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美所学术代表团访问阿根廷国际关系理事会 

 

2014 年 11 月 27 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吴白乙率领的拉美所

学术代表团访问了阿根廷国际关系理事会（Argentine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

国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也参加了此次活动。在此次访问中，中阿学者就

“中阿双边关系”和“中阿能源合作”等议题进行了座谈，拉美所还与阿根廷国关理事会签

署学术合作的框架协议。 

 

图为拉美所学术代表团访问了阿根廷国际关系理事会 

 

阿根廷国关理事会成立于 1978 年，为非盈利性的私立研究机构。该机构是阿根廷国际

关系界的核心智库，下设非洲、阿拉伯和中东国家委员会、亚洲事务委员会、能源事务委员

会、欧洲事务委员会、拉美事务委员会、核事务委员会、科技委员会、美国研究委员会、环

境研究委员会、南极研究委员会、国际经济谈判委员会、国际机制委员会等部门。此外，该

机构还设有有组织跨国犯罪、欧亚地区、阿根廷国际战略、新兴市场等专题研究工作组。 

在会议致辞环节，阿根廷驻上海领事馆前总领事、阿根廷国关理事会亚洲事务委员会中国工

作组成员米盖尔·维罗索（Miguel Velloso）代表该机构感谢拉美所学术代表团的到访，并

期待与拉美所加强学术交流，开展合作研究。 

        吴白乙所长代表拉丁美洲研究所学术代表团对阿根廷国关理事会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

之后详细介绍了拉美所的情况以及拉美所阿根廷研究的现状。他强调，拉美所非常重视与阿

根廷国关理事会的学术交流。随着中国与阿根廷关系的发展，两国学术界面临巨大的合作潜

力，他希望本次访问是拉美所和阿根廷国关理事会学术合作的开始，双方在未来能够进一步

强化人力资源交流。 

在会议座谈研讨环节，阿根廷国关理事会亚洲事务委员会中国工作组成员卡罗拉·拉



蒙·贝尔加诺（Carola Ramòn Berjano）和拉美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副研究员孙洪波分别做了

题为“中阿关系：机遇、挑战和未来路径”，以及“中国与拉美的能源合作：阿根廷的角色”

的主题报告。 

卡罗拉认为，中阿关系的发展是基于“互利双赢”的原则。中阿关系在贸易层面增长速

度非常显著；在投资层面，中国对阿的投资也呈现新的增长势头。与此同时，中阿关系也面

临着贸易不对称（中阿贸易占中国外贸份额过低）、阿根廷出口初级产品化、中国投资产业

集中化（集中在原材料、基础设施）、双边关系过于依赖政府主导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阿应充分利用“中国——拉共体论坛”机制，进一步探索惠及两国的合作战略，拓宽经贸合

作维度，加强知识与技术的互享，夯实着眼于长远的战略伙伴关系。 

 

图为孙洪波博士分析中国与阿根廷能源合作 

 

孙洪波认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阿能源合作的出发点主要是能源供应安全、能源结

构优化以及可持续增长战略等。当前阿根廷的能源合作具有合作伙伴多样化、合作领域多元

化的特征，在最近十年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与亚洲的能源合作进展较快，其中中国对于能

源的巨大需求是促成这一趋势的重要因素。为实现中阿更有效的能源合作，中阿应（1）深

化金融合作，保障能源合作的可持续推进；（2）强化企业社会责任；（3）加强技术合作，

发挥中国在边际油田开发的技术优势；（4）建立可靠、稳定、及时的公共关系沟通渠道。 

在讨论环节，阿根廷国关理事会研究人员指出，阿根廷能源业对天然气依赖较为严重，未来

需加大对石油化工的投入，这将为中阿能源合作提供新的机遇。从目前来看，中阿双边的金

融合作水平不高，这也是未来中阿关系中需要强化的环节。针对中阿关系的整体发展，该机

构研究人员认为，阿根廷需要对中国的重要性进行全新评估，并制定一个着眼长远的中阿共

同战略，有效地利用拉共体、南共市等机制平台，挖掘和拓宽中阿双边合作。 



 

图为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吴白乙与阿根廷国关理事会主席阿达尔贝托签署合作协议 

 

座谈会后，拉美所所长吴白乙与阿根廷国关理事会主席阿达尔贝托·罗德里格斯·吉奥

瓦里尼（Adalberto  Rodríguez  Giavarini）签署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与阿根廷国际关系

