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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资源诅咒与制度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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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在近百年的历史变迁中，委内瑞拉的经济增长和石油紧密相关。石油经济的各种衍生利益

与引致需求不断溢出并传导至国家的各个层面，垄断与腐败 成 为 委 内 瑞 拉 经 济 发 展 关 键

词，委内瑞拉经济在依赖石油、试图摆脱依赖之间轮回，长期落在 “中等收入陷阱”中无

法自拔。该文试图从制度视角，阐述该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及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

关系：从民众主义与选举政治、收入分配与寻租行为，以及社会福利与传统文化等维度解

读委内瑞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所在。
关 键 词　委内瑞拉　资源诅咒　制度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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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石油价格的跳水，委内瑞拉经济从萎缩走向

了崩溃。２０１５年，以 不 变 美 元 价 格 计 算 委 内 瑞 拉

ＧＤＰ萎缩７．１％，人均ＧＤＰ萎缩８．３％①，物价猛涨

更是早已成 为 常 态。从２００８年 起，委 内 瑞 拉 的ＣＰＩ
涨幅从未 低 于２０％，委 内 瑞 拉 货 币———强 势 玻 利 瓦

尔 （ｂｏｌíｖａｒ　ｆｕｅｒｔｅ）的国内购买力处在持续下降的过

程中。ＣＰＩ情况参见表１。
　　表１　委内瑞拉的平均物价增长情况 （单位：％）

年份
物价指数

（ＣＰＩ）

食品和非

酒精饮料

物价指数

年份
物价指数

（ＣＰＩ）

食品和非

酒精饮料

物价指数

２００８　 ３１．４　 ４５．７　 ２０１２　 ２１．１　 ２４．５

２００９　 ２８．６　 ２９．８　 ２０１３　 ３８．５　 ５４．３

２０１０　 ２９．０　 ３４．６　 ２０１４　 ５７．３　 ８３．７

２０１１　 ２７．２　 ２９．６　 ２０１５　 １１１．８　 ２１１．８

资料来 源：Ｂａｎｃ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ｄ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ＩＮＤＩＣＥＳ　ＤＥ　ＰＲＥＣＩＯＳ

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ＩＤＯＲ　ＤＥＬ　ＡＲＥＡ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Ａ　ＤＥ　ＣＡＲＡＣＡ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ｃｖ．ｏｒｇ．ｖｅ／ｃ２／ｉｎｄｉｃａｄｏｒｅｓ．ａｓｐ．

资源禀赋优越的委内瑞拉，作为拉美地区发展最

早的国家之一，却在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陷入了 “中

等收入陷阱”，尤其是委内瑞拉人骄傲的社 会 福 利 机

制，在石油价格遭遇冰点之后迅速崩溃。

一、委内瑞拉百年石油经济发展历程

２０１５年，委内 瑞 拉 已 探 明 石 油 储 量２９８０亿 桶，

居世界首位，产量排世 界 第１２位，是 世 界 上 最 重 要

的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②。回顾近百年来委内瑞

拉经济发 展 历 程 将 会 发 现，石 油 作 为 经 济 发 展 的 命

脉，该国经济形成了类似政治学经常讨论的钟摆效应

轨迹，走在依赖石油，试图摆脱依赖，再次依赖石油

的路径上。直到今天，不仅经济未能脱离对石油的依

赖，整个社会的政治、社会乃至思潮都深受天赐 “黑

金”的影响。按照时间脉络，可以清晰看到委内瑞拉

石油经济经历的不同阶段。
（一）从外国资本的绝对控制到国有化

１９２２年，皇家 荷 兰 壳 牌 公 司 在 马 拉 开 波 湖 畔 第

一口高产油井的投产彻底改变了这个以咖啡、可可为

主要产品的农业国的命运。委内瑞拉石油时代的意外

开启，对于当时的独裁政府戈麦斯家族而言可谓 “天

①　ＣＥＰＡＬ　Ｓｔａｔ．ｈｔｔｐ：／／ｅｓｔａｄｉｓｔｉｃａｓ．ｃｅｐａｌ．ｏｒｇ／ｃｅｐａｌｓｔａｔ／Ｐｅｒｆ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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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Ｕ．Ｓ．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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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良机”，政府 选 择 了 一 条 最 为 短 视 的 道 路———直 接

