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巴当前的形势

阿尔韦托·罗德里格斯·阿鲁菲

首先 , 我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适时倡议并顺利举办这次论坛。

记得 5 年前我刚到北京就任时 , 最早参加的官方活动之一就是参加类似今天这样的一次会议 , 那次会

议使我得以与从事拉美研究的学者和研究员们建立了初步的联系。正因如此 , 我才有幸见证了近 5 年来中

国人民和拉美人民之间关系的蓬勃发展 , 这一发展对中国和拉美各国人民及其经济都是有利的。

近 25 年来中国举世瞩目的发展及其和平、合作和尊重各国主权的政策已经成为稳定与进步的因素 ,

为拉美各国提供了充满希望的机遇。

最近 , 胡锦涛主席和曾庆红副主席的拉美之行 , 第 1 届中国 —加勒比经贸论坛的成功举行 , 几十项协

议的签订 , 以及近年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一些国家元首的访华 , 都表明了双方对加强政治交往、大力发展

经贸和科技合作的巨大潜力的兴趣和共同愿望。

毫无疑问 , 进入 21 世纪以来 , 中国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 成为可能为拉美国家发展提

供资金的投资国 , 成为拉美国家产品出口的巨大市场 , 成为满足拉美国家所需进口的许多商品最有竞争力

的供应国 , 中国是到拉美国家旅游的客源地 , 所有这一切都是互利的 , 是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

古巴有幸成为美洲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2005 年我们将庆祝古中两国建交 45 周年。古

中关系成功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并得以巩固 , 成为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和互利合作的典范。

近 45 年来 , 古巴不得不在美国的封锁和经济战的条件下奋战。而美国现政府又加强了对古巴的封锁 ,

使古巴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 使古巴经济困难重重。据学者估计 , 对古巴造成了 700 多亿美元的损失。

我们都记得 , 近 13 年来 , 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大会上连续地、几乎完全一致地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 ,

