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织在一起, 相互影响和变化, 动态地向前发展, 政治经

济的改革必然影响社会文化等方面。该书虽然对外交、文

化、社会等方面也有所涉猎, 但不够深入和细化。对政治

的分析注重了政党关系层面, 而对阶级和利益集团层面

的分析则较少。

其次, 分析经济发展速度固然重要, 但同样重要的是

对经济改革实际效果的微观分析, 如民众从中获得利益

的情况, 外国公司的获益情况, 墨西哥生产力和综合国力

提高的情况, 等等。当然,这也是研究的难点。

最后, 书中的个别提法有待商榷, 如“墨西哥是从落

后的殖民地封建农业社会起步迈上现代化征程的”(第 12

页)。殖民地社会性质究竟是封建的, 或半封建的,还是资

本主义的,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殖民地社会后期, 墨西

哥的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至少可以肯定,

所谓“封建农业社会”与欧洲的封建社会的概念是不能等

同的。再如, 作者提到墨西哥革命后到 20 世纪20 年代末,

各地都出现了一些分散的革命武装、独立性很强的地方

政权和地方领袖, 即“考迪罗”, 各考迪罗之间争斗持续不

断,这一现象称作“考迪罗主义”(第 97～98 页)。但实际

上, “考迪罗主义”是一种政治统治形式, 是特定历史条件

下的产物 ,有其特定的阶级内容和时间内涵,国内史学界

越来越倾向认为, 是指拉美独立后到 19 世纪 70 年代的代

表大庄园主阶级利益的大大小小的军阀统治,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 ,其逐渐被寡头独裁统治所取代, 如迪亚斯的统

治。考迪罗是独裁者,但独裁者不一定是考迪罗。而作者

所说的这个时期的“考迪罗”现象与前述考迪罗虽然形

似, 但已经神离, 阶级内容发生了变化, 所以墨西哥作家

马丁·路易斯·古斯曼在 1929 年仅仅称其为《考迪罗的

阴影》(小说名)。另外,书中第 1 页提到巴西著名学者卡

多佐将独立后拉美的初级产品出口国划分为三类, 但注

释中引用的却是富尔塔多的著作, 而且后者的著作中并

没有提到该观点来自卡多佐, 这恐怕是作者的一个小小

的失误。

总之, 《墨西哥政治经济改革及模式转换》是国内第

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和剖析墨西哥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专

著, 书中所讨论的问题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有重要的

启发和借鉴意义, 很值得一读。

(责任编辑　鲁　渝)

一本了解墨西哥和中国服装加工业的好书

——评《面临全球化的墨西哥和中国的成衣业》一书*

驰　　骋

X

　 由墨西哥学者伊萨贝尔·鲁埃达·佩洛、纳迪玛·

西蒙·多明格斯和玛丽娅·路易莎·贡萨莱斯·玛琳主

编的《面临全球化的墨西哥和中国的成衣业》一书是一本

了解两国服装加工业的好书。本书于 2004 年 2 月由墨西

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和“米格尔·安赫尔·波鲁

阿”出版社联合出版。本书对近 30年来两国进行的经济

社会改革的主要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重点分析两国

成衣业(服装加工业)的发展、服装在本国市场的销售特

点, 两国在全球化的国际市场上、特别在美国和墨西哥市

场上的竞争。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拉美所于 1997 年同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签署了一项交流协议,

根据这一协议, 2000 年伊萨贝尔教授曾到中国进行考察。

这本书是她在中国考察的成果。伊萨贝尔教授是墨大经

济所的知名研究员, 拉美研究的博士, 墨大政治和社会学

系的教授。她著述甚多。主要有:《追踪私有化的足迹:墨

西哥炼钢厂私有化案例》《墨西哥的组装企业》《墨西哥:

危机、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改革》等。多年来,她一直从事对

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经济特区和墨中两国经济改革和出

口加工业(在墨西哥称为客户工业)的比较研究。

自 20世纪 60年代中期起, 墨西哥就开始建立客户工

业, 至今已有 40年的历史。而中国的出口加工业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比墨西哥晚 10 多年。80 年代

初,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 包括拉美所学者在内的中国学

者曾对墨西哥的客户工业和拉美的自由贸易区进行研

究, 并发表了不少著述。墨西哥客户工业对中国建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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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作者徐世澄于 2004年 8月 12日在拉美所举行的《面临全