将石油资源转卖或租让给外国公司，跨国公司因此几

乎控制了委内瑞拉全部的石油资源及相关产业。

１９３５年独裁 统 治 终 结 后 的 委 内 瑞 拉 新 政 府，通

过一系列手段拿回被独裁者送出去的石油利益：１９３８
年，将油田使用租金从原来的８％增加到１５％ （所开

采石油价值）；１９４６年修改所得税法，规定政府占石

油利润５０％份额 （著 名 的 五 五 分 成 原 则，该 原 则 后

被推广到世界石油开采活动中）。此后，《油气法》确

立了国家对油气资源的主权，立法阻止外国公司过度

开发等损害所在国利益的行为①。
以独裁时期 的１９５７年 为 例，委 内 瑞 拉 当 年 石 油

产值 占 ＧＤＰ的１／３，石 油 出 口 占 世 界 石 油 出 口 量 的

４０％，石 油 与 相 关 制 品 占 出 口 总 值 的９４％～９６％。
源自石油的税收占财政预算收入的７３％②，是政府最

重要的收入来源。当年产量排名在前８位的公司全部

是外国石油公司，８家公司占据了总产量的９６．３％的

份额。
独裁统治 （１９４８－１９５８年）倒 台 后，政 府 针 对

国内经济严重依赖石油的局面，采取了两大举措。首

先，积 极 推 动 建 立 石 油 输 出 国 组 织 （ＯＰＥＣ）。１９６０
年，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

决定联合 起 来 共 同 对 付 西 方 石 油 公 司，稳 定 国 际 油

价，维护石油收入，五国组建了ＯＰＥＣ③；另一方面，
为了加强政 府 对 石 油 权 益 的 管 控，１９７５年 成 立 了 国

家石油公司 （Ｐｅｔｒóｌｅｏｓ　ｄ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Ｓ．Ａ．ＰＤＶＳＡ），
旨在更好地运作及保障本国石油 权 益。公 司 职 责 为：
负责独立勘探、冶炼、运输 和 销 售 碳 氢 化 合 物 制 品，
并以高效盈利为目标④。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两次石油危机极大提升了

国际油价，新组建的ＯＰＥＣ成为了定价者，通过国家

石油公司，政 府 控 制 了 石 油 产 量 并 将 利 润 掌 握 在 手

中。当价格 （ＯＰＥＣ）与产 量 （国 家 石 油 公 司）集 于

一身之后，政府掌控的、垄断的石油经济基本框架形

成，此后虽几经波折，但最终延续至今。
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大量外汇收入使政府具备了

推动工业化发展的资源。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９年，时任总

统卡洛斯·佩雷斯大力推动 “播种石油”（Ｓｅｍｂｒａｒ　ｅｌ
ｐｅｔｒóｌｅｏ）计 划⑤，将 石 油 收 益 投 入 到 改 善 经 济 结 构

的各项生产性投资中，如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

业和旅游业等非石油产业发展。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

的不断深入，制造业占ＧＤＰ的 比 重 有 所 提 升，新 兴

的汽车制造业，电力事业的发展使得城市化进程大大

提升，城市 化 加 快 又 进 一 步 推 动 了 工 业 化 的 进 程⑥，
委内瑞拉迎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政府通

