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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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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立场。尤其在如何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等重大问题上 , 双方可以相互支持 , 共同努力。

第二 , 中国加入 WTO 后 , 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就经济总量而言 , 拉美领先于其他发展中

地区。拉美地区的经济总量高达 118 万亿美元 ,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这一组地区中名列首位。因此 ,

在中国企业不断走向世界的今天 , 拉美市场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对拉美来说 , 中国的巨大市场也为拉美企

业提供了无限商机。

第三 , 拉美文化悠久、地大物博。中国也有着悠悠五千年的灿烂文明 , 有着丰富的资源。中拉不仅在

经济领域 , 而且可以在文化、科技和资源等诸多方面进一步相互交流与合作。

第四 , 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我国三大历史任务之一。我们十分感谢拉美一些国家和广大人

民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

毫无疑问 , 中拉之间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协作与伙伴关系。但总体来说 , 中拉双方无论从接触了解到

合作交流等各个方面 , 还都没有达到应有的规模与程度。中拉双方的合作交流存在着无限广阔的空间与无

比光明灿烂的前程。在进一步提升中拉关系的过程中 , 学术界也应该发挥更大、更多、更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成立迄今已有 44 年。拉美所的研究人员为研究拉美的政治、经济、

外交、社会和文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 发表了不少科研成果。拉美所取得的成绩 , 与长期以来拉美国家驻

华使馆的大力支持和诚挚的帮助是密不可分的。因此 , 请允许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 , 向出席今天会议的

诸位大使表示衷心的感谢。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拉美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等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拉美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化

进程 , 大力发展国民经济 , 努力追求多元化外交。拉美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断上升。拉美国家在实施经

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过程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 但毋庸讳言 , 也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

2004 年的拉美 , 国民经济取得了很高的增长率 , 政治形势保持基本稳定 , 但局部地区仍然存在着一

些不稳定的因素 , 社会领域中也遇到一些困难。因此 , 我们社科院拉美所的学者对拉美国家在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道路上积累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研究 , 以资我国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也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 , 我再次向出席会议的 4 位拉美国家大使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相信 , 出席本届论坛的中国学者与

4 位大使欢聚一堂 , 畅所欲言 , 一定能对拉美形势获得更深的理解。

(责任编辑 : 鲁渝)

扩大战略共识 　增进政治互信

蔡　武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拉美所联合举办的“国际学术论坛 : 2004～2005 年的

拉丁美洲”。首先 , 我对这次国际学术论坛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 !

2004 年 11 月胡锦涛主席成功访问拉美 4 国 , 今年 1 月曾庆红副主席又访问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这

两次极为重要的访问 , 充分反映了中国政府、中国人民高度重视发展同拉美各国友好合作关系 , 将中拉关

系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目前 , 拉美国家已走出长期的经济衰退和危机 , 通过经济结构调整 , 加快恢

复增长。拉美国家的发展 , 特别是中拉关系的发展引起我国党政部门、企业界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这些

为拉美研究提出新的任务。我相信 , 这次国际学术论坛的召开将十分有助于推动我国拉美研究事业的深入

发展。

拉丁美洲地域辽阔 , 资源丰富 , 人民勤劳智慧 , 富有创造精神。在这片富饶而神奇的土地上 , 拉美各

国人民创造着自己辉煌的历史。我在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访问中 , 深深感受到这个地区异彩纷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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