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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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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文化、丰饶的资源蕴藏的巨大发展潜力和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所做的不懈努力。同时看到 , 拉美国家

和人民在寻求民族发展的同时 , 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区域一体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与拉美国家均属发展中国家 , 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有着相似的经历 , 面临着很多共同问题。中国

自改革开放以来 , 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 , 在改革开放

过程中 ,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 , 我们还面临着许多困难需要克服 , 存在着许多问题要解决 , 包括

许多过去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 , 需要我们加以解决。坦率地讲 , 拉美许多国家发展程度比我国高 , 实现工

业化、现代化起步比我国早 , 拉美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丰富的经历、成功的经验乃至所经历的挫折

和教训 , 值得中国借鉴、吸取。尤其在今天 , 当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 , 我们更

加需要加强对拉美国家的研究 , 特别是对拉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实践的研究。

中国与拉美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 , 在争取民族解放、捍卫国家独立、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 , 在许多

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相似的立场。双方在寻求共同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

新秩序的斗争中 , 历来相互支持和合作。正是在这一广泛的基础上 , 中国与拉美各国的关系得到了全面的

发展。在政治领域 , 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框架 ; 在经济领域 , 双边经贸关系获得了迅猛发展 ; 在文化和科

技等领域 , 合作关系日益丰富和多样化。可以说 , 中拉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好时期。

胡锦涛主席在最近对拉美国家的访问中提出了中拉关系在各个领域发展的目标 : 在政治上相互支持 ,

成为可信赖的全天候朋友 ; 在经济上优势互补 , 成为在新的起点上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 ; 在文化上密切交

流 , 成为不同文明积极对话的典范。同时 , 胡锦涛主席还提出了实现上述目标的有效方式 , 即深化战略共

识 , 增强政治互信 ; 着力务实创新 , 挖掘合作潜力 ; 重视文化交流 , 增进相互了解。我深信 , 在双方的共

同努力下 , 在良好的基础上 , 中国与拉美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将会获得新的更大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

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曾经提出 , 21 世纪应同是太平洋世纪和拉美世纪。我们双方应该共同努力 , 携手并

进 , 迎接新世纪的美好未来 , 将中拉友好合作关系推向前进。

中拉关系的深入发展离不开双方的相互了解。中国需要研究拉美 , 拉美需要研究中国。深入研究对

方 , 是扩大战略共识、增进政治互信 , 深化认识经济互补性、充分挖掘经贸合作潜力 , 不同文明进行对话

的必要条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 胡锦涛主席指示我们要加强对拉美的研究。这是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

任务 , 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完成。

我们欣喜地看到 , 在中国 , 拉美研究的力量在不断增强 , 拉美研究在不断深入。这次重要的学术活动

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我预祝这次国际学术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

(本文根据蔡武副部长在国际学术论坛上的讲话录音整理而成 ; 责任编辑 : 鲁渝)

增进双方相互了解 　推动中拉关系发展

裘　援　平

很高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术论坛暨拉美形势研讨会 , 使我有机会同拉美使团的新老朋友和拉

美学术界的各位同事们相聚。我曾经从事过多年拉美地区工作和拉美问题研究 , 在转向宏观领域近 10 年

后再次参加这样的会议 , 有一种归队的熟悉和亲切感。10 年后暮然回首 , 站在今天的世界看拉美 , 站在

今日之中国看拉美 , 比过去站在拉美看拉美 , 又有了一些新的视角和感受。

世界发展进程中的拉美 , 是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的地区和重要组成部分 , 是世界多极化和区域集团化

发展中一支上升的力量 , 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力量。在

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科技革命引领的社会信息化三大历史进程的作用下 , 国际体系经历着深刻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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