理事会合作协议》，双方一致赞同加强相互间的学术交流，探索开展合作研究的可能性。 

（周志伟） 

 

 

拉美所学术代表团访问拉美经济研究基金会 

 

        2014 年 11 月 27 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吴白乙率领的拉美所

学 术 代 表 团 访 问 了 拉 美 经 济 研 究 基 金 会 （ Fundaci ó n  de  InvestigacionesEcon ó

micasLatinoamericanas），并就阿根廷经济形势等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

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也参加了此次活动。 



 

图为吴白乙率团拜访拉美经济研究基金会 

 

拉美经济研究基金会主任胡安·路易斯·波尔（Juan Luis Bour）首先代表基金会欢迎拉

美所学术代表团，并简要介绍了基金会的情况。该基金会由布宜诺斯艾利斯证券交易所、阿

根廷贸易商会、阿根廷农业协会和阿根廷工业联盟联合创建于 1964 年，致力于阿经济、社

会形势研究。吴白乙所长代表拉丁美洲研究所表达了加强与基金会开展学术和人员交流的愿

望。 

基金会经济学家丹尼尔·阿尔塔纳博士（Daniel A. Artana）向拉美所学术代表团简要介绍了

阿根廷的经济形势。他指出，阿根廷高开支的财政政策是造成当前财政赤字高企的重要因素，

大豆价格下降加剧了经济衰退，而经济不景气使得高开支的政策无法延续，这使阿根廷经济

陷入恶性循环之中。他认为，阿根廷经济已经触底，应该会逐渐走出困境。但据波尔主任预

测，阿根廷经济尚未触底，2015 年仍有可能进一步下滑，从短期来看阿根廷经济不乐观，

从长期来看尚难预测。 



 
图为马塞拉·克里斯蒂尼教授介绍阿根廷外贸政策 

 

基金会经济学家马塞拉·克里斯蒂尼（Marcela  Cristini）教授介绍了阿根廷的外贸政策

及面临的挑战。她指出，与全球区域经济合作趋势不同的是，阿根廷、巴西等南共市成员国

的经济仍然较为封闭，没有融入到全球生产链。她认为，目前南共市面临诸多困惑：（1）

由于成员国经济不景气，南共市需要改变；（2）改革方向是强化关税联盟，还是推进自由

贸易区？（3）南共市——欧盟自由贸易谈判进展仍难预测；（4）2015 年阿根廷结束大选

后，南共市在 2016 年后将会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与外部国家开展双边谈判或许将

是优先路径。 

此外，基金会的几位经济学家还与拉美所学者及胡必亮教授就阿根廷产业结构、全要素

生产率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周志伟） 

 

拉美所学术代表团访问阿根廷中国工商银行基金会 

 

2014 年 11 月 28 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吴白乙率领代表团访

问了阿根廷中国工商银行基金会（ICBC Fundación），并与该机构举行高端专家会议。中国北

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也参加了此次活动。 

会议共分开幕致辞、会议发言和交流讨论三个环节，具体情况如下： 

开幕式上，阿根廷中国工商基金会主任费利克斯·佩纳（Félix Peña）、阿根廷二月三日

国立大学亚太与印度经济中心主任卡洛斯·莫内塔（Carlos Moneta）和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

研究所所长吴白乙分别发表讲话。他们认为，中国和拉美学者就中拉关系及相关问题进行交

流十分必要。随着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中拉整体合作的逐渐展开，以及中国－拉共体论坛

首届部长会议将于 2015 年 1 月举行，中拉关系发展前景更为广阔。中拉双方应利用各种有

利条件克服当前双方关系中存在的障碍，增进相互间全方位、多层次的了解，以进一步促进

中拉关系健康、快速发展。 



 

图为阿根廷中国工商基金会主任费利克斯·佩纳致辞 

 

 

图为吴白乙所长在座谈会上致辞 

会议共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的发言内容包括发展中的组织机制路线图、各种区域及



次区域机制的角色，以及多元化整合的想法等。发言人为乌拉圭区域一体化培训中心主席赫

拉尔多·卡埃塔诺（Gerardo Caetano）、拉美经济研究基金会高级经济师马塞拉·克里斯蒂

尼（Marcela Cristini）、拉美发展银行代表鲁文·拉米雷斯（Rubén Ramirez）、中国社科院拉

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研究员贺双荣和国际关系室副研究员周志伟。 

 

