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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论坛 : 2004～2005 年的拉丁美洲”专辑·

编 者 按 : 　中央领导同志最近提出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拉美。2004 年 11 月 , 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古巴

四国进行了国事访问。2005 年 1 月底 2 月初 , 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对墨西哥、秘鲁、委内瑞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牙买加

五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两位国家领导人先后访问拉美 , 推动了中拉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高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 2005

年 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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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国际学术论坛 : 200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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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蔡武 , 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办

公室副主任裘援平 , 外交部拉美司副司长杨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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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国家驻华使团团长、古巴驻华大使阿鲁菲 , 阿根廷驻华大使莫雷利 , 智利驻华大

使卡夫雷拉 , 墨西哥驻华大使李子文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现将领导致辞及 4 位大使的演讲整理摘编发表。

发展我国与拉美关系值得探讨的四个方面

成　思　危

我今天很高兴来出席第一届拉美形势国际学术论坛。这次国际学术论坛是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一个重要

的论坛。因为这次论坛汇集了国内各方面研究拉美问题的专家 , 还有各位大使 , 以及一些拉美方面的人

士 , 而且这次论坛是在我国和拉美的关系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召开的。所以 , 我认为这次国际学术论坛的召

开必将对进一步推进中拉友好合作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国社科院是我国一个重要的思想库 , 对拉美问题有着各种深入的研究。这次论坛是汇集各方面意见

的好机会 , 希望能够为中央进一步推进和发展与拉美的关系提供重要的、有益的建议和意见。

我今天是以三重身份参加这个国际学术论坛的。第一 , 我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 , 这是政治身

份 ; 第二 , 我是中拉友协的会长 , 这是民间的、非官方的身份 ; 第三 , 我还是一个研究经济问题的学者 ,

是社科院的博士生导师 , 这是学者的身份。因此 , 我今天想在这里提出一些个人思考的问题 , 向大家

请教。

我认为 , 中拉关系的发展有四个方面应当进行探讨。

第一个方面是如何进一步加强我国和拉美国家在政治上的合作。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和拉美国家的关系 , 我国和拉美国家之间的人员往来频繁。我国国家

领导人曾多次访问拉美 , 特别是 2004 年 11 月胡锦涛主席访问了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古巴四国。两个月

以后 , 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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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及牙

买加。近年来许多拉美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到我国来访问 , 我本人也曾陪同江泽民主席和胡锦涛主

席接待过墨西哥、巴西、智利、委内瑞拉、厄瓜多尔、乌拉圭等许多拉美国家的元首。

首先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中拉在政治合作上的共同基础。我认为 , 这个共同基础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我

国和拉美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 , 在很多问题上有着相同或近似的观点。二是我国和拉美国家都有反抗帝国

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 , 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我在很多拉美国家都看到过纪念当年这些拉美国家争取独

立的英雄纪念碑。三是我国和拉美国家都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愿望。正因为如此 , 我国和拉

美国家可以在很多问题上进一步发展政治上的合作。我国现在已经和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和我国建交的拉美国家如果从面积、人口、经济等方面看 , 占了整个拉美 (包括加勒比地区) 的 90 %。

我国和巴西、墨西哥、阿根廷以及委内瑞拉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所以 , 我认为 , 我国进一步加强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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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家的双边合作是有着广泛的基础的 , 但中拉在政治合作上有共同基础是前提条件。

第二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和拉美国家多边的往来与合作。我国现在已经成为美洲国家组织和拉美议会

的观察员 , 和里约集团、安第斯共同体、加勒比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都有联系。多边外交往来与合作也

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因为 , 通过这一渠道可以接触更多方面的人士 , 也可以更多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

更有利于对整个拉美的总体情况做更深入的了解。

第三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做好未建交国的工作。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 是我国在本世纪的三大任务

之一。在拉美地区还有少数国家未与我国建交 , 而和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 这需要我们认真地调查研

