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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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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拉美的区域一体化何去何从 ? 面对世界格局的变化 , 拉美国家的对外战略做了哪些调整 ? 拉美政党如

何应对经济与社会的急剧变化 ? 拉美如何评价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影响 ? 中拉关系当中出现了哪些新问

题、应该如何去解决 ?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 只有对拉美有了更为透彻、深入的了解 , 我们

才能有的放矢 , 解决问题 , 加强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 特别是拉美所 , 作为中

国拉美研究的重要力量 , 为中拉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智力支持 , 我们期待着你们做出更大的贡献。

秘鲁与中国关系的发展

陈　路

首先 , 请允许我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盛情邀请。其次 , 我衷心祝贺它们提出举

办这个论坛的动议。这次会议不仅对在中国设有使馆的拉美国家 , 而且对所有希望更深刻了解拉丁美洲、

了解拉美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的人们而言 , 都是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尤其是拉丁美洲研究所 , 享有高度的学术声望 , 并在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发

挥着突出作用 , 这对秘鲁而言非常重要。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要地位 , 我国的各界人士 , 包括总

统、部长、政界要员、外交使节和学者多次与贵院交流经验、观点和思想 , 以便了解我们的现实。

下面 , 我简要回顾一下秘中关系的发展史 , 然后分析一下秘中双边关系 , 最后交流一下我们的看法。

秘鲁于 19 世纪上半叶开始与中国进行交往 , 是第一个向中国开放国门的拉美国家。1849 年是秘中关

系发展史上的重要一年 , 当时第一批中国人到达卡亚俄港。他们来自中国广东 , 最初在秘鲁沿海一带的甘

蔗园里务农。

从 1849 年到 1874 年 , 共有将近 12 万中国人来到秘鲁。他们大多从事铁路建设、在甘蔗或棉花种植

园务农、或在海岛开采鸟粪。

1874 年 , 秘中在天津签订了《秘中通商条约》。这是拉美国家和中国之间开展合作的第一个法律文

件。从那时起 , 中国向秘鲁的移民更加规范 , 两国间的贸易、机构和商界往来也逐步展开。从 1890 年到

1930 年 , 出现了中国向秘鲁的第二次移民高潮。

据此 , 我们可以说 , 早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 , 秘鲁就与中国建立起早期的社会和贸易关系。秘中人民

建立起了牢固而深挚的友谊和兄弟情谊。目前 , 大约有 300 万秘鲁人 (约占秘鲁全国人口的 10 %) 有中

国血统。他们完全融入了秘鲁社会 , 成为多元文化的秘鲁社会的重要元素 , 活跃在各个领域。在秘鲁 , 至

少出版 6 种中文报纸。因此 , 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仅限于经济和贸易利益方面 , 而且具有深刻的社会根基。

在客观上 , 存在着一系列文化要素把中国与秘鲁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应该以此为基础 , 拓展贸

易、投资、旅游等所有具有附加优势的领域。秘鲁具有十分优越的地理位置 , 可以成为也应该成为中国进

入所有南美洲国家的大门。

两国在文化认同方面的发展带来贸易和旅游业的蒸蒸日上。值得一提的是 , 2005 年秘中双边贸易额

将近 30 亿美元 , 比上年增长 4516 %。同时 , 2005 年秘鲁向中国出口 1816 亿美元 , 比上年增长 50 % , 进

口额将近 10 亿美元。当年 , 秘鲁的贸易顺差超过 8 亿美元 , 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是秘鲁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无论对外贸易额 , 还是出口额 , 中国均居第 2 位。中国还是秘鲁最大

的亚洲市场。传统的出口产品 , 如鱼粉和矿产品等 , 占出口额的 5019 % ; 非传统出口产品增长了 2218 %。

2004 年来秘鲁的中国游客为 4 000 人 , 2005 年为 5 500 人。

秘鲁经济一直保持持续增长 , 近 5 年来 , 年增长率均超过 5 % , 居拉美国家之首。在秘鲁现政府在任

的 4 年间 , 出口额翻了一番。秘鲁是一个以矿业为主的国家 , 素享世界盛名。秘鲁的银产量居世界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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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丁
美
洲
研
究

8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