图为贺双荣研究员分析拉美地区一体化面临的挑战 

 

他们认为，当前拉美地区面临两大挑战：一是社会的包容性问题，二是建设地区一体化

体系问题。拉美各国应改善发展战略，将更多如基建、医疗等方面的因素纳入发展议程中；

由于拉美单个国家的力量有限，应促进拉美地区内部达成合作协议。拉美一体化取得了很多

成就，也面临很多问题，包括碎片化趋势、地区内贸易水平低、未就推进经济一体化的目标

达成一致、不同次区域组织间存在竞争、次区域组织内部缺乏共识、各国内部在地区一体化

问题上存有分歧等。 

第二单元的发言内容包括巴厘会议后世界贸易组织的前景、特大贸易协定谈判的现状及

前景、从国际贸易视角看气候谈判等。发言人包括阿根廷二月三日国立大学亚太与印度经济

中心主任卡洛斯·莫内塔（Carlos Moneta）、阿根廷二月三日国立大学教授劳尔·奥乔亚（Raúl 

Ochoa）、阿根廷中央国立大学教授劳尔·贝尔纳·梅萨（Raúl Bernal Meza）、阿根廷农业工

程师马丁·皮涅罗（Martín  Piñeiro）、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和中国社科

院拉美所国际关系室副研究员孙洪波。 

他们认为，当前国际贸易格局出现跨地区性的贸易谈判，但这些谈判涉及的议题更多地

体现了多边主义。20 国集团中的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共同点，对当前跨区域贸易谈判、全球

治理问题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内贸易争端的解决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政治推进力减弱、地区

性贸易协定或谈判以及全球治理中的热点议题更加引人关注等原因，世贸组织的吸引力有所

下降，前景不容乐观。全球现有治理体系难以容纳传统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以及中小发展

中国家多样化的利益需求，需要改变的国际体系主要有全球贸易体系、金融体系和环保体系；



为此各经济体应增加开放度，同时推进区域一体化。中拉合作应放在亚洲与拉美关系的大背

景下来理解，未来中拉经贸合作应加强竞争力和产业内合作，吸纳更多科技和创新内容，同

时推进双方投资、贸易的便利化。 

第三单元的发言内容包括中拉经济合作，提高中拉贸易和投资发展的重点领域，阿根廷

及其企业、研发中心的作用等。发言人包括拉美一体化协会会长伊格纳西奥·巴尔泰萨吉

（Ignacio Bartesaghi）、阿根廷二月三日国立大学亚太及印度经济研究中心学术协调人塞尔吉

奥·塞萨林（Sergio Cesarín）、阿根廷罗萨里奥大学教授爱德华·奥维多（Eduardo Oviedo）、

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谢文泽和助理研究员谌园庭。 

 

图为阿根廷二月三日国立大学亚太与印度经济中心主任卡洛斯·莫内塔发言 

 

他们认为，中国不仅对拉美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伙伴。拉美正在

做出改变来吸引中国投资，如改善法律环境等。中国和拉美差别很大，面临不同的政治形势，

拉美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很大，政治环境更加复杂。中拉关系最大的阻碍在于双方相互认知

不足，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超常规的快速发展、中拉关系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拉美特殊的

地缘政治地位使拉美国家陷入“中国机遇论”和“中国威胁论”的困惑。中拉关系并不只是

纯粹的双边关系，同时牵涉大国竞争等其他方面的利益；从相互了解到相互理解，再到彼此

融合，中国和拉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交流讨论环节，吴白乙所长指出，在地区一体化问题上，亚洲有许多经验可供拉美国

家借鉴，如求同存异，就实现共同发展这一目标达成共识；致力于发展政治互信和共识；和

平解决纠纷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以及地区大国在推进一体化中起着领导作用。在中拉经济关

系问题上，双方经济关系必然要从以贸易为主转向以投资为主，应在投资问题上达成共识、

建立互信。此外，拉美国家也应采取措施，消除中国因拉美不愿开放而产生的“拉美是否同

样致力于发展双边关系”的疑虑。 

（赵重阳） 



 

 

拉美所学术代表团访问阿根廷二月三日国立大学 

 

2014 年 11 月 28 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吴白乙率领的拉美所

学术代表团访问了阿根廷二月三日国立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de Tres de Febrero），中国

社科杂志社代表团和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也参加了此次活动。吴白乙所

长还代表拉丁美洲研究所与该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 

 