究 , 深入细致而有针对性地做工作。我在接待这些国家来访的人士时反复强调 , 作为政治家应该有一个长

远的战略眼光 , 不要只图一时的蝇头小利 , 而是要从整个世界的格局、世界的未来看待这个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如何推进和拉美的经济合作。

近几年来 , 我国和拉美的经济合作发展得很快 , 外贸以年均 38 %的速度在增长 , 2004 年年底我国对

拉美的进出口贸易额为 400 亿美元 , 其中进口是 218 亿美元 , 出口是 182 亿美元。我国已经成为拉美地区

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当然 , 这个数字和我国的进出口总数 11 500 亿美元比起来 , 只占 3 %多一点 , 但是从

发展的势头看来还是很好的。当然 , 这其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具体的问题。例如 , 拉美离我国很远 , 从路

程上看 , 去一趟拉美相当于去两趟美国。此外 , 以前我国和拉美双方的贸易界、经济界人士可能交流得较

少 , 双方相互了解还不够 , 因此尚未能更深入地找到更多的合作渠道。在我几次对拉美的访问中 , 都感到

许多拉美国家的政府和企业界都有进一步发展和我国经贸关系的愿望。为此 , 应当进一步探讨发展经贸关

系的途径 , 特别是要与不同的国家之间真正找到有互补性的、最有利的贸易渠道。

此外 ,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 特别是我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加 (我国外汇储备一年之内增加了

2 000亿美元 , 从 2003 年底的 4 000 多亿美元到现在超过了 6 000 亿美元) , 我国现在正在推进“走出去”

战略 , 鼓励我国的企业到国外投资 , 包括到拉美地区投资。据初步统计 , 目前我国在拉美的投资项目大约

是 300 项左右 , 还可以再进一步推进。但是 , 到一个陌生的地区去投资对企业家来说是有风险的 , 这个风

险要靠两个方面来化解。一个方面是靠所在东道国政府的支持 , 东道国政府应当为投资者提供方便和支

持 , 让我国的企业家能够更多地了解东道国的具体情况 , 包括政治、政策、法律、历史、文化、习俗等等

方面的情况。对外投资不能只是一个经济行为 , 我国的投资者应当更好地了解当地的社会 , 融入当地的社

会 , 这样才能够取得成功。而不能像国外某些跨国公司那样盛气凌人 , 到了东道国就要按着自己的一套文

化来指挥东道国的经济运作 , 甚至搞一些不平等贸易 , 输出污染 , 甚至干涉东道国的内政。另一方面 , 也

需要我国政府对“走出去”的企业给予各方面的支持。在这方面我专门出了一本书 ———《我国境外投资的

战略与管理》, 其中对我国政府如何支持企业对外投资 , 提出了九点建议。我希望大家探讨如何能够进一

步增进双方的经济合作。当然 , 这个投资是双向的 , 我们也欢迎拉美国家到我国来投资。

我们在谈经贸合作时 ,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 就是要创造机会 , 让双方的学者和经济学家共同交流和探

讨。我会见过很多拉美朋友 , 也到过一些拉美国家 , 我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应该通过它的发展来摸索它自己

的道路和模式。我国也是通过几十年的发展 , 最后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 确立了建设和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制度。不同的国家肯定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去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道路。

这个模式绝对不能由某些外国或者国际组织的专家来替它设计好并强加给它。当然 , 外国的专家和国际组

织的意见值得重视 , 值得借鉴和吸收 , 但一定要结合本国的国情。我认为 , 国家不分大小 , 在经济发展中

都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 这些经验和教训也值得我们相互学习和总结。我看过德索托先生的著作 ,

他的一套理论颇有特色。我也很推崇智利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方面所做的工作 , 我还专门研究过这个

问题。在我主编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与完善》这本书中 , 就有一段专门讲智利的社会保障体系改

革。我们应该在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对方的经验和教训方面做一些工作 , 希望社科院今后在这个方面能有

所作为 , 推进我国和拉美国家的专家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我相信 , 通过这种交流与合作 , 可以从更高

