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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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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过的。仅 1 个月内 , 批发价格上涨近 20 % , 汇率趋向螺旋式攀升 , 一些人建议采取高通货膨胀手段

解决银行债务问题。2001 年 1～10 月 , 中央银行的国际储备流失近 200 亿美元 ; 失业率突破 25 % ; 贫困人

口比重达到前所未有的 18 % , 赤贫人口高达 890 万 ; 经常账户的定期存款被冻结 ; 银行长期关闭 , 在自年

初起的 85 个工作日中 , 25 天无法营业。国家货币已然消失 , 在 11 个省发行和流通 14 种不同货币。国家

和省级财政失调使国家濒于破产 , 联邦制名存实亡 , 在财政金融上依赖联邦政府。很多人认为 , 向 IMF

讨要 200 亿或 250 亿美元贷款是惟一可行的出路。广大中产阶级走上街头 , 社会和政治骚乱笼罩大城市的

很多街区。

简而言之 , 这种形势是政府政策失误造成的后果 , 即用外部贷款填补越来越大的财政窟窿。10 多年

前 , 阿根廷实行被称为“货币可兑换”政策 (或叫作“兑换局”政策) , 它把本国货币与美元等值挂钩 ,

并禁止在没有美元相等储量的情况下增发货币 , 以保持本国币值。

这一政策控制住了野马脱缰式的货币 (比索) 发行。在此之前 , 货币发行失控曾造成超高通货膨胀和

生产系统瘫痪。控制货币发行进而刹住通货膨胀是根本所在 , 刻不容缓。但仅此不够 , 还缺少与货币可兑

换政策相辅相成的“财政可兑换”政策 , 以便控制公共开支 , 保持国家预算平衡。但是却没有这样的财政

政策 , 结果是货币发行控制住了 , 但取而代之的却是举借外债。债务不断膨胀 , 直到难以用外债弥补财政

缺口和资本抽逃。

今天 , 我们承认国家面临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 但是形势却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目前 , 我们可以

认真谈论中期打算了。当前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允许我们坚定地向前看 , 在任何方面都是如此。

这并不是某个政府的政绩 , 或某项经济政策的收效 , 而是阿根廷整个社会的功劳。

阿根廷社会得以摆脱历史性规模的危机 , 主要取决于两种因素。一方面 , 希望产生力量 ; 另一方面 ,

因为恢复了“自尊”, 即决意恢复“自己的思想”。这种思想并不排斥外部世界 , 而是从我们自己的视角 ,

基于我们地区和自己的目标来观察世界。确切地说 , 恢复了民族尊严 , 但并没有走向极端 , 没有戏谑性地

模仿第一世界 , 也没有犯排斥国际环境的幼稚病。

目前 , 阿根廷人应该接受这种思想 , 即十分重要的是如何完成尚未开始的任务 , 如何使目前的趋势保

持下去 , 怎样稳定目前相对正常的状况 , 特别是如何保证为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抓住这次长治久安的机遇。

当然 , 为了完成巩固形势的任务 , 需要考虑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在这里 , 我主要谈一下经济方面

的因素。

阿根廷具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 , 却遇到了亚里士多德式的选择 , 即“如何从潜能转向行动”。

无论如何 , 阿根廷可支配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一旦与某种社会经济政策的宏伟筹划相结

合 , 足以保证每 15 年经济总量和国民收入均翻一番。现行经济计划中包含的若干要素 , 作为持久性要素 ,

规划“控制”要素 , 已初露端倪。

(一) 对于在 30 年中有 17 年实行实际汇率滞后政策的国家而言 , 需要采用一种现实主义的汇率 , 它

应该反映阿根廷生产率在世界上的相对水平 , 以及相比较而言的变化情况。

尽管经济并非是一种“硬性”科学 , 但是某些结论是不能够忽略的。人们可以通过一项法律宣布万有

引力定律并不存在 , 却无法避免引力作用的结果。同样 , 人们可以宣布阿根廷的币值高于其他货币 , 却无

法避免币值高估造成的后果。

如前所述 , 这场危机造成的后果是债台高筑、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遭到破坏。加强本国货币的惟一长

久的形式并不来自于一项可兑换法 , 而在于保持宏观经济平衡 , 保持一种考虑比较生产率的货币比价。

(二) 在制定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时 , 必须关注外部世界、尤其是与我们直接相关的国家正在实行的

是什么政策。标新立异或作试验样板并不是与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实行一体化的良策。正如所发生的那样 ,