图为吴白乙所长率团访问二月三日大学 

 

阿根廷二月三日国立大学成立于 1995 年，1998年被升级为国家级综合性大学，是阿根

廷的著名大学之一。该大学有 8 个校区，8400 多名学生，校长办公室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市的卡塞罗斯区。1852年 2 月 3 日乌尔基萨将军在该区发动起义，推翻了罗萨斯独裁政权，

卡塞罗斯区因此又被称为“二月三日区”，大学也由此得名。 

阿根廷二月三日国立大学校领导在致辞中对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近几年来，该大学不

断加强与中国高校的合作。鉴于拉美所在中国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该大学高度重视与拉美

所的合作，热切期望双方合作成功，取得丰硕成果。吴白乙所长对阿根廷二月三日国立大学

的邀请表示感谢，表示希望加强与该校的合作。 

之后，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与阿根廷二月三日国立大学亚太及印度中心联合举办

了“中国与阿根廷的关系：机遇与挑战”研讨会。吴白乙所长重点解读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及

中国对拉美的政策。吴所长指出，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时采取了忍让原则。在中拉

经贸合作方面，中方不追求贸易顺差，鼓励在拉美的中资企业实现“本土化”，认真履行所

在国的社会责任、环境责任，全面促进中拉双方的包容性合作与发展。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

并将继续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与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在 G20 的合作日益成熟和顺



畅，共同参与国际规则的调整或制订，有利于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权益。中国将坚

定不移地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愿意并希望世界各国“搭便车”。中国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中国的外交政策则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即包容性、

发展性和创新性。 

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室的林华副研究员和郭存海副主任分别以“中国与

阿根廷经济关系：机遇与挑战”和“文化在中阿关系中的作用”为题，发表了演讲；二月三

日国立大学亚太及印度研究中心主任塞尔吉奥·塞萨林（SergioCesarin）、卡洛斯·莫内塔

（Carlos Moneta）分别以“中阿双边关系：政治视角”和“中阿关系展望：2025～2030 年”

为题发表了演讲。卡洛斯·莫内塔指出，马岛主权问题、经济实力不对称、重新定义中国的

地位、重新定义国际同盟、中国的强势崛起等是影响中阿关系走势的几个关键问题，阿根廷

缺乏对中国的了解，在如何与中国进行长期合作和科技合作方面缺乏长远打算。 

                                   （谢文泽） 

 

 

拉美所学术代表团拜访阿根廷—中国生产及工商业协会 

 

  2014 年 11 月 29 日上午，由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吴白乙率领的拉美所学术代表团拜

访了阿根廷—中国生产及工商业协会（CámaraArgentino China de la Producción, la Industria y 

el  Comercio）（简称“阿中商会”），中国社科杂志社代表团和中国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

究院院长胡必亮也参加了此次活动。阿中商会主席卡洛斯  P.  斯帕多内（Carlos P.  Spadone）

及商会的其他高级官员在商会总部接待了代表团一行。 

 

图为吴白乙所长率团访问阿中商会 

 



阿中商会成立于 1984 年。自成立以来，商会通过举办研讨会、培训班和企业洽谈会，

出版刊物，组织企业访问团等方式，始终致力于推动中阿两国贸易增长。目前，商会有 230

多家会员企业，其中 40%左右是进口商，40%是出口商，其余企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领域，

如金融、航运、旅游、海运、物流等。 

卡洛斯主席详细介绍了他与中国长达 30 年的交往和密切关系。作为阿根廷的媒体巨头，

他正在中国开展杂志等媒体业务，他的儿子在北京出生、生活和学习。他本人亲眼见证了

30 年来中国的巨大发展和成就，坚信中国的前景无限广阔，他的家庭将中国作为企业未来

发展的重要根据地。 

商会其它高级官员介绍了中阿经贸合作状况。中阿贸易始于 1954 年，当时主要通过欧

洲国家（如德国、法国、荷兰等）进行贸易往来。1972 年中阿建立外交关系后，两国经贸

合作顺利发展。目前，阿根廷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第六大贸易伙伴，在阿华人约 12 万人、

中资企业 60家，在华的阿根廷企业共有 11 家。商会认为，中国有 3 亿中产阶级，是阿根廷

人口的 8 倍，因此，中国的市场潜力巨大。近几年来，在中阿双边贸易中，阿方处于逆差地

位，但责任不在中国方面。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随着欧美国家跨国公司将生产业务转向

