拉美国家在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教训 , 对正在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中国来讲 , 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 值得我们对此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

近几年来 , 我们欣喜地看到拉美经济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2005 年拉美经济继续保持了增长的势头 ,

宏观经济不断趋于稳定 , 对外经济贸易表现出了较大的活力 , 拉美经济增长的基础正在变得更加扎实。与

此同时 , 拉美的失业率和贫困人口都有所下降 , 这对拉美的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005 年 9 月我曾访问了拉美。通过访问 , 我更加深深感到 , 拉美人民有着更加美好的明天。这主要

是因为拉美有着十分丰厚的文化底蕴 , 他们有着作为人的高贵、尊严和“穷人就是上帝”的不屈信念 , 有

着对美好理想与社会的执著追求 , 有着勇于并不懈反抗剥削和压迫的光荣传统。尽管个别超级大国依然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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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由的名义在拉美传播着苦难 , 尽管现在拉美起飞的翅膀下依然挂着沉重的铅球 , 但是我们依然深信 :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深入发展 , 随着拉美各国的团结互助 , 更加灿烂的明天决不是梦幻。也可

以说 , 在 21 世纪 , 拉丁美洲这块丰饶的大地 , 也可能是全球五大洲中最具希望之洲。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无法脱离这一

进程而孤立地进行。正是适应了这样一种需要 , 中国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战略 , 坚持同世界各国和各

地区发展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 , 其中自然也包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近年来 , 中拉经贸合作的不断推

进对双方的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 , 我们也看到 , 迅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给世界经济带来

的巨大变化 , 正在促使各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框架下不断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和模式。事实上许多跨国公司已

经超越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 , 在世界范围内实行它们的全球化战略 , 这对各国都是一个新的严峻挑战。在

这样的背景下 , 中国与拉美国家同样需要在全球化的框架内 , 不断深化双方的合作领域 , 探索多种形式的

合作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 , 中拉经贸合作应该是一个互利共赢的格局。作为全球经济中重要的国

家之一和地区之一 , 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 , 对它们的周边国家或地区 , 乃

至全球经济发展都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 它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因此 , 我非常希望我们的学者能够在

这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加强研究 　促进发展

陈 凤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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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开始分管拉美地区

事务 , 对拉美的了解还不多 , 今天是中国拉美学界的一次盛会 , 有诸多长期关心、从事拉美研究的领导、

专家、学者及驻华使节出席 , 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拉美是世界几大文明交汇的地方 , 也是第三世界里率先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地区。今天的拉丁美洲 , 是

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多极化、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纵观当今国际形势 ,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推动下 , 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 各种力量

都在积极参与新格局、新秩序的重塑 , 使之符合自己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 , 围绕能源、资源、市场、技

术的竞争明显加剧 , 安全问题恶化 , 发展鸿沟扩大。地球越来越小 , 但人类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中国和

拉美对此给出了共同的回答 , 那就是维护和平、实现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扩大

交流、深化合作、消除误解、克服困难、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 已经成为中拉关系的主流。中国与拉

美虽然相距遥远 , 但共同的追求把我们越拉越近。

我们高兴地看到 ,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 , 中拉关系又有了新进展。中拉经贸关系增长迅猛 , 中拉高层

互访频繁 , 政治互信加深。中拉政党间的交往积极活跃 , 2005 年一年 , 双方有 30 多个代表团实现互访 ,

其中包括古共中央第二书记劳尔·卡斯特罗访华 , 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对古巴等拉美 3 国的友好

访问 , 中拉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

不可否认 , 中拉关系当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 如贸易摩擦增多、经济合作还不够深入、在国际事务中的

协调需要进一步加强等。另外 , 中国的发展也给拉美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在解决国内发展不平衡、收

入差距拉大、“三农”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险、金融风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过程当中 , 拉美的经验

教训都值得我们认真汲取。因此 , 深入研究拉美、了解拉美 , 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

2005 年 , 拉美的形势有一些新变化 , 2006 年又是拉美的大选年 , 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诸

如 : 面对世界经济体系的不断调整 , 拉美在探索发展模式方面迈出了哪些新步伐 ? 面对来自不同方向的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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