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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秉文，男，现任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术专长为

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曾在法国做过访问学者，现在近 10 所大学任兼职教授或

客座教授；曾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和欧洲所工作。 
 
 
 

序 
 

2009 年 3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国际学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承办、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协办的第五届拉美形势国际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术论坛——2008-2009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社会凝聚与全球金融危机的新挑战》在京召开。本书是中

方主办方向大会提供的专题年度报告。作为第二主办方，OECD 提供的专题研究

报告是以拉美财政政策和公共支出为主要研究内容的《2009 年拉丁美洲经济展

望》（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年 2 月）和《中国在拉美的有形之手》（世界知识出

版社，2009 年 2 月）。 

本专题年度报告的课题组负责人是袁东振研究员。本书是在该专题年度报告

的基础上扩充而来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一个集体研究项目。 

第一章《拉美“增长性贫困”与社会保障的减困功能》的作者是郑秉文研究

员。该章在考察 1980～2008 年拉美增长与贫困的基础上，对拉美一个比较特殊

的社会经济现象做了分析：一方面经济呈增长状态（虽然增幅很小），但另一方

面贫困率却也呈持续上升趋势，只有当增长率超过 3%时贫困率才开始下降。作

者将拉美这个特殊现象称之为“增长性贫困”和“3%拐点假说”。作者引入了索

罗－斯旺增长模型，在理论上检验了增长可以减困和“3%拐点假说”的“增长性

贫困”存在的依据。作者在估算中发现，拉美地区社保制度的减困幅度和减困系

数都远远小于欧盟和美国，并发现拉美地区社保制度的减困效果之所以会出现这

个差距，之所以出现“增长性贫困”，除初次分配不公和初始贫困率较高等其他

因素之外，与拉美社保制度在改革之后存在一些问题存在高度相关：在缺乏再分

配作用的同时，个人缴费率较高，对参保人遵缴率和缴费密度的要求较高，参保

人难以满足，导致替代率逐年下降；导致未参保人预期低下，制度覆盖面不但不

能扩大，反而比改革前还要低。拉美式“半覆盖”社保制度却使其“合法性”逐

渐开始演变成一个“政治问题”：2008 年 11 月阿根廷私有化社保制度的“国有化

事件”和 2007 年前厄瓜多尔私有化社保的“骚乱事件”可视为颠覆其“合法性”



的开端，由此看出，拉美私有化社保模式将面临严峻考验。 

第二章《拉美国家的财政政策与社会凝聚》的作者是吴国平研究员。该章认

为，在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结构性经济改革进程中，拉美国家同时也进行了财

政改革，以期探索在市场机制主导的开放的经济中，逐渐建立和完善政府与市场

互相补充的机制。拉美国家的财政改革包括：从制度上严格财政纪律，减少财政

波动，实行财政分级管理，推进税收体制改革。经过近 20 年的改革，拉美国家

的财政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的政策目标、治理能力和效率都有不同程度

的改善，逐步完善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市场、消费和社会的导向功能、协调功

能、控制功能和稳定功能。这些变化，对拉美国家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下

实现增长以及改善收入分配、就业、贫困化、教育和医疗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拉美国家的社会凝聚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拉美国家

的财政改革同样还存在着某些不足，其财政政策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面临严

峻的新挑战。未来，拉美国家还需要通过深化财政改革，进一步解决财政政策反

周期、财政结构更合理并可持续增长、税收政策更有利于社会公正等问题，探索

一条有利于社会凝聚不断加强、经济发展成果更广泛地惠及全体民众，政府、市

场和社会关系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第三章《拉美社会凝聚：一个新的政策理念》的作者是刘纪新研究员。该章

的贡献在于对社会凝聚这一新的政策理念做了深入分析。社会凝聚是近几年拉美

地区公共议程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增强社会凝聚已作为一个崭新的政策理念进

入拉美国家决策者的视野，正在逐渐转化为一些拉美国家政府的政治意愿和自觉

实践。社会凝聚理念在拉美的传播，与国际组织在对拉美政策中取得的共识和共

同努力密切相关。拉美学界和政界对社会凝聚的概念尚未形成共识，特别是对社

会凝聚理念内涵的理解并不一致，但在其核心含义或现实目标上已有共识。拉美

社会凝聚理念本身需要一个不断调整、修正、丰富和完善的过程。其间，对话、

交流、争论和磋商，是不可或缺的；其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和多大范围内为拉美

国家接受并真正转化为政策实践，有待时间的检验。社会凝聚理念之所以能在拉

美得到广泛传播，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条件。拉美之所以会出现对作为政策理

念的社会凝聚的质疑之声，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少拉美人对西方国家推行的理论或

理念存有戒心。经历过深刻反思的拉美民众和决策者，在面对新的外来政策理念

时，能够更加从容地思考自己的需要和国情，而不是重蹈旧辙。 

第四章《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与社会凝聚》的作者是袁东振研究员。自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可治理性”这个概念之后，这一概念逐渐成为国际学界使用