球化的墨西哥和中国的成衣业》一书首发式上的发言。本书主编
伊萨贝尔·鲁埃达·佩洛、纳迪玛·西蒙·多明格斯出席了首发

式,并讲了话。



特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本书分序言、正文 8章和结论共 10部分。主要内容包

括以下四个方面: 介绍和分析近 30年来两国服装加工业

的发展; 分析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对墨西哥

纺织业和服装加工业的影响; 分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后对墨西哥纺织业和服装加工业的影响; 分析和研究

墨西哥客户工业、特别是尤卡坦州的客户工业对增加就

业和促进工业发展所起的作用。

本书第一章《全球化中的中国和墨西哥》认为, 两国

的经济社会改革既有相似之处, 又有区别。中国的改革是

渐进的, 墨西哥的模式转变是突发的; 中国的改革和成衣

业的发展不受外部机制的约束,而墨西哥的改革及成衣

业和纺织业的发展对美国的依附性比较强; 中国的改革

使中国的经济取得了持续高速的发展, 而墨西哥新自由

主义的改革使墨西哥的经济取得了波浪式的发展。作者

认为, 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能取得持续高速的发展, 是因为

中国对科技的研究和开发投入的资金比墨西哥多。作者

认为墨西哥应在研究和开发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第 38

～39 页)第二章《墨西哥和中国在美国市场上的状况》详

细地分析了两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纺织和服装业产品在美

国市场上的竞争。这一章的结论认为 ,墨西哥与中国出口

的主要服装和时装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不会是很激烈

的, 但是两国的其他一些产品、特别是定货量很大的产

品, 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将是很激烈的。(第 67 页)第三

章介绍墨西哥成衣业的发展和调整。第四章分析了墨西

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 对墨西哥纺织业和成衣业

的影响。作者认为, 影响之一是使墨西哥纺织业的生产环

节失调, 更加依附于美国; 影响之二是使墨西哥对美国的

服装出口增长加快, 因为墨西哥离美国近, 在运输和信息

方面比中国和其他国家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影响之

三是使墨西哥的成衣客户工业迅速增长, 而且遍布全国,

特别扩展到南部尤卡坦州。(第 112～113 页)第五章分析

了在墨西哥纺织业和服装加工业国际贸易中的不公平和

非法的做法。作者认为, 这些做法使墨西哥遭受了巨大损

失。墨西哥政府为对付外国纺织品和服装的非法进口,制

定了许多机制,进行了反倾销调查,但这些机制和措施并

不是很有效的。(第 130～131页 )第六章由原上海中国纺

织大学、现东湖大学教授郭景亮(音译)撰写,介绍了中国

成衣业的情况。第七章分析了墨西哥尤卡坦州客户成衣

业的情况。第八章是尤卡坦州客户成衣业的个案研究。

本书的结论部分认为,对墨西哥和中国来说, 成衣业

在创造就业机会、扩大出口和增加外汇收入方面起重要

作用。中国的成衣业在世界名列前茅,近年来发展迅速,

成衣业将继续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之一, 目前中国成衣

业正在进行调整, 以便对付全球化和外国的挑战。为增加

竞争力, 墨西哥的成衣业应该扩大时装的生产, 并改进服

装的设计, 加快科技的发展。(第 254 页)

笔者认为, 这本书对面临全球化的墨西哥和中国成

衣业的发展的分析是比较客观, 比较符合实际的。这是一

部值得我们中国学者拜读和研究的著作, 它的出版将有

助于我们加深对墨西哥客户工业、特别是服装加工业的

了解。

中国和墨西哥两国友谊源远流长。两国自 1972 年建

交以来, 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加强。进入 21 世纪以来,两国

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中墨都是重要的发展中大国,发展

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

利益, 而且对促进南南合作, 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

秩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3 年 12 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墨西哥 ,中墨双

方正式宣布建立中墨战略伙伴关系。正如墨西哥现总统

福克斯所说: “墨中是合作伙伴, 不是竞争对手。”温家宝

总理为充实这一战略伙伴关系提出了五项建议 ,其中包

括成立中墨政府间常设委员会, 继续扩大政府、议会、政

党、民间团体的交流 ,推动两国经贸多元化发展 ,鼓励有

实力的、信誉好的企业到墨西哥投资办厂, 也欢迎墨西哥

的企业来中国投资, 通过企业联合, 实现优势互补, 共同

开拓国际市场 ,等等。我们衷心希望中墨两国的友好合

作、平等互利的关系不断取得发展。

·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