过石油获取的收入也在持续增加，详情参见表２。
表２　委内瑞拉政府收入、石油收入与油价

年份

政府收入

（百万玻

利瓦尔）

年增长率

（％）

石油收入

（百万玻

利瓦尔）

年增长率

（％）

每桶油价

（美元）

石油收入

占政府

收入％

１９６０　 ４，９６７ －８．７　 ２８９１ －６．８　 ２．０８　 ５８．２０

１９６１　 ５，７９２　 １６．６　 ３１２９　 ８．２　 ２．１０　 ５４．０２

１９６２　 ５，９１０　 ２．０　 ３１０３ －０．８　 ２．０６　 ５２．５０

１９６３　 ６，５９７　 １１．６　 ３４７４　 １２．０　 ２．０３　 ５２．６６

１９６４　 ７，１３３　 ８．１　 ４６５４　 ３４．０　 １．９４　 ６５．２５

１９６５　 ７，２６５　 １．９　 ４７２０　 １．４　 １．８８　 ６４．９７

１９６６　 ７，７５１　 ６．７　 ４９１２　 ４．１　 １．８８　 ６３．３７

１９６７　 ８，５３９　 １０．２　 ５６６６　 １５．４　 １．８５　 ６６．３５

１９６８　 ８，７７５　 ２．８　 ５７９１　 ２．２　 １．８６　 ６５．９９

１９６９　 ８，６６１ －１．３　 ５，４４３ －６．０　 １．８１　 ６２．８４

１９７０　 ９，４９８　 ９．７　 ５７０８　 ４．９　 １．８４　 ６０．１０

１９７１　 １１，６３７　 ２２．５　 ７６４３　 ３３．９　 ２．３５　 ６５．６８

１９７２　 １２，１９２　 ４．８　 ７８８４　 ３．２　 ２．５２　 ６４．６７

１９７３　 １６，０５４　 ３１．７　 １１１８２　 ４１．８　 ３．７１　 ６９．６５

１９７４　 ４２，５５８　 １６５．１　 ３６４４８　 ２２６．０　 １０．５３　 ８５．６４

１９７５　 ４０，８９８ －３．９　 ３１６５５ －１３．２　 １０．９９　 ７７．４０

１９７６　 ３８，１３０ －６．８　 ２８０２４ －１１．５　 １１．２５　 ７３．５０

１９７７　 ４０，４７４　 ６．１　 ２９４２１　 ５．０　 １２．６１　 ７２．６９

１９７８　 ４０，１２３ －０．９　 ２５８１０ －１２．３　 １２．０４　 ６４．３３

１９７９　 ４８，３３９　 ２０．５　 ３３３７７　 ２９．３　 １７．６９　 ６９．０５

１９８０　 ６２，６９７　 ２９．７　 ４５３３１　 ３５．８　 ２６．４４　 ７２．３０

１９８１　 ９２，６５６　 ４７．８　 ７０８８６　 ５６．４　 ２９．７１　 ７６．５０

资 料 来 源：作 者 根 据 Ｅｗｅｌｌ，Ｊｕｄｉｔｈ．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１９８４，ｐ．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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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叔同 ．国际石油财团垄断下的委 内 瑞 拉 石 油 ．国 际 问 题 研

究 ．１９５９ （７）：４７－５２．
陈叔同 ．国际石油财团垄断下的委 内 瑞 拉 石 油 ．国 际 问 题 研

究 ．１９５９ （７）：４７－５２．
ＯＰＥＣ．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ｐｅｃ．ｏｒｇ／ｏｐｅｃ＿ｗｅｂ／

ｅｎ／ａｂｏｕｔ＿ｕｓ／２４．ｈｔｍ．
ＰＤＶＳＡ．Ｐｅｔｒóｌｅｏｓ　ｄ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ｄｖｓａ．ｃｏｍ／ｉｎ－

ｄｅｘ．ｐｈｐ？ｔｐｌ＝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ｐ／ｄｅｓｉｇｎ／ｒｅａｄｍｅｎｕｐｒｉｎｃ．ｔｐｌ．ｈｔｍｌ＆ｎｅｗｓｉｄ ＿

ｔｅｍａｓ＝１１．
该计划最早是在１９３６年提出，当时独裁者戈麦斯死后，委内

瑞拉经济学家Ａｒｔｕｒｏ　Ｕｓｌａｒ　Ｐｉｅｔｒｉ在 报 纸 上 提 出 了 这 一 概 念，以 警 示

社会对于单一依赖石油资源的危害，呼吁合理 利 用 石 油 收 入 进 行 经 济

结构多元化改革。参见：Ｊｏｈａｎｄｒｙ　Ｈ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Ｓｅｍｂｒａｒ　ｅｌ　ｐｅｔｒóｌｅｏ：ｌａ
ｍｅｔáｆｏｒａ　ｑｕ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ｎｕｎｃａ　ｅｎｔｅｎｄｉó，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ｇｅｎｃｉａｄｅｎｏｔｉｃｉ
ａｓ．ｌｕｚ．ｅｄｕ．ｖｅ／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ｏｐｔｉｏｎ＝ｃｏ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ａｓｋ＝ｖｉｅｗ＆ｉｄ＝
４５３４．

Ｎ．Ｐｒｏｃｔ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ｕｙａｎａ，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Ｖｏｌ．５３，Ｎｏ．２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６８）：１８３－ １８６．ｈｔｔｐ：／／
ｗｗｗ．ｊｓｔｏｒ．ｏｒｇ／ｓｔａｂｌｅ／４０５６６９１３．



整理而来。

从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７２年，石油收入从２８．９１亿玻利

瓦尔上涨到７８．８４亿玻利瓦尔，在政府收入中比重从

５８．１０％上涨 到６４．６７％。随 着 油 价 飞 涨 以 及 石 油 资

源国有化，政 府 获 取 的 石 油 收 入 随 之 暴 涨，１９７４达

到３６４．４８亿 玻 利 瓦 尔，较１９６０年 前 猛 增１１．６倍，
占政府收入比重增加到８５．６４％。不过，国有化之后

的石油收入数据和油价上涨数据二者很快就开始出现

了背离———尽 管 油 价 还 在 持 续 上 涨，但 石 油 收 入 在

１９７４－１９７８年 间 逐 年 下 跌，这 意 味 着，产 量 下 降 在

７０年代就已经开始显露出苗头。
（二）“失去的十年”与新自由主义改革

两次石油危机所引起的全球范围内的持续通货膨

胀，是发达 国 家 所 无 法 容 忍 的。１９７９年，美 联 储 主

席保罗·沃 尔 克 （Ｐａｕｌ　Ｖｏｌｖｋｅｒ），采 取 了 货 币 紧 缩

政策，美元基准利率一路攀升，１９８１年达到２０％①；
在收紧货币的同时，里根政府采取 了 财 政 紧 缩 策 略，
双紧缩的结果是美元大幅度升值。美元的升值的后果

