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 , 逃往了外国 , 在日本申请了政治庇护。借助日本法律 , 所有在国外出生的日本人可以在日本驻当地国

使馆进行登记 , 可以在任何需要、希望的时刻申请日本国籍。这也正是藤森采取的策略 , 他申请到了日本

的政治庇护。日本政府把他视为本国公民 , 而秘鲁政府希望引渡他 , 但未能如愿。之后 , 藤森在日本也采

取了一系列的行动 , 希望能够重返秘鲁。去年 11 月 , 他使用秘鲁护照离开日本飞往智利 , 智利司法当局

对他进行了拘捕 , 秘鲁希望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引渡藤森回国 , 智利方面正在研究针对藤森的所有指控。我

想告诉各位 , 这样就阻止了藤森参加今年的总统大选。藤森自己创建的政党却积极地参与到本次大选中 ,

但它的支持率没有达到 5 %。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范蕾译 　宋晓平校)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的政治进程

罗西奥·马内罗·冈萨雷斯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位于南美洲大陆的北部 , 濒临加勒比海 , 西与哥伦比亚为邻 , 南接巴西 , 东

连圭亚那 , 国土面积 916 045 平方千米 , 拥有 3 000 千米长的海岸线 , 人口 2 500 万 , 自然资源丰富多样。

直到 19 世纪初期 , 委内瑞拉一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811 年 , 委内瑞拉宣布独立并开始了一段殊死的战

争时期 , 直至大约 1825 年才最终获得独立。这期间 , 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也先后独立 , 还建立了

一个新的国家 ———玻利维亚。这场解放运动的领袖就是委内瑞拉人 ———西蒙·玻利瓦尔 (1783 年出生于加

拉加斯) 。这些国家独立运动的基本政治主张均来自玻利瓦尔的思想 , 其中有些观点的深刻影响远远超出

了他那个时代。比如同门罗主义的泛美主义针锋相对的关于南美洲联盟及一体化的思想 , 其目的是寻求建

立南美洲、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实力平衡。

1830 年玻利瓦尔去世后 , 这些思想在很长时间内被遗忘了 , 沉寂了。战争使委内瑞拉疲惫不堪 , 人

口减少 , 它进入了内省阶段。从那时起 , 在持续了整个 19 世纪以极权专制为特征的剧烈的政治进程中 ,

委内瑞拉形成了国家 , 由此作为典型的农业国进入了 20 世纪 , 而且是政治、社会和经济上都落后的农业

国 , 深受考迪略制度之苦。

20 世纪 , 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结构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源于两个事实 , 一个同经济有关 ,

1925 年委内瑞拉西部安第斯地区发现了第一个油矿。从那时起 , 委内瑞拉经济随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

从前的咖啡和可可经济、整个农业以及正在产生的小手工业就此衰退 , 失去了经济支柱的地位 , 委内瑞拉

开始了喜忧参半的石油时代。第二个导致变化的事实具有政治性质 , 由于考迪略主义衰落而形成的权利集

中以及随后出现的政党。随着统一军队的建立以及政府权力机构的巩固 , 考迪略主义消失了 , 政党由此产

生 , 这一时期为 1912 年到 1945 年。其间 , 最后一个大独裁者胡安·维森特·戈麦斯掌权并统治国家 30 年

之久。戈麦斯死后 , 委内瑞拉逐渐形成了多元社会 , 在反对戈麦斯独裁的斗争中 , 在世界重大政治潮流的

影响下形成了各种政治运动。

这些政治运动是秘密壮大起来的 , 因为 1948 年至 1958 年间 , 委内瑞拉在正式开始民主化进程之前 ,

处于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将军独裁统治下。希门尼斯下台后 , 委内瑞拉奠基了第一个重要的政治里程

碑 , 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当代的委内瑞拉 : 第四共和国诞生了。它建立在主要由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

