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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贫困化反思
拉 美很多 家已对新 自山 仁义经济政策感到

失望
,

它们渴哄建 众吏加公正的社会制度

文 《除望新闻周刊 》记者 林如萤 冷彤

从上世纪 年代初开始
,

在债务危

机的沉重压力下
,

大部分拉美国家相继

被迫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
“

药

方
” ,

即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

新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是私有

化
、

开放市场
、

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

控作用
。

结果
,

虽然拉美经济总量有所增

加
,

但普通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应有

改善
,

且社会矛盾激化
,

贫困人 口 大幅

上升
。

根据墨西哥央行和统计局的数据
,

墨

西哥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 亿美

元
,

年增至 亿美元
,

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也从 美元增至 美元
。

但同时该国的失业人口增加了约
,

绝

对贫困人数高达 万
。

社会两极分化严重

月初
,

墨西哥州阿登科镇农民与警

察发生严重流血冲突
,

起因是政府强征土

地引起农民不满
,

此后每个周末都有数千

人到墨西哥城中心广场示威游行
。

据统计
,

仅在 年 月至 月间
,

拉美地区就发生了 起抗议活动
,

其

中安第斯国家发生的抗议活动占
,

南

美洲地区占
。

拉美经委会在关于 年拉美地区

各项经济指标的报告中指出
,

从 年

到本世纪初
,

拉美的贫困化现象日趋严重
,

在 亿人口 中
,

贫困人口 已经超过 亿
,

其中 万处于绝对贫困之 中
。

在阿根

廷
,

贫困人 口 占总人 口 的比率从 年

的 上升到 年的
,

其 中

绝对贫困人口 占
。

据统计
,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

拉美

最富的人在社会总收人中占的比重是

最穷人的 倍
。

年代开始实行新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后
,

贫富差距迅速拉

大
。

年
,

最穷的阶层 占社会总

收人的比重为
,

而 最富的阶层

占社会总收人的比重为
,

后者是前

者的近 倍
。

到 年时
,

更是上升到

倍
。

高失业率是拉美贫困化状态严重的主

要特征
。

最近二十年来
,

拉美地区的失业

率上升了 以上
。

巴西失业率从

年 的 上 升 到 了 年的
。

墨西哥福克斯政府曾承诺每年创造 万

个就业机会
,

但实际数字仅为 万
,

而

且实际上是由每年移民美国的几十万劳动

人 口留下的
。

就是强调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

要求政府

退出经济领域
,

并全面实行私有化
,

包括

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
。

这使得一些

产业迅速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
,

民

族企业由于政府大幅度降低贸易壁垒和开

放市场而陷人困境
。

阿根廷上世纪 年代全面实行私有

化
,

将电信
、

铁路
、

矿业
、

钢铁等国有企

业和国有资产几乎全部出售
。

这导致政府

在面对 年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时找

不到可作抵押的国有资产而无法向国外金

融机构贷款
。

拉美舆论认为
,

今天拉美国家的通货

膨胀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货币问题 而

是富人经济与国际接轨导致的生活方式贵

族化
、

商品价格世界化的问题
,

特征是全

社会的资金和国家机器只围着一小群人

转
,

忽视了多数人的利益
。

丧失国家经济主权

墨西哥国立 自治大学经济系教授恩里

克
·

杜塞尔认为
,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

特定历史时期对吸引外资
、

发展经济起到

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

它强调与世界经济环

境接轨
,

使本国技术
、

资金
、

管理较先进

的一部分企业融入外部经济
,

但它没有考

虑欠发达行业和领域的生存环境
。

比如 年生效的
、

墨西哥
、

美国

和加拿大三国之间的北美 自由贸易协定
,

尽管对促进墨西哥对北美尤其是对美 国

的出口起到了明显的刺激作用
,

但墨西

哥农业由于缺乏技术
、

资金和现代化管

理的支持
,

在北美产品的冲击下溃不成

军
,

墨西哥从粮食出口 国变成了纯进 口

国
。

同时
,

年至 年
,

墨西哥制

造业企业倒闭了 万家
,

就业人 口减少

万
。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提出的解决拉美

年代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的一个办法
,

开始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进行反思

正是由于 年代拉美的新自由主义

经济政策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

拉美不少国家从 年代末开始对其经济

和社会政策进行反思
,

许多政界人士和专

家学者强烈要求政府摈弃新自由主义经济

政策
,

使国民经济健康
、

稳定
、

持续发展
,

让所有国民从中获益
。

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

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
,

与会的各国首脑明

确提出以
“ 圣地亚哥共识

”

取代
“

华盛顿

共识
” 。

他们呼吁减少经济改革的
“
社会

成本
” ,

使每一个人都能从经济改革中受

益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 充分

发挥政府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

健全

法制
,

实现社会稳定 、 提高妇女和少数民

族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 进一步完

善和巩固民主制度
。

年和 年
,

代表中左翼政治

势力的智利拉戈斯政府和巴西卢拉政府先

后执政
,

拉美的政治风向开始发生急剧变

化
,

阿根廷
、

乌拉圭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巴拿马
、

玻利维亚
、

秘兽等国的政权先后

落到了中左派政党手中
。

这些变化说明拉美很多国家已对新自

由主义经济政策感到失望
,

它们渴望建立

更加公正的社会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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