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拉美形势笔谈

编者按 2006年拉美政治稳定之中有变化：地区政治局势相对平稳，政治进程基本按预期发展；与此同

时，政治发展出现一些新的显著变化，政治力量的接近与分野日益复杂，左翼力量之间差异日益明显，政

治改革的任务依然紧迫。 2006年拉美经济继续在上升的通道中运行，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稳定且持

续好转的宏观经济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相对坚实的基础；国际收支进一步改善，对外贸易和经

常项目继续保持顺差；通货膨胀率创下了近 10多年来的最低纪录；在保持经济政策相对稳定的基础上，

拉美各国结合本国实际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了相应调整，某些领域中的改革进一步深化。 与此同时，

2006年拉美经济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2006年拉美国家的对外关系呈分化走势：美拉之间的矛盾

和冲突进一步扩大，但未动摇美国在拉美的地位；由于美国在拉美的影响力日益下降，美国开始调整对拉

美的政策；在地区关系 中，拉美国家继续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但合作缺乏实质性进展，内部摩擦和矛盾

不断扩大；拉美国家与欧洲 、 亚太和非洲的多元化外交积极且富有成效。 2006年拉美社会形势的基本特

点是：主要社会指标逐步改进的趋势更为明显；社会形势相对稳定，但社会冲突时有发生，局部地区仍有

动荡 ；当前拉美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社会稳定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本期邀请中国社会科学

