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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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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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铜、锌产量居世界第三 ; 铅、钼产量居世界第四 ; 金产量居世界第五。近 10 年以来 , 秘鲁矿业的年

均增长率为 12 %。中国在拉美的第一项矿业投资的目的国就是秘鲁。秘鲁向中国的矿产品出口额大幅度

增长。尽管如此 , 目前仅对秘鲁 10 %的土地进行了矿产勘探 , 还有 250 多项计划正在筹划和实施当中。

2005 年 6 月 , 我国总统阿莱杭德罗·托莱多携多位部长、国会议员和人数庞大的企业家代表团访问中

国 , 此行使近年来秘中双边关系的持续改善达到顶峰。

在这次国事访问之前 , 2005 年 4 月在北京召开了两次重要的双边会议 ———第六次政治 —外交磋商会

议和经贸混委会第四次会议 , 旨在回顾秘中在各个相关领域的双边关系的发展。2005 年 7 月我国国防部

长访华 , 这次访问为在互惠互利的框架下巩固和发展两国间在军事领域的双边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良好的政治关系背景下 ,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曾庆红于 2005 年 1 月对秘鲁进行了官方访问。访

问期间 , 秘鲁成为中国公民的旅游目的地国。2005 年 11 月 ,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拉友好协

会会长成思危率团访问秘鲁。这些重要的互访意义非凡 , 为两国继续积极地发展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的

双边关系创造了条件 , 无疑也将有利于巩固和加强两国间在各领域、各层次的联系。

2006 年 11 月 12 日将是秘中建交 35 周年纪念日。35 年来 , 两国间关系取得良好发展。这一点不仅体

现在近些年来两国企业间的往来方面 , 也体现在前面提到的政府间的相互谅解方面。

秘中两国一直致力于发展一种重要的关系。在此框架下 , 两国都承认私人资本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联

系 , 互补性经济联系不断增强。另外 , 双边关系中还有一个关键性因素 : 两国政府一直坚持这样一个原则

和信念、特别是政治意志 , 即深信没有任何障碍和问题是不能以友好的方式解决的。

秘中双边关系的这个时期将于 2006 年 7 月 28 日结束 , 现任政府赋予本人的使命也将结束。这是一个

秘中双边关系巩固发展的重要时期 , 两国最高领导层做出政治决策 , 完善和发展双边关系。7 月 28 日 ,

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获胜的总统候选人也将宣誓就职。

在此之后 , 秘中双边关系将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 , 投资、卫生检疫协定、经济和工业互补、航空、自

由贸易、科技合作等方面的各项协议将为这个阶段的发展奠定基础。

秘鲁与中国的关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两国、两国政府、两国商界和两国人民兄弟般相互协作与支

持的结晶。我们的崇高目标是 , 在日益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中 , 更加紧密和更好地联系在一起。在这

样一个世界中 , 任何形式的单边主义行为都注定走向失败与失衡。

有关秘鲁总统大选的形势 , 这确实是目前相当受关注的一个问题 , 今年 3 月 9 日将是秘鲁展开大选的

选战月。在秘鲁 , 政党政治在近些年出现了衰弱的迹象 , 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传统政党的影响在逐渐降

低 , 目前除了一个传统政党 ———有 60 年悠久历史的、具有崇高革命精神的政党阿普拉党外 , 其他传统政

党的影响力在不断减少 , 同时它的各项活动也呈现减少趋势。目前共有 8 位总统候选人 , 其中 3 位是比较

重要的 , 他们的支持率分别为 26 %、24 %和 16 %。其中女性候选人全国联盟党的洛德斯·弗洛雷斯位居第

一。政坛新星奥兰塔·乌马拉其次 , 他最近才成立了自己的政党 , 由于他民众主义的倾向 , 赢得了人民的

广泛支持 , 在民意测验中 , 他的支持率仅比弗洛雷斯少 2 %。传统的阿普拉党位于第三 , 阿兰·加西亚是

候选人 , 他曾经在 1985～1990 年担任秘鲁总统。其他的政党如人民行动党等的影响力就很小了。另外 ,

前总统藤森所在的政党也参加了选举。此外还有两个很小的新兴政党 , 但是它们的民众支持率小于 5 %。

如果今天就是 4 月 9 日 , 大选出结果的日子 , 那么很有意思的事情是 , 根据当前民意调查的结果 , 位居前

两位的候选人所获得的支持率都低于 30 % , 那么他们就需要进入第二轮选举 , 根据他们各自得票的数量

决定谁胜出。这也就意味着各个政党之间需要进行组合 , 形成一些联盟 , 以便将所需选票分配给这两位候

选人。因此 , 在当前这一错综复杂的形势下 , 我们很难预测谁将胜出。我认为乌马拉作为候选人出现在大

选中是秘鲁选举的一个特殊现象 , 因为他的政治背景不是很深厚 , 也没有受过太多的关注 , 他曾担任军队

军官、秘鲁驻法国和韩国大使馆的武官 , 此外当藤森逃离秘鲁时 , 他还组织过武装斗争 , 总之 , 他是一个

比较有争议的人物。他本人不认为自己有左派主张 , 而是国家主义的拥护者。他认为自己举起的是一面民

族主义的旗帜 , 就像过去秘鲁军人贝拉斯克斯政府的民族主义一样 , 他的政府同样也是备受争议的。目前

秘鲁大选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关于藤森的情况 , 这在国际上一直都很受人们关注。藤森在任期间曾经

通过修改宪法 , 试图第三次连任总统职位 , 由于他所在的政党以及其个人因素 , 他在未结束任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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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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