中国，这些企业出口到阿根廷的产品的原产地也变成了中国。自中国政府于 2008 年公布对

拉政策文件以来，中国在阿根廷的投资逐年增加。中国的投资对阿根廷日益重要，阿根廷希

望能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 

吴白乙所长首先向商会主席及其他高级官员表示感谢。他指出正是在阿中商会的帮助下，

拉美所学术代表团一行才能顺利抵达阿根廷，开展一系列学术活动。吴所长指出，我们对阿

根廷的了解现在才刚刚开始，商会是了解中阿关系的“字典”。他回忆在儿童时期通过新华

电讯知道了阿根廷，如阿根廷提出的 200 哩海洋权要求，进而了解了世界。因此，在一定程

度上，他本人是从阿根廷开始了解和认识世界的。 

 

图为拉丁美洲研究所与阿中商会签订了合作协议 

 



此后，吴白乙所长代表拉丁美洲研究所与阿中商会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决定开展合作，

阿中商会将为拉丁美洲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 

（谢文泽） 

 

 

拉美所学术代表团考察阿根廷农业状况 

 

2014 年 11 月 29 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吴白乙率领的拉美所

学术代表团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近郊考察阿农业状况，中国社科杂志社代表团和中国北

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也参加了此次活动。 

农业不仅是阿根廷的基础性产业，也是支柱产业。大豆、牛肉等农产品是阿根廷的主要

出口商品，也是出口到中国的主要商品。阿根廷城市化水平较高，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

市，因此农村人口相对稀少。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是平坦、肥沃的彭巴大草原，气候温和、

湿润，土壤肥沃，非常适合发展农业和畜牧业，是阿根廷传统的主要农牧业区。 

访问团乘大巴前往郊区，在离市区 50 公里左右的地方，能见到零星分布的农村。在当

地居民的指引下，访问团选择了一个集农业、牧业、旅游业于一体的大型农场进行考察。这

家农场集中反映了阿根廷农牧业生产的特点。 

第一，规模大，商品化、外向化程度高。农场占地面积超过 1000 公顷（1.5 万亩），种

植业以大豆为主，畜牧业以养牛为主，旅游业主要为市区居民提供周末休闲服务。大豆主要

用于出口，牛肉主要供市区居民消费。 

第二，发展潜力大。大豆种植、牧场、旅游设施占农场总面积的 1/2左右，尚有一半的

土地没有开发。 

第三，土地集中程度高。阿根廷是拉美地区土地分配不公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大部分

土地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据当地人介绍，考察的农场在当地仅算中等规模，离市区稍远的

地方，农场规模还要大得多。 

（谢文泽） 

 

 

拉美所学术代表团考察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 

 

2014 年 11 月 30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吴白乙率领的拉美所学术

代表团考察了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中国社科杂志社代表团和中国北京师范大学新

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也参加了此次活动。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始建于 1536 年。19 世纪 50、6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是该市建设

和发展的高峰期，以五月广场为中心，向外扩展。五月广场两侧有 18 世纪建造的市政厅和

总统府（“玫瑰宫”）。总统府面朝西，正对着通往国会广场和国民议会大楼的宽阔的五月广

场、五月大街和都会区大教堂（殖民地时期的纪念性建筑）。 



 

图为代表团在阿根廷总统府前合影 

 

1910 年，为了庆祝阿根廷独立 100 周年，市议会决定仿效巴黎，修建地下铁路系统和

一个由从市中心辐射出去的宽阔大道组成的交通网络。布市现有的五条地下铁路中，四条都

建于这一时期，只有一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修建的。城市中心的宽阔大道多是在

20 世纪 20 和 30 年代修建的，按照巴黎香舍里榭大道的模式，每隔四条街修建一条东西走

向的大道，每隔十条街修建一条南北走向的大道，而且规定要修建全世界最宽阔的大道。其

中 1937 年 10 月正式通车的 7 月 9 日大道穿过市中心，据称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宽的城市大

道。 

二战结束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城市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来自欧洲等地的国际

移民基本停止，而国内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市区，梅斯蒂索人与欧洲人后裔之间的种族矛盾不

断加剧。第二，贫民窟大量涌现，引发了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贫民窟的居民是民粹主义

领袖庇隆（Juan D. Peron）的坚定追随者。庇隆于 1943 年发动军事政变并上台执政，1946～

1955 年任总统，1973 年再次任总统，1974 年去世。第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现有街