如果外部世界实行日益灵活的政策 , 甚至在发达国家 ———始自 1992 年英镑的贬值 ———也是如此 , 那么 ,

选择相反方向道路的结果就是与世界的联系仅限于金融参与 , 而与世界的实际联系即生产和贸易关系受到

严重扭曲。

(三) 经济政策应该利用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推进结构性改革。

十分遗憾 , 我国却没有这样做 , 政策调整通常是在危机之中进行 , 这加重了社会后果 , 丧失了实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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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调整所需的最起码的政治共识。

在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 , 欣喜于过渡性的成效 , 似乎这就是最终成果 , 并由此做出异想天开的推断。

应该扭转这种思维方式。

(四) 宏观经济平衡是根本性的 , 在这种意义上 , 公共开支和财政平衡是核心问题。在正常条件下 ,

目标应该是保持整个经济周期的财政平衡 , 这意味着在周期的高涨阶段 , 有能力创造财政盈余。

(五) 税收政策在中期的形成过程中 , 应该包括社会公正、投资优惠待遇、技术革新、广泛开发其价

值链的出口、向工人合股资本开放和人力资源投资。

这些构成了促进我国经济恢复并实现 8 %的年增长率的几种必要因素。在结束我的演讲之前 , 我想告

诉大家 , 后天 (3 月 3 日) 我国将结束书写其近来经济史上最复杂的篇章之一 , 即外债转换。就此 , 将结

束其偿债“破产”的历史 , 结束 2001 年 12 月开始的进程 , 当时在任总统罗德里格斯·萨阿单方面宣布停

止偿还债务。迄今为止 , 阿根廷拖欠债务总计 818 亿美元。实行转换的债务占拖欠债务总额的 75 %以上。

债务谈判在技术方面是复杂的 , 但是进行得极为正常。

谈判进行了 38 个月 , 双方讨价还价 , 以便解决 152 笔拖欠的债务。这些债务主要转换成以美元、欧

元、日元和比索计价的 3 种债券 : 平价债券、准平价债券和贴现债券。

我还要指出 , 一般来讲 , 阿根廷的要价是平均减免债务 50 %。欧洲、美国和拉美地区的 90 %的金融

机构参与了债务谈判。34 %的拖欠债务实现了转换 , 获得圆满成功。

目前 , 为结束 2001 年的危机 , 阿根廷政府还面临其他一些谈判任务 : 与实行了私有化的企业就签署

的合同重开谈判 , 与 IMF 达成一项新的协议。

这些将有力地促进阿根廷的经济增长。

(译者 : 拉美所宋晓平 ; 责任编辑 : 蔡同昌)

跨入 21 世纪的智利

巴勃罗·卡夫雷拉

里卡多·拉戈斯总统 , 21 世纪第一位智利总统 , 将以各个领域里的成就于 2006 年 3 月结束其任期。任

职期间 , 他引导国家沿着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规划前进 , 使智利人民能够满怀信心地放眼 21 世纪的航程。

2000 年 , 一些专家认为智利发展迅速 , 但缺少平衡。因此 , 智利必须完成作为一个民族未竟的任务 ,

必须确立新的发展模式 , 正视全球化的挑战。2010 年 , 智利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将迎来其独立 200 周年纪念

日 , 为此而作的总结应该实事求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 , 新的千年和 2010 年成为确立智利发展蓝图的关键时刻。事实上 , 围绕智利应该成

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 智利拥有什么样的能力和手段来实现它所企盼的发展 , 已经展开了一场论战。为了

对我国当前的主导形势做出尽可能准确的判断 , 已经进行了许多反思和工作。

在此基础上 , 我们可以说拉戈斯总统所领导的政府最有意义的功绩在于领会了历史机遇 , 并实施了实

质性的、刻不容缓的变革 : 促进国内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 造福于 1 500 万智利人民 , 同时提高本国在国际

舞台上的竞争能力。

以上思考基于我们所说的“智利模式”的基本内容 , 它以民主、自由市场和社会公平为基础 , 从可行

的、有预见的、现实的和可信的公共政策中吸取了适当的养分。不管怎样 , 应该指出 , 拉戈斯总统执政前

3 年是在世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度过的。政府最大的优点在于没有受民众主义的诱惑 , 而是通过积累资源

大力推行社会性政策 , 保持了财政平衡。政府不仅顶住了风暴 , 而且在风暴中获得了经济增长。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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