有两个：一是导致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疲弱，对原

油需求放缓；二是美元上涨，石油价格自然下跌。两

个因素 叠 加 在 一 起，导 致 了 石 油 价 格 从１９８０年 到

１９８５年 间 跌 幅 超 过 一 半，此 后 一 直 持 续 到２１世 纪

初期。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在拉美地区实践近半个世

纪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问题日益显现。曾经迫切希

望提升自身工业化水平，并积极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

策略的国家，需要进口大量的机械、设备、技术与中

间产品，这使得外汇需求近乎是刚性的，而美元升值

对此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石油价格暴跌及工业

化进程受阻的双重打击下，委内瑞拉同拉美大多数国

家一样 未 能 逃 过 “失 去 的 十 年”，８０年 代 人 均 ＧＤＰ
迅速下 降，从７０年 代 末 的 近７０００美 元 退 回 到 了６０
年代初的水平。

实践中的挫折使得以结构学派作为理论支持的进

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备受质疑，而智利等国实施的新自

由主义改革赢得了更多的关注与认同。此外，在新自

由主义的传播道路上不能不提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世界银行，历数当时的借款协议与改革建议，将发现

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得到资金援助的先决条件是实施

以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为特征的外向型发展模式———
也就是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委内瑞拉也不例外。

此外，委内瑞拉在通过国有化将石油利益收入囊

中之后，弊端随时间推移日渐清晰：国家石油公司官

僚作风严重，激励机制缺失，导致管理效率低下，生

产事故不断，关于管理层腐败的指责不绝于耳。以上

种种，如教科书般重演了几十年前关于计划经济和市

场经济利弊的大论争时代中 “计划”的典型缺陷。在

周边国家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影响下，为了解决债务问

题的委内瑞拉，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

助下，实施了 “国际化战略”，国 家 石 油 公 司 向 私 人

资本开放，以期提升生产效率，扩大石油产量。
随着私人资本的介入，委内瑞拉石油产量迅速上

升，并在１９９７年 达 到 巅 峰。新 自 由 主 义 改 革 使 委 内

瑞拉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 化，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缺陷日渐 显 露：资 本 过 度 集 中，
过于依 靠 外 资 推 动 经 济 增 长②，缺 乏 有 效 的 公 共 政

策，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当时的情况是：资本所

有者获取了越来越多的利益，政府石油出口收入份额

持续下降，民众日益贫穷。在这样的情况下，委内瑞

拉国内各界普遍认为，石油部门的投资开放是外国资

本对石油权益的变相掠夺，这也为查韦斯上台提供了

重要的民意基础。
（三）查韦斯时期的改革

１９９９年，“反美斗士”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

（Ｈｕｇｏ　Ｃｈáｖｅｚ　Ｆｒíａｓ）正式就任总统。他通过全民公

决成立制 宪 大 会 修 宪，根 据 新 宪 法，查 韦 斯 于２０００
年再次当选总统，并于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１２年连选连任。
鉴于各界对私有化的不满，查韦斯自上台伊始，便高

举民族主义和反美霸权主义大旗，大刀阔斧地进行石

油国有化改革。
查韦斯所颁布的包括石油法和土地法在内的一系

列改革法规，触犯了大财团、大企业主和大地主的切

身利益，他们联手发动了２００２年１２月的大罢工，这

个盛产石油的国家，因为国家石油公司的罢工竟然无

油可加；不仅如此，工商资本所控制的流通领域切断

了物资供应，商店无货可卖，社会动荡不安。查韦斯

借此完成了大清洗———他解雇了１．８万名石油公司的

管理和技术人员③，代价是委内瑞拉的石油产能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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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ｏｌｏｍｏｎ．Ｔｈｅ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ａｔ？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Ｖｏｌ．６０Ｉｓｓｕｅ
３，Ｄｅｃ　１９８１．Ｐ．５７４．

苏振兴 ．改革与发展 失 调———对 拉 美 国 家 经 济 改 革 的 整 体 评

估 ．拉丁美洲研究 ．２００３ （６）：１－８．
赵重阳 ．查韦斯执政以来的委内瑞 拉 国 家 石 油 公 司 ．拉 丁 美

洲研究 ．２０１０ （５）：３８－４２．



下降，此后 再 也 没 能 恢 复。２００４年８月，反 对 派 发

动对查韦斯的不信任公投，查韦斯 以６成 选 票 过 关。
此后，富人和中产阶层大批避难海外①。

政局动荡之后，重新掌权的查韦斯继续推动国有

化进程。空前 高 涨 的 石 油 价 格 带 来 了 大 量 外 汇 收 入，
委内瑞拉人均ＧＤＰ实现了近百年来的最快增长速度，
这也成为查韦斯改革最大的助力。然而，２０１３年以来