的层次上寻找到合作的亮点。

第三个方面是如何促进科技和文化交流。

我认为 , 要使政治和经济的交流与合作真正建立在一个更加稳固的基础上 , 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交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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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少的。因为通过文化交流 , 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对方的价值观、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 , 这样我们就

可以更多地了解对方的人民和他们的行为准则。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家之间如果没有对对方文化

的了解 , 谈判起来就会非常艰难 , 甚至发生误解 , 例如和德国人谈判时就与和日本人谈判时不一样。只有

了解对方的文化和习俗 , 才能够真正地、更好地沟通和交流。为此我们应该更好地学习、了解对方的文

化。现在我国文化在世界上日益引起注意 , 特别是今年春节 , 世界上很多国家针对我国的春节举办了各种

活动。拉美国家由于人民性格热情奔放 , 在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等方面都有很多很好的作品 , 而且有

丰富的古代文化 , 例如阿兹特克文化、印卡文化、玛雅文化等。这些方面确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吸收。

我每到一个地方都特别注意当地的文化 : 例如在智利看过聂鲁达故居 , 在厄瓜多尔看过瓜亚萨明博物馆 ,

在巴西看过桑巴舞等 , 确实很丰富。我们对拉美地区知名的作家、画家、艺术团体都应该做些了解 , 而且

要通过不同的渠道与他们进行交流。当然我们也可以派我们的艺术团体到拉美去。科学技术的交流也很重

要 , 因为科学技术的交流实际上也有助于促进经济交流。

最后一个方面是如何促进民间交流。

作为中拉友协的会长 , 我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与官方交流相比 , 民间交流有它独到的特点。民间

交流比较灵活 , 能够接触更多的层面 , 特别是对未建交的国家 , 民间交流就更加重要。在这方面中拉友协

已经做了一些工作 , 现已和 17 个国家、25 个友好组织建立了交流与合作的关系。开过两届中拉友好组织

大会。上一届是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召开的 , 我去参加时还带了一个由企业家组成的访问团 , 促进了经济

和贸易方面的交流。2005 年 11 月将在阿根廷召开第三届中拉友好组织大会 , 参加这一届会议的组织和人

数都会比上一届有所增加。

刚才我以三重身份提了一些问题 , 确实是想向大家请教。我认为 , 总体上说 , 我国和拉美的交流与合

作前景是非常美好的。现在中拉关系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 我希望能通过这次研讨提出更多、更好的建

议。我在当选中拉友协会长时说过 : 我希望和大家 , 包括中拉友协的朋友 , 和所有各国的大使、各国的朋

友们一道 , 在我国和拉美之间建起一座友好的桥梁 , 促进世界的和平 , 促进世界的合作与发展。在座的同

志们、朋友们都是研究拉美问题的专家 , 希望你们都能成为中拉友好与合作的促进者。

(本文根据成思危副委员长在国际学术论坛上的讲话录音整理而成 ; 责任编辑 : 鲁渝)

加强重大问题研究 　进一步提升中拉关系

李　慎　明

为加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对外学术交流 , 我院国际合作局将从今年起协同有关研究所 , 举办国际学术

论坛 , 讨论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今天的会议是首届国际学术论坛 , 讨论 2004～2005 年拉丁

美洲的形势。

中国与拉美虽然相距遥远 , 但浩瀚的太平洋并没有阻断中拉人民相互交往的愿望和热情。2004 年 11

月 11 日至 23 日 , 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古巴进行了国事访问。2005 年 1 月 23 日至 2

月 3 日 , 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对墨西哥、秘鲁、委内瑞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及牙买加进行正式访问。在短

短的两个月时间内 , 一个国家的正副主席先后访问拉美 , 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是少有的。因此 , 国际上的一

些观察家指出 , 最近几年中国越来越开始重视拉美了。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在这一过程中 , 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取得了引人注目

和令人欣喜的发展。中国之所以重视拉美 , 主要是因为 :

第一 , 中国和拉美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 , 有着相同的历史遭遇 , 双方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拥有相同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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