院拉美所政治室主任袁东振、 经济室主任吴国平、 国际关 系 室主任贺双荣、 社会文化室主任刘纪新盘点

2006年拉美地区形势，分析今后一个时期的走向。

拉美政治：稳定之中有变化

·袁东振

2006年拉美政治稳定之中有变化。 地区政治

局势相对平稳，政治进程基本按预期发展；与此同

时，政治发展出现一些新的显著变化，政治力量的

接近与分野日益复杂，左翼力量之间差异日益明

显，政治改革的任务依然紧迫。

一 大选孕育了政治新变化

大选是2006年拉美政治发展中最重要的事件。

继2005年年底洪都拉斯、 委内瑞拉、 智利和玻利

维亚4次重要选举之后，2006年又有十几个国家

举行全国性选举，其中哥斯达黎加、 海地、 秘鲁、

哥伦比亚、 墨西哥、 圭亚那、 巴西、 厄瓜多尔、 尼

加拉瓜9国举行的是议会和总统选举；智利和委内

瑞拉2国举行的是总统选举；萨尔瓦多和多米尼加

2国举行的是议会选举；玻利维亚举行的是立宪大

会选举。 举行大选的还有加勒比地区的圣卢西亚。

拉美国家大选进程总体平稳，大选结果未超出

预期。 但各国情况不尽相同。 智利、 哥斯达黎加、

哥伦比亚、 巴西和委内瑞拉的大选形势比较明晰，

民众的倾向性比较明确，大选基本无悬念。 秘鲁、

墨西哥、 厄瓜多尔、 尼加拉瓜和海地的选举进程和

结果则充满变数。 尤其是秘鲁和墨西哥的选举充满

悬念和戏剧性。

左翼和右翼政党在大选中竞争激烈，基本势均

力敌。 左翼力量在智利、 巴西、 尼加拉瓜、 厄瓜多

尔和委内瑞拉的大选中获胜，左翼执政的国家有所

增加，特别是巴西左翼政党再次获胜，对整个拉美

地区左翼力量的发展至关重要。 但在墨西哥、 哥伦

比亚等国，右翼政党的执政地位得到了巩固。 即使

左翼取得大选胜利的国家，右翼势力仍堪与其抗

衡；而在右翼执政的国家，左翼的力量得到了增

强，政治影响力不断扩大。

传统政党的发展趋向显示出一定的复杂性。 在

洪都拉斯、 哥斯达黎加、 智利、 圭亚那等国，传统

政党的地位或仍比较稳固，或力量有所恢复；在秘

鲁和尼加拉瓜，传统政党获胜。 有些国家的传统政

党则继续显示出衰落的势头。 在哥伦比亚，曾轮流



执政数十年的自由党和保守党失去了对国家政治生

活的控制，政治影响力大大下降；委内瑞拉传统政

党已无力回天，甚至不能成为国家政权的有力竞争

者；曾创造连续执政71年奇迹的墨西哥革命制度

党滑入边缘化的窘境。

一批政治新人脱颖而出。 大选之年拉美国家涌

现出了一批政坛新秀，如哥斯达黎加的索利斯，秘

鲁的乌马拉，墨西哥的洛佩斯，厄瓜多尔的科雷亚

等。 这些人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或民众主义特色，

多被认为是左翼政治力量的代表。 政治新人与传统

政治力量的较量，实际上是新兴政治力量对传统体

制和传统模式的挑战。

大选孕育了拉美政治的一些新变化，如不少国

家执政党出现更迭，左翼力量有所发展，美国与拉

美国家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拉美国家之间的

关系也更加复杂，等等。 但从根本上说，这些变化

并不能改变拉美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 左翼政

府执政后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强调探索新

的发展道路，但调整经济政策的幅度有限。 拉美国

家虽然与美国有矛盾，但并不希望同美国对着干，

即使不断发表反美言论的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也

不能完全割舍与美国密切的经济联系。

二 政治发展中的新变化

2006年拉美地区政治发展中的新变化最明显

地表现为：传统上比较稳定的国家出现一定程度动

荡 （特别是墨西哥和智利）；传统上经常动荡的国

家 （如安第斯地区国家），政局则呈现相对稳定局

面，尽管这些国家还没有完全摆脱政治和社会不稳

定的困境。

墨西哥出现政治动荡。 1994年出现的恰帕斯

危机长期得不到彻底解决，但这一危机只局限于狭

小区域内，并未对全国政治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而

2006年的政治冲突和动荡，更多地表现出全国性

特征。 2006年墨西哥政治动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 第一，大选使政党之间的斗争表面化，引发了

政治动荡。 目前，政府正在寻找摆脱危机的途径，

民主革命党一些领导人也表达了 “忘却选举争议”

和实现全国和解的态度，但政治动荡的后果很难在

短时期内消除。 第二，瓦哈卡危机加剧了业已存在

的政治危机和动荡。 由于未能及时化解矛盾，原本

由该州公立学校教师要求增加工资的示威活动，演

变成大规模群众性抗议，变成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冲突和斗争还冲破州界，蔓延到包括首都在内的其

他地区。

智利出现不稳定因素。 智利一直被有关国际组

织视为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样板，其政治和社会的相

对稳定被许多人津津乐道。 然而 2006年爆发的学

生运动不仅引发了动荡和骚乱，也促使人们对智利

社会和政治改革进行新的思考。 学生抗议是智利人

对社会改革结果不满的一个缩影，暴露了智利社会

发展和社会改革的缺陷。 另外，还有两个因素对智

利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产生一定影响。 一是执政联盟

在大选中挪用用于就业和体育发展资金的事件曝

光，政府的廉政形象受到损害；二是智利前军政府

首脑皮诺切特病逝后，其支持者和反对者作出不同

反应，甚至发生小规模的冲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智利仍存在不同利益之间的激烈冲突和对抗，这