国际油价暴跌对委内瑞拉经 济 造 成 了 毁 灭 性 的 打 击，
掩藏在石油繁荣周期下的制度弊端日益显露。这个高

度依赖石油资源的国家从政治关系到经济结构，再到

社会治理均急需重塑。半个世纪以来的委内瑞拉石油

产量、人均ＧＤＰ与国际石油价格变化情况参见图１。

图１　国际油价 （左轴）、委内瑞拉人均ＧＤＰ （右轴）

与石油产量 （右轴）
注：（１）国际石油价格采取以布 伦 特、迪 拜、辛 塔 三 地 原 油 加 权

均价为基 础 计 算 的 价 格 指 数 （以２０００年 为１００）。２０００年 石 油 价 格

ＮＹＭＥＸ为３０．２６美 元／桶。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ｉａ．ｇｏｖ／ｏｐｅｎｄａｔａ／ｑｂ．ｃｆｍ？

ｓｄｉｄ＝ＰＥＴ．ＲＣＬＣ１．Ａ
（２）委内瑞拉人均ＧＤＰ暂 缺２０１５年 数 据，采 用２００５年 不 变

美元价格。

（３）委内瑞拉石油生产量的时间序列自１９８０年起，暂缺２０１５

年数据，单位：千桶／天。

资料 来 源：联 合 国 贸 发 会 议 数 据 库②，世 界 银 行 数 据 库：ｈｔ－

ｔｐ：／／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以 及 美 国 能 源 信 息 管 理 局 （ＥＩＡ）数

据库③。

（四）石油依赖的轮回

世界经济历史表明，初始自然禀赋对国民财富的

原始积累起关键作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以

及北欧诸国，将丰裕的自然资源作 为 工 业 化 的 根 基，
并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然 而 自２０世 纪 中 期 以 来，资

源丰裕型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整体上落后于初始资源禀

赋匮乏的国家。尤其是近年来，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

的国家中，极少出现资源禀赋得天独厚的国家。
为此，产生了一个疑问，贫穷的国家还能够通过

资源财富，促进经济增长并改进人民福利，而不是遭

遇无尽的浪费和贪腐吗？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引发

了一系列的大讨论，并催生了资源诅咒理论的形成与

发展。对于委内瑞拉是否受资源诅咒理论影响，支持

者认为，委内瑞拉是免于资源诅咒的典型代表④；反

对者认为，委内瑞拉的经济社会局面，实际上就是资

源诅咒的结果⑤。
在各种自然 资 源 禀 赋 中，石 油 是 最 特 殊 的 一 种。

石油行业资本密集，雇佣劳动力数量少，开采后持续

生产投入小，与经济其他部门联系不密切。而且，石

油资源形成所需要的地理环境因素，使得石油资源丰

富的区域往往不适合定居，导致缺乏产业城市化的可

能性。在这样的情况下，石油和其他部门的联系往往

是割裂的。
拉美经委会 （ＣＥＰＡＬ）数 据 显 示，２０００年 委 内

瑞拉矿业从业者 （在委内瑞拉统计数据中，石油行业

归类 为 采 矿 业，）占 全 部 经 济 活 动 人 口 的 ０．６％，

２０１３年该数据只有１．３％，虽然期间国际石油价格飞

涨，并在２００８年达到峰值，但是石油相关行业没有、
也不可能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详情参见表３。

表３　委内瑞拉按部门经济活动人口情况 （单位：％）

年份 农业 矿业 制造业 水电气 建筑业 商业 交通运输业 金融服务业 其他服务业 未定

２０００　 １０．６　 ０．６　 １３．３　 ０．６　 ８．３　 ２５．８　 ６．８　 ４．９　 ２９．０　 ０．１

２０１３　 ７．４　 １．３　 １１．３　 ０．４　 ８．３　 ２４．５　 ９．３　 ５．８　 ３１．４　 ０．２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ＣＥＰＡＬ．Ａｎｕａｒｉｏ　Ｅｓｔａｄíｓｔｉｃｏ　ｄｅ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ｙ　ｅｌ　Ｃａｒｉｂｅ　２０１５．整理得来。