达成的一个政治协议之上。第一位当选总统是罗慕洛·贝当古。1958 年 12 月 , 委内瑞拉举行了新的政治

时代的第一次选举。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这两个主要政党使委内瑞拉迈开了民主的头几步。这是两

党制时代 , 也被称为“山番荔枝果时代”。山番荔枝果是委内瑞拉的一种水果 , 它的颜色是这两个政党的

代表色白色和绿色。由于布恩托菲赫 (两党开会的地方) 协议实质上是一种“轮流坐庄 , 换汤不换药”的

约定 , 所以政权关系仍原封不动 , 两党通过每五年一届基本透明的大选轮流执政 ; 收入分配有所退步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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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无缘参与决策 ; 自从发现石油后与美国之间业已存在且占主导地位的直接联系以及与美国几乎自动结盟

的关系被保存下来。在这种情况下 , 委内瑞拉国内不满情绪逐渐高涨。

两党制自 1958 年至 1998 年共持续了 40 年。由于统治阶级和两个传统的政党腐败对国家疏于管理且

缺少政治承诺 , 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逐渐衰败。在这里 , 值得一提的是 1998 年委内瑞拉贫困

人口占总人口的 80 % , 其中的 15 %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 而这居然发生在一个产油国。

1998 年 , 两党制结束。这一年委内瑞拉的一名军官 , 且同传统的两个政党没有任何关系的乌戈·查韦

斯赢得了总统选举。这在委内瑞拉还是第一次。正如英国人所说的 , 一个“局外人”赢得了大选。这一事

件本已是一个政治现象 , 但查韦斯赢得选举的方式 ———获得不包括弃权票在内 60 %的选票 ———更具政治

意义 (委内瑞拉以往选举的特点是弃权票比例很高 , 有时甚至高达 70 % , 当选总统的投票率很低) 。1998

年 , 查韦斯总统以 60 %的选票和 15 %的弃权票赢得大选。查韦斯执政后 , 便开始了委内瑞拉政治、社会

和经济变革的进程 , 国家正在得到改造。

1999 年 , 只一年的时间 , 国内所有的积极力量便动员起来 , 成立了制宪大会 , 起草了委内瑞拉宪法 ,

即玻利瓦尔宪法。由于新宪法要求通过投票使政权重新具有合法地位 , 因此必须进行所有公共权力的选举。

选举是在 2000 年进行的。这样 , 2000 年我们进行了总统选举 , 结果查韦斯以 68 %的得票率再次当选总统。

2001 年 , 政府已得到巩固并完成了全部选举程序 , 于是便准备着手进行经济社会改革。为此 , 通过

了授权法 , 为决策和实施旨在改造国家经济的计划提供了可能性。它需要议会内真正的斗争以及加速修改

经济法规。这些产生深远社会经济影响的授权法仍然在指引国家的发展。

2002 年本应是委内瑞拉进行经济社会变革的伟大的一年 , 但不幸的是它成了政变的一年 , 以及石油

工业恐怖主义罢工的一年。政变发生在 4 月。总统遭到绑架 , 作为同两大传统政党和世界权力中心紧密相

关的重要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阴谋的产物 , 卡蒙纳被立为总统。政变背后隐藏着争夺石油和政权的斗争。

查韦斯完全是被人民解救出来的。当佩德罗·卡蒙纳宣誓成为总统时 , 总统府周围聚集了近 200 万民众 ,

要求查韦斯总统回来。忠于总统的武装力量重新控制了主要军事基地 , 将困在委内瑞拉加勒比一个岛上的

查韦斯总统解救出来并将其送回首都。反对民主的政变持续了 72 小时 , 这期间 , 卡蒙纳和追随他的民主

党党员解散了全国代表大会 , 关闭了最高法院并实行血腥迫害 , 从而导致了部分查韦斯拥护者和民众死

亡 , 同时他们还宣布国家宪法无效。也就是说 , 以所谓“自由”的名义 , 一笔就结束了委内瑞拉的法制国

家制度 , 建立起专制独裁统治。

查韦斯总统重新掌权 7 个月后 , 即 2002 年 11 月 , 爆发了旨在摧毁委内瑞拉经济支柱的石油罢工。直

到现在 , 没人知道委内瑞拉是如何战胜这一实际上已摧毁了国家石油工业、持续了 3 个月的罢工。没有一

个分析家能够解释查韦斯政府是如何承受住如此压力并在罢工后快速复苏经济的。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