是社会和政治不安定的一个隐患。

而传统上是拉美不安定的主要策源地的安第斯

地区，2006年则呈现出政治相对稳定的局面。

秘鲁局势相对稳定，2004年以后一直困扰政

府的政治危机基本消除。 原因有以下几个：2006

年是大选年，在托莱多总统任期即将结束的情况

下，人们对其怨恨情绪减弱；各主要政治力量试图

通过大选掌握国家政权，强调通过合法的程序和手

段，以争得民心和合法性；相当多民众希望通过大

选，挑选一个能带来国家稳定和实现变革的领导

人，选择了等待的态度；秘鲁经济连续7年增长，

年均增长率接近5％，有利于政治稳定。

哥伦比亚政治形势呈现相对稳定局面的主要原

因是：“和平遣散计划”取得一定成效；政府在美

国支持下，加大了对游击队的军事打击力度，革命

武装力量的势力和活动范围受到挤压；左翼游击队

与右翼准军事组织之间的冲突也大幅减少；政府与

另一支主要游击队 “民族解放军”举行了新一轮

和谈。

委内瑞拉国内政治形势虽然仍较紧张，但局势

基本稳定。 经济稳定是政治稳定最重要的保证，

2005年其经济增长率达9％，远远高于拉美地区平

均水平，2006年仍位居拉美最高之列；查韦斯利

用石油收入实施面向中下社会阶层的社会政策，政

府的群众基础比较牢固；查韦斯向反对派发出的和

解信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反对派的对抗情绪；

大选之年的政治安排也有利于缓和政治气氛；查韦

斯和美国政府斗而不破，两国间经济往来正常，当

前美国并未大规模公开支持委内瑞拉国内反对查韦



斯的活动。

玻利维亚虽未完全摆脱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困

局，但局势基本在政府掌控之中。 主要原因有：新

政府努力树立廉政和亲民形象，赢得人们的好感；

石油天然气资源国有化平稳实现；土地改革计划还

未遇到重大抵抗，莫拉莱斯强调土地革命分阶段进

行，开始阶段不征收私人土地；莫拉莱斯本人和执

政党在国内有较高的支持率：在2005年总统选举

中获得了53.7％的选票，在 2006年7月立宪大会

选举中执政党获得了255个席位中的 137席。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2006年安第斯地区各国