①　孙宏光 ．“劫富济贫”的路走不通———委内瑞拉经济改革的警示 ．同舟共进 ．２００７ （１）：１９－２１．

②　参见Ｕｎｃｔａｄ，Ｄａｔａ　Ｃｅｎｔｅｒ，ｈｔｔｐ：／／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ｗｄｓ／ＴａｂｌｅＶｉｅｗｅｒ／ｔａｂｌｅＶｉｅｗ．ａｓｐｘ？ＲｅｐｏｒｔＩｄ＝３０７２８。．

③　参见Ｕ．Ｓ．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ｉａ．ｇｏｖ／ｂｅｔ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④　ＪＯＨＮ　Ｌ．ＨＡＭＭＯＮＤ，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Ｏｉｌ　Ｒｅｖｅｎｕｅｓ　ｉｎ　Ａｎｇｏｌａ　ａｎｄ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７５，Ｎｏ．３，Ｊｕｌｙ　２０１１：

３４８–３７８．

⑤　Ｒａｇｎａｒ　Ｔｏｒｖｉｋ．Ｗｈｙ　ｄｏ　ｓｏｍ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ｕｃｃｅ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ｄｏ　ｎｏｔ？Ｏｘｆｏｒ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ｕｍｅ　２５，Ｎｕｍｂｅｒ　２，２００９：２４１－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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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的经济是如何走上了依赖石油，试图摆

脱石油依赖，再次依赖石油的路径呢？从新制度经济

学角度来 看，制 度 最 初 的 发 展 路 径 选 择 不 管 原 因 如

何，当该事件被系统采纳后，制度便将按照一定的发

展路径演进，很难为其他更优的体系所取代，这一特

征被视为制度惰性 （路径依赖）。只有当新 的 外 部 条

件促成的潜在利润可以超过当前制度衍生的预期成本

时，新的制度才可能被创建①。委内瑞拉形成的高度

依附 “黑金”禀赋的制度初始结构，同时优越的资源

禀赋使获利这件事情变得如此简单，导致经济走上了

依赖石油的轨道，并衍生出与此相匹配的制度。
一般认为，自然资源的发现与采掘会侵害到制度

本身，特别是如果资源经济繁荣在资源丰裕国家的制

度尚具脆弱性或者发展不成熟时出现，那么这种负面

作用尤甚②。原因在于，依赖资源的经济不需要高质

量的制度体系，该类型经济的发展优势往往建立在劳

动力、资源保护法规不健全的特殊环境下，资源部门

的高速发展对制度质量具有向下的拉力。
对于委内瑞拉而言，最直接的问题是石油产业对

非石油部门的 “挤出”，尤其是对 制 造 业 的 挤 出。当

石油价 格 高 涨 时，ＧＤＰ猛 增、外 汇 收 入 暴 涨，在 此

基础上汇率持续走高，而日益攀升的汇率将使得本国

工业制成品出口丧失竞争力，进而削弱出口部门的投

资③，并导致经济结果多元化发展受阻。
此外，石油部门繁荣不仅影响外贸，更影响国内

的生产投资行为。当汇率走高，使国外的商品相对更

便宜，而且大量石油外汇收入使得进口能力猛增，这

些将严重影响国内相关产品的生产投资行为。在缺乏

相关产业政策引导的情况下，石油繁荣会产生 “去工

业化”趋 势，损 害 对 经 济 长 期 发 展 更 为 有 利 的 经 济

部门。
委内瑞拉的实践验证了上述判断：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制造业 部 门 产 值１１．７％，比 重 低 于 油 气 部 门 的

２５．２％，刚刚结束独裁统治的委内瑞拉首先需要稳定

石油收益，对长期经济发展力有未逮，因此，石油经

济自发地对制造业发挥了 “挤出”效 应。２０世 纪７０
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中日臻

成熟，政府 利 用 石 油 收 入 加 大 了 对 非 石 油 部 门 的 投

资，据统计，７０年代 整 个 十 年 对 非 石 油 部 门 的 投 资

比６０年代增加了１０个百分点④，委内瑞拉看到了摆

脱石油依赖的某种可能性。但是，查韦斯采取的举措

再次造成石油对制造业的 “挤出”，委内瑞 拉 重 新 走

回了依赖石油的道路上。详情参见表４。

表４　委内瑞拉特定经济部门产值的结构变化

（单位：％）

１９６０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农林牧渔部门 ６．４　 ７．１　 ５．８　 ５．４　 ４．２　 ５．８　 ５．６