道网的车辆交通已达到饱和程度。 

（谢文泽） 

 

 

拉美所学者与美洲开发银行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一体化研究所所长举行早餐会 

 

2014年 12月 1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吴白乙与美洲开发银行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一体化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所

长古斯塔沃·贝利斯（Gustavo Beliz）举行了早餐会，拉丁美洲研究所贺双荣研究员、郭存

海和孙洪波副研究员参加了会谈。 

吴所长向贝利斯教授介绍了拉美所学术代表团在智利、阿根廷的学术交流情况，并提出

拉美所未来的学术规划将加强对阿根廷的研究，考虑成立阿根廷研究中心。贝利斯教授介绍

了美洲开发银行一体化研究所的科研领域及关注重点，特别强调随着美洲开发银行与中国的

交流日益增多，该机构也在积极寻求与中国的学术机构建立联系，并将于 2015 年设立关于

中国的专题研究。 

吴所长指出，鉴于中拉关系快速发展，对于加强中拉智库、学者对话，建立开放性的学

术交流机制的需求日益迫切。中拉在发展经验的互鉴上有很大的学术交流空间。为改善中拉

经贸关系，双方应加强在技术、创新、基建、制造业、产业升级等领域的合作。贝利斯教授

对此表示赞同，他强调美洲开发银行一体化研究所不仅研究拉美的一体化和贸易问题，还与

世界贸易组织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同时也关注拉美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问题。该机构关

注的中国议题较为多样，包括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化和社会保障等。该机构愿意参与中拉地区

性学术对话，在促进中拉区域合作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他指出，该机构希望与拉美所建

立长期合作关系，愿意接待拉美所的访问学者，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研究。 

会谈最后，双方就自然资源管理、公私合营模式、中拉产业对接合作等可共同研究的议

题达成初步共识。双方一致表示，对两家机构的未来合作充满信心，具体合作事宜有待进一

步的协商。 

                                 （孙洪波） 

 

 

拉美所学术访问团拜访阿根廷国家科技研究委员会 

 

2014年 12月 1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吴白乙率领的拉美所学术代

表团访问了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earch），中国社科杂志社代表团和中国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也参加

了此次活动。该委员会的社会及人文科学当选院长多拉·巴兰科斯博士（Dora  Barrancos）、

爱德华多·奥维多教授（Eduardo Daniel Oviedo）和卡洛斯·埃斯库德教授（Carlos Escude）

等参加了会见。 



 

图为吴白乙率团访问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 

 

多拉院长表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中国与阿

根廷在科技领域都有很大发展，双方的科技合作也取得很大进步。近年来阿根廷科委会与中

国相关机构的合作关系发展很快，希望能与中国社科院签订合作协议，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

关系，加强双方在社科领域的合作。对于双方的优先合作领域，目前双方在国际关系领域的

学术交流已经较为频繁，未来可加强在社会领域的交流。对于双方可能签署合作协议的形式，

即可以是框架协议，也可以是具体研究领域的合作协议；这些协议即可作起步性合作协定，

也可是更深入的、需要进行 2－3 年合作研究的合作协议。目前双方可先签署框架协议，之

后再讨论具体的合作方式。阿方将尽快提出协议内容，并在附件中提出具体合作领域。 

吴白乙所长表示，中拉关系发展不对称，不仅体现在中国与拉美地区的关系方面，也体

现在中国与拉美不同国家的关系发展方面。中拉整体合作使双方关系上了个台阶，在此框架

内，中国与拉美经济体可有更深入的合作，中国可结合此框架更好地介入拉美一体化进程，

双方还可在全球治理层面进行密切合作。虽然目前中拉整体合作的优先议程还未确定，但只

要开展合作，总会有好的成果。中国十分重视发展与阿根廷的建设性关系，中国社科院拉美

所与阿根廷科委会社会及人文科学院有着多年的良好合作关系。拉美所拟建立阿根廷研究中

心，希望双方的合作能进一步加深和扩大。对于多拉院长提出的与中国社科院签署合作协议

的提议，相信中国社科院领导会给予大力支持。 

最后，双方商定可先就签署协议事宜保持联系，就协议文本进行协商，并商定今后的合

作内容和优先合作领域；双方将尽最大努力争取在 2015 年签署协议；一旦两院签署协议，

拉美所将成为协议的执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