依靠人民的大力支持 , 政府才得以坚持下来并仍在坚持下去。

无法否认委内瑞拉人民对查韦斯主张的认同 , 2002 年政府能够走出困境最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2003 年和 2004 年国家开始重整石油工业 , 重新实行既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 并按照查韦斯总统制定

的计划振兴国家。这一阶段同时又是国家深化民主的时期。反对派利用 1999 年通过的新宪法中关于全民

公决权利的规定 , 要求举行全民公决以证明人民是否真正愿意查韦斯作为总统。于是举行了全民公决 , 在

全国进行了投票 , 世界各地的委内瑞拉人也都在驻在国使馆设立的投票中心参加了投票。公决的结果证明

了委内瑞拉民主的牢固性和政府的合法性。人民以 63 %的选票赞成查韦斯继续为总统。

2005 年 , 按照现行宪法的规定 , 进行了州长、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市长及市政议员的选举。结果正

如某些人士所说的 , 确认了公决中支持查韦斯总统的政治运动的绝对胜利。比如在立法选举和州长选举

中 , 支持总统运动所获得的选票甚至达到 90 %。

下列数据表明了政府在 6 年中取得的成就以及石油罢工造成的消极影响 :

通过 1998 年和 2005 年社会经济指标的比较 , 我们可以看到 , 1998 年国内生产总值 ( PIB) 增长率为

119 % , 而 2005 年达到 1713 % (注 : 原文如此) ; 失业率由 1998 年的 16 %下降到 2005 年的 1315 % ; 人均

国民收入由 1998 年的 3 285 美元增长到 2005 年的近 4 000 美元。但是 , 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数据 , 因为它

与实际不符 , 也就是说与由于诸多因素导致的收入分配退步这一事实不符。重要的是人们可以看到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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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一个依靠石油收入的国家 , 又有 80 %的贫困人口 , 怎么可能使每个委内瑞拉人的年均收入达到

3 285美元。今天 , 收入分配的局面正在改善。虽然距离理想的水平仍尚远 , 但我们正在向这一目标迈进。

正如大家看到的 , 最低工资已显著提高 , 这意味着委内瑞拉居民的购买力得到提高 , 日常饮食得到改善 ,

通货膨胀率由 1998 年的 30 %迅速下降到 2005 年的 19 % , 国际储备由 140 亿美元增加到 290 亿美元。

与 1998 年相比 , 我们感到很好 , 非常的好。但遗憾的是我们本应该可以更好。比如 , 通货膨胀率由

1995 年的 120 %下降到 2001 年和 2002 年的 15 %的水平 , 但从发生政变以及石油恐怖主义罢工的 2002 年

开始又急剧上升 , 到 2003 年底达到 60 % , 而后又开始重新下降。实际上 , 2002 年初的时候 , 我们的通货

膨胀率是 11 % , 但罢工使我们将其控制在 1 位数的希望落空 , 准确地说是推迟了这一希望 , 耽误了这一

目标的实现。但是 , 我们正在恢复。

社会经济的最大变化表现在社会指标方面 , 这是查韦斯政府取得的最大的成功 , 而且今天已在全世界

得到认可 , 就是实施被称为“使命”的社会计划。

“使命”计划实际上是为有效地解决社会上存在的具体问题而制定的社会计划。例如 : 为扫除文盲而

制定的“罗宾逊使命”计划 , 只用了两年的时间 , 就使委内瑞拉在 2005 年几乎达到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宣布的无文盲国家标准。“里瓦斯使命”计划和“苏克雷使命”计划是为保证义务教育和质量教育而制