油气部门 ２５．２　 １６．５　 １３　 ２２．４　 １９．２　 ２９．１　 １８

制造业部门 １１．７　 １２．２　 １５．２　 １４．７　 ２０　 １３．９　 １４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委内瑞拉中央银行数据库 （Ｂａｎｃ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ｄ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Ｓｅｒｉｅ　ｅｓｔａｄíｓｔｉｃａ）１９５７至２０１４年各年份Ｐｒｏｄｕｃｃｉóｎ　ｙ　ｃｏｍ－
ｐｏｎｅｎｔｅｓ　ｄｅ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ｏ　Ｂｒｕｔｏ　ｐｏｒ　ｃｌａｓｅｓ　ｄｅ　ａｃｔｉｖｉｄａｄ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ａ整

理编制。

二、经济增长中的制度陷阱

两次油价飞涨，委内瑞拉的经济走在了相反的道

路上，这引发了对经济改革所需要的契机和条件的思

考，首先从经济增长的内外部环境谈起。
（一）民众主义与选举政治

民众主义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亦称民粹主义，是２０世

纪拉美突出的政治现象之一。尽管各国的表现程度有

所差异，但这一思潮对整个拉美地区影响深远。政治

学家视其为一种政治策略——— “个人化的领导人以这

种策略争取和行使政府权力。该权力的基础是来自大

量的、无组织的追随者 的 直 接 的、没 有 任 何 中 介 的、
非制度 化 的 支 持”⑤。但 是，以 民 众 主 义 为 基 础 的 政

治制度在运行方面存在两大隐患：
一是民众主义削弱政府与民众的制度联系。在民

众主义影 响 下，倾 向 于 推 举 出 一 位 卡 里 斯 玛 式 领 袖

（ｃｈａｒｉｓｍａ），正如２１世 纪 以 来 拉 美 地 区 最 为 著 名 的

民众主义领导人———委内瑞拉左翼领袖查韦斯。他高

举 “参与式民主”大旗，以对抗传统精英政治主导的

“代议制民主”，致力于争取被长期排除在国家政治经

济生活之外的、边缘化的中下层群体。
但是，虽然民众主义领导人和民众之间的联系更

为紧密，但是领袖与人民之间往往缺乏制度化的联系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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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ｏｕｇｌａｓｓ　Ｃ．Ｎｏｒｔｈ （１９９１），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５，Ｎｏ．１．ｐｐ．９７－１１２．

Ｅｍｉｌｙ　Ｓｉｎｎｏｔｔ，Ｊｏｈｎ　Ｎａｓｈ　ｙ　Ａｕｇｕｓｔｏ　ｄｅ　ｌａ　Ｔｏｒｒｅ（２０１０），Ｌｏｓ
Ｒｅｃｕｒｓｏ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ｓ　ｅｎ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ｙ　ｅｌ　Ｃａｒｉｂｅ，？ｍáｓ　ａｌｌáｄｅ　ｂｏｎａｎ－
ｚａｓ　ｙ　ｃｒｉｓｉｓ？，Ｂａｎｃｏ　Ｍｕｎｄｉａｌ，ｐ．２３．

Ｌｅｄｅｒｍａｎ，Ｄ．ｙ　Ｍａｌｏｎｅｙ，Ｗ．（２００７），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Ｃｕｒｓｅ　ｎｏｒ　Ｄｅｓｔｉｎｙ．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
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２３．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Ｄｉ　Ｊｏｈｎ （２００９），Ｆｒｏｍ　Ｗｉｎｄｆａｌｌ　Ｔｏ　Ｃｕｒｓｅ　Ｏｉ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１９２０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ｐ．１９．

Ｋｕｒｔ　Ｗｅｙｌａｎｄ （２００１），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ａ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Ｐｏｐ－
ｕ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３４，
Ｎｏ．１，ｐ．１４．



纽带，绝大 多 数 支 持 者 的 追 随 是 盲 目 的，短 视 的①，
他们表达需求的方式往往是无组织的，而非在健全民

主制度下所构建的那种政治沟通渠道———政治信息输

入，经过政治系统的处理，最终信息被反馈。
为了改进民众主义的无组织弊端，并加强自身的

权力，查韦斯做了三大变革：一是创建了集体所有制

性质的合作 社，合 作 社 在２００６年 达 到 了１０．８万 个，
共１５０万员 工；二 是 创 建 社 区 委 员 会。２００６年４月

《社区委员会法》颁布之后，全国建立了２万 个 社 区

委员会，每个委 员 会 包 括２００～４００个 家 庭；三 是 组

建 “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政党”，２００７年７月已有

超过７００万人登记申请加入该党②。
通过制度创新，委内瑞拉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保持

