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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当前拉美改革与调整对中拉关系的影响
———第四届全国拉美研究青年论坛综述

　　 2008年 7月 11日 , 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中国拉美学会和中国拉美史研究会联合主办的

第四届全国拉美研究青年论坛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

研究院召开 , 主题是 “当前拉美改革与调整对中

拉关系的影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崔

立如 , 中国社科院国际学部委员、中国拉美学会会

长苏振兴 , 北京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林被甸、中

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郑秉文出席了会议。来自外交

部、商务部、中联部、新华社、中国社科院拉美

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所、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

单位的近 50位老中青学者参加了会议。

崔立如院长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 , 目前正是中

拉关系发展的重要时期 , 随着中拉关系的不断推进

和双方各方面交流不断深入 , 特别是近年来中拉双

方都面临着对内改革调整、对外开放融合的重要发

展时期 ; 都面临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建设和谐社会、争取良好国际关系、实现现代

化进程的重任。中国与拉美国家在 20世纪 60年代

开始建交 , 70年代大规模建交 , 80年代以来中拉

关系快速发展 , 尤其进入 21世纪后 , 双方又提升

了对方的外交定位。如何在当前时机下进一步推动

中拉合作 , 寻找合作新形式、新内涵 , 把中国对拉

美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 是中国拉美研究

学术界的一个挑战。本次会议为拉美学界的交流提

供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 希望中青年学者能够更快

成长 , 早日担当研究拉美问题的重任。

苏振兴会长回顾了拉美青年论坛的创建和发

展 , 认为青年论坛的创办为青年学者提供了一个学

习和交流的舞台 , 希望青年学者在大好的时代背景

下 , 能够加速成长 , 让拉美研究事业后继有人。他

相信青年学者必将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 , 在

老一辈学者的教育和指引下 , 更快更好地把拉美研

究事业继续下去。

林被甸教授在致辞中表示 , 青年论坛采用开放

式、轮流主办的方式 , 使更多的同志得到了锻炼 ,

为拉美学会和拉美史研究会两个学会的交流提供了

平台。作为老一代拉美研究学者 , 愿意继续为青年

学者的学术成长提供支持和帮助。

郑秉文所长在致辞中论述了青年研究人员在提

高科研水平方面要处理好 10个方面的关系 : (1)

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代西方理论流派的关

系 , 青年学者要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并作为研

究理论的基础 ; (2) 时政研究与规范研究二者不

可偏废 ; (3) 国别研究与学科研究并重 ; (4) 对

策研究与基础研究要同时进行 , 对青年同志来说 ,

基础研究是根本 , 不能因对策研究而忽视根本 ;

(5) 对象国研究与中国问题研究都要进行 , 要了

解国内时政 ; (6) 处理好小语种与大语种的关系 ,

学小语种的学者应注意提高英文水平 , 同时英语为

第一外语的学者应适当学习西语 , 更好地借助语言

学习提高科研能力 ; (7) 学术翻译与学术研究都

要重视 ; (8) 既要重视学术论文写作 , 也要注意

撰写一般文章 ; (9) 注意掌握学术质量与成果数

量的关系 , 不能过分追求成果数量而忽视学术水

平 ; (10) 处理好个人的长线研究和阶段研究的关

系 , 个人的课题研究与集体课题研究相结合。他还

指出 , 随着中拉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化 ,

拉美研究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 青年学者将是未来

30年即拉美与中国发展的重要时期的主要研究力

量。未来我们还应找到新的研究方向与领域 , 为中

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

会议讨论共分四个单元 , 议题分别为 : 中拉关

系的特点与走势 , 左派崛起与中拉关系 , 美国因素

与中拉关系 , 中拉关系中的国别与具体问题。

(一 ) 关于中拉关系的特点与走势。青年学者

杨首国以拉美改革调整与中拉关系为题 , 从拉美近

年来政治、经济、对外政策等方面改革的主要表

现、对中拉关系的影响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

综合论述。复旦大学拉美研究室主任朱鸿博副教授

从地缘政治的视角 , 分析了美拉关系的现状与展

望 , 以及拉美对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 , 认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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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拉关系的重点是加强经贸合作 , 由此进一步提出