频率较高的术语。拉美国家可治理性研究是一个崭新的领域。该章通过对拉美国

家可治理性问题的分析，辨析了可治理性概念的释义，探讨了可治理性与社会凝

聚的关系，特别是分析了拉美国家可治理性对社会凝聚的影响，阐述了可治理性



及其与社会凝聚的关系，对拉美国家可治理性现状做了基本评估，并对可治理性

的不同实现程度和衡量标准做了解析。总体上看，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始终处于

缓慢持续提高的过程，可治理性持续改善的制度基础、体制条件、政策条件和民

众基础均有所改善。但是，拉美国家在可治理性方面仍有许多难题，远未实现理

想的可治理性。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深化和经济转型的实现，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

缺陷更加明显，在体制、制度和政策设计，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经济和社

会权利等各个方面均有所体现。可治理性缺陷加剧了社会矛盾，损害了社会环境，

降低了民众的认同感和对未来的预期，损害了社会凝聚。拉美国家社会凝聚的增

强，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可治理性程度的进一步改善。该章认为，可治理性与社

会凝聚有较密切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有明显的正相关

关系。一般说来，可治理性实现程度越高，社会凝聚越有保障；社会凝聚的增强

也有助于可治理性程度的提高。反之亦然，可治理性程度实现程度越低，社会凝

聚面临的困难越多；社会凝聚缺失也会加大可治理性缺失和危机的风险。 

第五章《拉丁美洲：政治发展与社会凝聚》的作者是张凡研究员。拉丁美洲

历来被视为政治发展模式的实验场，自独立以来的近两个世纪中，各种政治理念、

体制都可以在拉美国家中找到自己的代言人和践行者。与此同时，拉美的经济、

社会发展又带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发展中世界的进步与落后、潜力与顽疾都在拉

美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有着非常具体的体现。政治发展与社会凝聚之间存在着密切

的关系。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出发，民主政治显然是拉美国家政治发展的主题和重

要目标，而社会凝聚则是民主化进程中无法绕过的一道门槛。质言之，社会凝聚

是拉美国家民主体制巩固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最终归宿

之一。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拉丁美洲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改革已经彻底改变

了二次大战后形成的政治、经济发展路径和格局。在 30 余年的时间里，民主政

治取代了威权体制，并使频繁的军事政变乃至战乱告一段落。在拉美历史上，人

口的绝大多数，不分阶级、种族、性别，第一次成为政治发展进程的参与者，其

中包括各种色彩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左翼力量。然而，拉美民主政治的质量以及民

主体制下社会的治理状况却是千差万别和极不平衡的。拉美的发展面临着极其严

峻的难题和挑战，这既来自民主政治本身，也取决于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系列

痼疾。政治发展进程不仅与民主的类型和程度相关，而且也与经济发展模式和社

会整合方式密不可分。世纪之交的拉丁美洲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突显了政治、

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 

第六章《拉美就业形势、劳动力市场政策与社会凝聚》的作者是林华副研究

员。该章认为，在研究拉美的社会凝聚问题时，各种社会歧视、排斥和不平等现

象、现存的社会融入政策以及人们对上述客观现实的主观评价及其社会归属感，

都需要着重考虑。就业作为最主要的社会融入机制之一，对社会凝聚的提升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的就业形势不断恶化，

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和排斥现象日益突出，因此就业未能成为实现社会融入、加强

社会凝聚的有效手段。劳动力市场政策通过控制失业、减少失业带来的影响、改

善就业质量等手段，有助于推动社会凝聚的提升。但拉美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覆盖面较小，因此对社会凝聚的影响程度还有待提高。近 20 年来，原本就存在

的结构性失业、就业的非正规化、劳动者缺乏社会保护、收入待遇低下等问题不

仅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还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虽然 2003 年以来，经济形势的

好转带动了就业的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形势得到了实质性的改

善。 

第七章《拉丁美洲的教育融入政策——历史与现状》的作者是宋霞副研究员。

该章认为，教育融入是拉美社会融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是拉美其它社会融入

政策的基础：只有重建拉美目前的教育体系，教育才能真正起到反社会排斥的作

用，社会融入政策才能真正有成效。在现代社会，知识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对

于受歧视的穷人和边缘人群来说，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就是被剥夺了生活资

源。贫困和无知是相伴生的。拉美大部分国家纷纷出台综合性的教育发展规划，

将教育政策的重点放在减少社会排斥，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让各类被排斥人群

代代养成受教育的习惯，避免贫穷的代际相传，使知识成为社会融入的基础，如

2007 年被称为“历史上最全面、最具革命性”的巴西全国教育发展计划（PDE），

墨西哥 2001~2006 年的全国教育计划，以及被称为“教育革命”的哥伦比亚“教

育发展行动计划”等。 

第八章《增强社会凝聚力：拉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的作者是房连

泉研究员。社会保障是实现社会凝聚的重要支柱。作为现代社会的“安全网”和

“减震器”，社会保障制度是应对社会风险、维护社会公平、增强社会融入感的

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历史上，拉美是全球社会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进入 21

世纪，拉美国家开始越来越重视社会问题的应对和处理，社会政策的重要地位日

益显现。随着执政理念的转变，“反对社会排斥、增强社会融入、实现社会凝聚”

成为新一轮的社会政策目标。该章简要回顾了拉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

史，从制度覆盖面、分层结构以及再分配作用三个方面，分析了社保体系在实现

社会凝聚中的局限性，并对拉美社保制度的改革趋势作出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 

郑秉文  袁东振 

2010年 1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