政局的稳定只是相对的，不稳定的因素仍然很多，

政治冲突和政治动荡仍可能会有反复。 哥伦比亚政

治稳定的局面非常脆弱，和平进程的成果并不稳

固，“民族解放军”仍不断发动各种形式的战斗和

袭击。 在厄瓜多尔，科雷亚执政后将面临严峻的国

内形势，他所属的政党在议会中未占有任何席位，

这将使其在推进改革和实施相关政策时遇到意想不

到的困难，这不仅是对他个人、 也是对厄瓜多尔政

治和社会稳定的严峻考验。 在委内瑞拉，以国际高

油价和丰富石油收入为基础的经济、 政治和社会改

革也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一旦外部条件发生变

化，必然对国内政治稳定造成极大冲击。 玻利维亚

政治相对稳定的局面更为脆弱，有许多不稳定因

素。 莫拉莱斯的改革计划在国内引起较大争议，阻

力不小，随着改革的深入，不排除对抗升级的可能

性；特别是围绕新宪法的制定和立宪大会的任务、

新宪法通过的方式等，国内各政治力量有严重分

歧；政府与反对派的冲突有所加剧。 上述任何一个

因素都具有打破玻利维亚脆弱政治和社会稳定的

能量。

三 政治力量的接近与分野更加复杂

拉美国家政治力量的接近和分野呈现出异常复

杂的局面。 拉美国家近期的政治发展表明，左翼和

右翼的分歧不是越来越大，左翼和右翼都在有意识

地向中间路线靠拢；左翼力量和右翼力量的分野仍

很明显；左翼力量的差异性也不断显现。

首先，左翼和右翼都在发生变化。 左翼政府和

左翼政党极力淡化左派主张和左派的意识形态色

彩，有意识地向中间的政治立场靠近，以争取更广

泛社会阶层的支持；一些国家的左翼在大选中与右

翼政党和右翼组织结成联盟、 共同执政的情况屡见

不鲜。 右翼的立场也有所变化，不再坚持极端立

场，注意吸收和发展一般民众，对自己的执政理念

和执政方针不断进行调整和修补，对各阶层民众关

心的社会问题 （特别是失业、 腐败、 社会贫困、

教育不公平等）提出了自己的一套主张和解决办

法，其基本政治理念日益接近中间立场。

其次，拉美仍有左翼和右翼的分野。 尽管左翼

和右翼都向中间立场靠近，但拉美地区仍然存在左

翼和右翼政治力量的界限，左翼和右翼的分野仍是

拉美政治的重要特点。 在许多国家，左翼和右翼政

治力量依然是竞争的主角。 智利政坛完全被左翼和

右翼两个政治集团所控制，墨西哥传统的一党独大

局面已经过渡到左翼和右翼势力的竞争；巴西政坛

的左右分野也很明显，厄瓜多尔2006年大选实际

上成为左右两大政治势力的角逐，秘鲁大选中左右

政治力量对抗的特点也十分鲜明，尼加拉瓜的大选

也是传统左翼力量与右翼力量的争夺。 在哥伦比

亚，左翼力量虽然很难与右翼力量相匹敌，但左翼

成为总统职位的重要争夺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哥

伦比亚大选也初步显现了左翼和右翼争夺的痕迹。

最后，左翼力量间的差异性日益显现。 20世

纪末以来拉美地区左翼政治力量增长的势头虽然在

2006大选之年仍得以持续，但在左翼力量增长的

同时，左翼力量的差异性也日益明显，最突出地表

现在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发展模式的态度，以

及对美国及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态度上。

四 政治改革的任务依然迫切

2006年拉美政治虽然总体稳定，但一些国家

仍没有完全摆脱政治动荡的困扰，即使那些政局相

对稳定的国家，也远未解决政治发展的稳定性难

题，政治动荡的隐患依然存在。 更为重要的是，拉

美国家政治体制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对政治稳定的

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拉美国家政治发展或政治体制的缺陷最突出地

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体制不完善，监督机制不健

全，相关的法律很难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 当政者

执政时期，因缺少监督，腐败行为严重，而新政府

上台后，往往要对前任的腐败行为进行追究，并把

追究前任的责任作为提高自己威望的手段。 在不少

国家，还不能做到从体制上防患于未然。 二是政治

不稳定。 90年代拉美国家曾掀起政治改革特别是

选举改革的高潮，选举制度更符合资产阶级民主的



规范，程序民主因此得到进一步完善。 但一些拉美

国家的选举制度还有缺陷，个别国家选举政治甚至

出现危机。 智利和墨西哥是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三是一些国家政治体制的参与性差。 越来越多的拉

美人把投票看成负担，对耗资巨大的竞选活动感到

厌倦。 如在洪都拉斯的总统选举中，有 41％的选

民没有参加投票；在委内瑞拉议会选举中，投票率

只有25％。 哥伦比亚大选的投票率仅为45.31％，

墨西哥大选的投票率不足 60％。 民众对政治参与

程度低可能会对拉美政治体制造成损害。

可以预见，拉美政治稳中有变的现象还会有进

一步发展。 对拉美国家而言，无论是消除体制性缺

陷，还是加强政治的稳定性，或是提高政治体制的

参与度，都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来完成，因此，改革

仍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拉美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趋

势；如何完善政治体制和如何维护政治稳定依然是

拉美许多国家面临的重要课题。

经济继续增长 形势好于以往
——2006年拉美经济形势评估及2007年的趋势预测

·吴国平

2006年拉美经济继续在上升的通道中运行，

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5.3％，人均GDP增长

率为3.8％。 这一年拉美经济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

化：稳定且持续好转的宏观经济为经济增长提供了

宽松的环境和相对坚实的基础；国际收支进一步改

善，对外贸易和经常项目继续保持顺差；通货膨胀

率创下了近10多年来的最低纪录；在保持经济政

策相对稳定的基础上，拉美各国结合本国实际和经

济发展的需要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某些领域中的改

革进一步深化。 但是，2006年拉美经济还存在着

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拉美各国经济结构及其影

响的差异继续扩大；地区大国巴西经济连续第二年

低速增长，增长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提高拉美国

家的国际竞争力，并进一步改善拉美的投资环境是

拉美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 2007年，拉美经济将

继续受世界经济的影响并与之保持同步，其增长趋

势不会发生变化，但经济增长的速度会随全球经济

增速趋缓而放慢；在寻求加快经济增长的同时，在

稳定与增长之间寻求新的平衡时拉美国家将面临挑

战；拉美国家的经济政策将继续保持其连续性，但

一些国家将难以避免对局部进行必要调整，个别国

家的经济政策会出现大的调整，有可能会产生难以

预料的后果。

一 2006年拉美经济形势的特点

1.尽管 2006年拉美经济增长速度不是近 10

年来最高的，但是其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却是近 10

年来最好的。 2006年拉美各国的经济都保持了增

长的局面，这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

2006年拉美经济的各项主要指标明显好于以往。

拉美的消费物价指数为4.8％，创下了近年来的新

低。 这表明，拉美国家是在通货膨胀持续走低的背

景下，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拉美的国际收支得到

进一步改善，商品贸易结算顺差持续增加，并创下

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高；拉美外债负担继续

减轻，2006年拉美外债总额为 6328.49亿美元，

占GDP和商品及劳务出口的比重分别为 24％和

83％，是 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拉美国家的城市

失业率持续下降，为1997年以来的最低。

2.拉美国家在整体上保持经济政策相对稳定

的同时，在具体政策目标层面上开始重视经济稳定

与增长的平衡，逐渐加强了对经济增长的政策支

持，并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相应的微调。 2006

年拉美绝大多数国家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和金融政

策，将财政平衡、 抑制通货膨胀作为重要的政策目

标，从而确保了拉美国家的财政状况进一步好转，

绝大多数国家保持了财政赤字持续减少的趋势。

2006年拉美国家初级财政 （不包括公共债务支付）

结算连续第三年保持盈余，在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