了发展中拉关系的几点建议 : 对拉美总的战略分析

和定位作为我国对美国外交的筹码和杠杆 ; 对拉美

的战略手段和工具应以建设自由贸易区为重点 ; 对

拉美国家开展外交工作应注意支点国家与大国并

重 , 在重视地区大国的同时不应忽视与一些拥有特

殊地理位置国家的外交关系建设。南开大学硕士研

究生程丽生就话语权与中拉关系的发展进行了论

述 , 主要论述了美国作为第三方面因素 , 应用话语

权对中拉关系的影响问题。

(二 ) 关于左派崛起与中拉关系。南开大学研

究生曹龙兴从全球化视角分析了拉美左派力量的崛

起 ; 朱梅莹就发展中的拉美左派的影响、意义、发

展趋势以及对美拉关系的影响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

看法。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孙岩峰重点分析了

拉美左派的崛起对中拉关系的影响 , 认为发展经济

和建立有利于拉美和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

中拉双边最主要的共同利益 , 共同的战略利益才是

中拉关系发展的动力 ; 但是 , 左派的崛起对中国在

拉美的利益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 , 如民族主义高涨

带来的国有化措施 , 对资源、价格的控制 , 对外资

和全球化的排斥 , 部分反美国家打中国牌影响中美

关系发展 , 对我国过高期望影响了双边关系等。他

还认为 , 应冷静看待左派崛起对中拉关系的影响 ,

我们应站在发展中拉关系的战略高度深入研究拉美

左派的崛起这一课题。在专家评论环节中 , 汪巍研

究员提出在中拉关系中 , 中国应重视自身形象建

设 , 包括软、硬两方面的实力 , 尤其是软实力。近

年来 , 中国开始注重文化方面的传播 , 如在巴西及

墨西哥分别开展为期半个月的 “感知中国 ”大型

展览活动 ,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拉美各国对中国的了

解与认识。

(三 ) 关于美国因素与中拉关系。南开大学拉

美研究中心董国辉以 “美国 ‘关注 ’中拉关系的

发展 : 事实与原因 ”为题 , 论述了 21世纪以来的

中拉经贸往来、高层互访以及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

作迅速发展 , 认为这种发展引起了美国国内一些政

治家、评论家和学者的 “关注 ”。在中拉关系迅速

发展的现实状况基础上 , 他着重介绍了美国政界、

新闻界和学术界对中国在拉美活动的讨论 , 并从中

国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分歧、美国对拉美地区的

“特殊情结 ”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扩展性与使命感

的角度 , 分析美国 “关注 ”中拉关系的原因。拉

美所青年学者孙洪波以 “美国智库对中拉关系的

新判断 ”为题 , 以美洲国家对话组织学者丹尼

尔 ·埃里克森在拉美所作的报告为基础 , 分析和评

论了美国智库对中国在拉美的战略分析、中拉关系

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应如何应对中国在西半球的

挑战等问题。南开大学刘洪娜以国际关系中的三角

关系概念与理论分析了中、美、拉三方关系的发

展 , 以美国对中拉合作的关注点、中拉合作中中国

的关注点、美拉合作中拉美的关注点等问题发表了

看法。有学者认为 , 中国在重视同拉美发展外交、

经贸等合作的同时 , 应注意避免与美国的利益冲

突 , 在不影响中美双边关系的同时 , 全面发展中拉

关系 ; 同时我们应注意拉美各国与我们在意识形态

方面的差异。拉美国家的意识形态及文化背景都是

源于西方的 , 与中国有一定差异 , 我们应尊重拉美

各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

(四 ) 关于中拉关系中的国别与具体问题。拉

美所青年学者刘维广、郭存海分别阐述了古巴形势

的变化对中国与古巴关系的影响以及如何加强对未

建交国的工作等问题。南开大学的潘芳就阿根廷国

家政治转型的第一次尝试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有学

者认为 , 目前拉美各国都在摸索今后发展的道路 ,

如古巴的社会主义道路 , 委内瑞拉推行 “21世纪

社会主义 ”, 智利重视发展教育同时希望借鉴中国

的教育体制经验等。

在闭幕式上 , 拉美学会会长苏振兴和现代国际

关系研究院王在邦副院长对会议作了总结。他们充

分肯定了会议的成果 : 青年学者进行主题发言 , 资

深学者在会议上为青年学者在拉美研究事业上的指

导与帮助 , 为青年学者提高科研水平提供了一个难

得的机会。苏会长认为 , 青年学者思路开阔 , 他们

的发言有的从新视角出发考察问题 , 有的提出了新

看法 ; 资深学者的评论准确、到位、深刻。他还指

出 , 加强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是从事拉美

问题研究的关键 , 目前还有很多有意义的课题值得

我们研究 , 如在 60年的新中国外交中 , 对拉美的

外交目前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

究院副院长王在邦强调了综合性研究的重要性 , 他

认为各方面研究应该相结合 , 不应孤立地研究政

治、经济、国际关系等问题 ; 同时 , 在注重学术研

究的同时也要兼顾政策性研究 , 而研究要有前瞻性。

这次会议不仅讨论了当前中拉关系中的一些热

点问题 , 而且还促进了青年拉美学者之间的交流 ,

成为拉美研究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学术交流平台。

(韩晗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