但美国却傲慢地视而不见。

20 世纪 90 年代 , 苏联和经互会的消失使古巴经济遭受了灾难性的后果 , 使古巴原本已困难的形势雪

上加霜 , 因为古巴的对外经贸关系大多是同苏联和经互会进行的。

面对这一冲击和十分困难的形势 , 古巴毫不退缩 , 在不得不顾及北方邻国的阴谋诡计和持续敌意的情

况下 , 在决不放弃社会和政治的成果、决不放弃建立一个以社会正义为基础的理想社会的前提下 , 开始走

上通过进行重大改革使经济复苏的道路。

由于采取了这些政策 , 古巴维护了社会成果 , 使经济逐步和持续地复苏。一些新兴部门 (如旅游、生

物工程和石油工业) 起了龙头作用。与此同时 , 镍工业、雪茄制造业和酸性水果种植业等传统部门也得到

明显的恢复。

近年来 , 古巴还经历了更加复杂的进程。如蔗糖工业的调整 , 在目前糖价低迷的情况下 , 只让那些效

率好、有竞争力的糖厂继续生产 , 因此 , 要给总数达几万名的下岗工人重新安置 , 让他们几乎所有的人去

接受培训和学习 , 而工资照领。最近 , 在金融和货币方面 , 我们取消了美元在国内市场的自由流通并巩固

了可兑换比索的地位 , 从而确保了国家货币的安全并使美国政府反对古巴经济的新阴谋又一次破产。

近 5 年来 , 古巴经济复苏的特点是经济复苏与“思想战”同步进行 , “思想战”是革命进程中的一场

社会革命。为此 , 古巴在教育、卫生、文化和关注弱者等方面制定了 150 多项具有专门目标的计划 , 取得

了重大成果。这些计划使所有的古巴家庭受益 , 真正做到了机会均等 , 人人受益 , 没有人被抛弃。

2004 年古巴取得了积极的、令人鼓舞的成就。尽管遭受了自然灾害、电力供应短缺、美国对古巴封

锁加剧 , 古巴经济仍增长了 5 %。旅游业已成为古巴经济最具活力的部门 , 增长了 10 % , 接待外国游客人

数首次超过 200 万。与此同时 , 镍工业和生物技术产业也取得了显著的增长。在社会生活方面比较突出的

﹃国
际
学
术
论
坛
∶
二
○
○
四
～
二
○
○
五
年
的
拉
丁
美
洲
﹄
专
辑

9　　　　



两个例子是 : 在校注册大学生人数达 38 万 , 创历史记录 ; 儿童死亡率为 519 ‰, 为世界最低国家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 这些成绩是在古巴不得不花费大量人力和财力来增强防务能力的情况下取得的 , 因为

古巴正面临一个自己称自己为世界宪兵而有权违背国际法最基本的原则、入侵任何国家的美国政府所制造

的现实危险。

有了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 , 加上文化、科学和技术的潜力及可兑换比索的坚挺 , 以及对旅游、镍

工业、石油工业和电力工业等关键经济部门的乐观预测 , 尽管干旱会对甘蔗的收成和农牧业造成影响 , 我

们仍然可以预计 2005 年古巴经济会运行良好。

此外 , 在胡锦涛主席访古期间 , 古巴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一系列重要的协议。古巴还同委内瑞拉

签订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旨在加快一体化进程的协议。

这些成果是在拉丁美洲真正一体化的前景日益明显的时候获得的 , 而真正一体化是使拉美地区不再出

现“失去的几十年”的惟一道路。

几天前 , 在哈瓦那举行的经济学家会议上 , 拉美经委会的执行秘书、阿根廷人何塞·路易斯·马奇内阿

说 :“2004 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是高的 , 但是 , 要克服经济结构的畸形和消除拉美和加勒比

地区的贫困 , 这一增长率还是不够的。”

10 年前开始居心叵测地大肆鼓噪的美洲自由贸易区 , 今天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反对 ; 而与此同时 ,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所提出的在团结一致、捍卫各国人民利益的原则基础上实现一体化的倡议 , 如古巴和委

内瑞拉提出的“美洲玻利瓦尔选择”, 越来越具有生命力。

在充满挑战和危险的情况下 , 古巴步入了 2005 年。但是 , 在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之后 , 古巴具有较

好的条件来实现经济和社会更高的基本目标 , 并坚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可能实现的。

(译者 : 拉美所徐世澄 ; 责任编辑 : 蔡同昌)

2001 年经济危机之后阿根廷的形势

胡安·卡洛斯·莫雷利

首先 , 请允许我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 , 邀请我与尊贵的同事、学者和中

国党政领导一道 , 参加这次国际学术论坛。

我们十分清楚 , 无论对中拉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发展 , 还是对拉美人民的福祉来说 , 召开本次论坛的倡

议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十分积极地参加这次活动 , 企望能够使人们更好地了解我们问题的所在 , 了解我

们怎样一起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 这将有助于我们为维护持久的利益 , 实现稳定、持续和长久发展的目标而

努力。

我谈的主题是“2001 年经济危机之后阿根廷的形势”。

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这次危机是怎样产生的 ? 我们 (包括阿根廷人和外国人) 都在进行探究 , 以便

弄清危机的规模有多大 , 为什么始料未及 , 在社会、政治、经济、金融、产业甚至文化方面产生了哪些严

重后果。

显而易见 , 这场如此规模的危机并不存在惟一的答案。危机造成了国家体制结构的衰败 , 使国际信贷

机构产生震惊 , 对它们开出的无所不灵的“药方”产生怀疑 , 对直至当时盛行的信贷系统产生冲击。我说

“直至当时”, 是因为现在谁也不会怀疑那些可恶的信贷政策使债务国和债权国负有同样责任 : 前者在经济

上失去偿债能力 , 后者在技术和道义上失去偿付能力。

就在 33 个月之前 , 我们落入一场始自 1998 年的经济衰退的谷底。衰退持续时间之长是 1930 年以来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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