定的 , 旨在使大量的脱盲人群能够进入初中和大学。这场为教育而进行的努力取得了令人惊奇的结果。再

如“梅尔卡尔使命”计划 , 旨在维持委内瑞拉居民的食品供应 , 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食品保证。这一计划

在全国取得了成功 , 它是建立在不通过中间商来销售日常饮食的基础上的。“巴里奥·阿登特罗使命”计划

是为满足低收入群体医疗保障的需要制定的 , 是以古巴医生深入委内瑞拉偏远地区送医送药提供援助这种

方式开始的。此外 , 还有治疗眼科疾病的“奇迹手术使命”计划。有关这些“使命”计划的统计数字是令

人惊奇的 , 仅医疗这一项 , 3 年中在全国共进行了 6 000 万次门诊 ; 第一次以免费的方式将各种药物分配

给数以千计的病人 ; 流动医疗诊所增长了 4 倍 , 实施了几十万例外科手术。

所有“使命”计划的最终目标是使长期以来身处社会边缘的百万群众加入到国家的生活中来。此前 ,

由于国家领导者对人民和国家的命运失职 , 他们被遗弃了 40 年。今天 , 随着民众加入到国家政治经济生

活中 , 委内瑞拉必将成长起来并取得和谐、自主的发展。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思想构成了委内瑞拉的

根基 , 这些思想建立在委内瑞拉人民异常珍视的原则基础上 , 即 : 团结、互助、独立、尊重自决、尊重他

人权利、尊重维护主权、寻求和平与社会公正 , 以及在建设自己命运的进程中为争取人民的平等与参与进

行不懈的奋斗 , 为建立参与制民主而斗争。我想 , 正是由于这一点查韦斯总统的政治蓝图才会如此坚固。

因为它根植于委内瑞拉的历史 , 植根于解放者玻利瓦尔的伟大思想以及我们的人民为争取政治和经济独立

而进行的斗争。

查韦斯总统所提出的面向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 , 但是其中有两三点是

最为根本的。第一 , 关于民主。在拉美社会内部存在的民主是一种参与式民主 , 这一点在拉美国家广泛参

与的美洲国家组织的宪章中可以得到证实。这种参与式民主具有其变异性 , 比如说 , 美国的民主是一种间

接的民主 , 但我们的是一种直接的民主。美国的这种间接的、代议制的民主为什么这样呢 ? 因为人民为总

统投票 , 以一种非直接的方式投票 , 在人民和总统之间存在一个机构 , 就是选举团。但是在拉美是不一样

的 , 从格拉纳达河到巴塔哥尼亚 , 我们的民主是直接的、具有代表性的。我们的人民直接去为支持的人投

票 , 这之间没有任何的机构或委员会。查韦斯总统主张什么 ? 向前再进一步。他主张的从代议制的民主转

向参与式的民主 ,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场革命 , 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 , 人民在过去的政治决

策中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 , 这场革命可以使他们了解宪法 , 了解法律 , 了解自己拥有选举的权利 , 积

极地参与到选举过程中 , 参与到国家政治事务的管理中 , 因为人民才是国家、政府的真正主人 , 人民与政

府共同管理。这些都是一些大的概念 , 是 21 世纪的民主。也许我们需要在美洲国家组织内部进行一些斗

争 , 但是我们委内瑞拉人已经习惯于斗争了。因此 , 参与式民主对我们是最为关键和基本的。

另外一个我们希望指出的原则是团结、一体化。这是美洲国家之间的一种国际价值原则 , 它意味着自

主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美洲国际法作为国际法的重要分支 , 它带给世界一些产生于美洲国家的较好的传统

和重要原则 , 其中一项重要原则即不干涉原则。那么什么是不干涉原则呢 ? 在我们生活的国际社会中 ,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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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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