了对大量低收入群体的政治吸纳，而且以该群体为主

要政治支撑力量，这在委内瑞拉的现代历史上是没有

先例的，并成为该国民主的特点。但是，在民众主义

支撑下的民主政治结构，副作用同样清晰———容易导

致群体的割裂。
一般认 为，中 产 阶 级 是 社 会 稳 定 的 最 重 要 的 力

量，但委内瑞拉以中低收入者为政治的核心力量，他

们的诉求和中产阶级明显存在差异。中低收入者倾向

于更多的社会福利政策，而此类政策明显会降低中产

收入以上群体的社会福利水平。自 查 韦 斯 上 台 伊 始，
利用石油收入出台了一系列完全倒向中下 层 的 政 策，
加剧了社会的割裂。原本就存在的二元经济困境在查

韦斯时代演化成了更加令人头痛的问题。
民众主义政治的第二大隐患是民众主义与选举政

治制度交织在一起，加剧了政府的短视。卡里斯玛式

领袖依靠拥有广大中下层群众的支持得以 上 台 执 政，
为了在有限的执政周期内获取更高的支持，必须将有

限的资源集中投放到最重要的支持者身上，经济增长

议题的重要性相对淡化。
因而，具有民众主义倾向的左翼领导人在竞选期

间，大都对其重要 “票仓”———广大中低收入与无产

者，许诺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民生。执政后，为了巩

固地位，民众主义政府需要在选举周期内在社会福利

领域付出更多的努力。石油价格飞涨为查韦斯铺设了

一条 “捷径”，对于政府来说，将大 把 的 石 油 外 汇 收

入用于短期见效慢，但长期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生产性公共投资，收益远不如投放到快速产生短期利

益的社会福利项目上。
对于政府和公众而言，双方选择社会福利项目而

不是将资源 投 放 到 经 济 增 长 方 面 又 是 典 型 的 理 性 决

策。查韦斯 执 政 期 间，劳 动 力 市 场 并 无 实 质 性 的 改

善：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３年 经 济 活 动 人 口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自雇者的比例毫无变化，都是３６．６％③，委内瑞拉的

非正规就业水平始终居高不下。而且，查韦斯上台以

来，劳动者工资非但没有上升，事实上一直处于小幅

下降阶段。工资变化详情参见图２。

图２　委内瑞拉工资变化情况

注：２０１０年为基准 （１００）。

资料来源：ＥＣＬＡ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

ｐａｌ．ｏｒｇ／ｅｓ／ａｒｅａｓ－ｄｅ－ｔｒａｂａｊｏ／ｄｅｓａｒｒｏｌｌ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

在委内瑞拉经济的现实条件下，中低收入者与无

产者的选择逻辑为：工资增长是不可能的，通货膨胀

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抵消通胀的唯一可行选择只能是

福利。假 定 福 利 和 通 胀 可 以 相 互 抵 消 （用０表 示），
而此时如果没有福利，那么效用为负 （以－１表示），
此时公众的选择为有福利；当不存在通胀时，有福利

净效用 （１）大于无福利 （０），所以无论在何种 情 况

下，公众必然要求福利。
对查韦斯政府而言，加大福利投入既响应了民众

的呼声，又是自身根本利益的体现。当民众需要福利

的时候，任何福利水平更低的竞选政策 （相对于竞争

对手）都可能导致竞选失败。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党

和民众双方的理性选择，加剧了 选 举 制 度 的 短 视 性。
问题在于，经济可能遭遇各种外部冲击，但福利制度

一旦建立，其支出是刚性的。对于委内瑞拉这样将刚

性社会福利支出构建在价格可能随时波动的大宗商品

（石油）基础上的制度而言，意 味 着 巨 大 的 风 险。不

仅如此，将有限的资源在福利项目上投入过多，必然

在经济发展上受到影响，从长远来看将牺牲国家的整

体利益，这从查韦斯任期内 “去工业化”———制造业

产值份额明显缩水中得到验证。
（二）寻租与价格失灵

对于资源丰裕型国家来说，跨越增长陷阱还需要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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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种支持是建立在个人 现 时 的 社 会 经 济 权 益 是 否 实 现 的 基 础

上，如工资是否提高，补贴是否增加等。
［比］波尔·德·博 斯 ［著］，毛 禹 权 ［译］ ．委 内 瑞 拉 反 新

自由主义的战略性步骤 （上）．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０８ （１）：９－１６．
资料来源：根据ＣＥＰＡＬ．Ａｎｕａｒｉｏ　Ｅｓｔａｄíｓｔｉｃｏ　ｄｅ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

ｉｎａ　ｙ　ｅｌ　Ｃａｒｉｂｅ　２０１５．表１．２．６整理得来。



解决两个分配难题：一是如何以合理的方式分配资源

收入———在不损害企业竞争机制的前提下，使国家获

取足够的财政收入；二是如何将国家来自资源的财政

收入合理分配下去，既能够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可持

续发展，又能使资源财富惠及广大民众①。
委内瑞拉主要依靠国家石油公司应对这两个分配

问题。但 问 题 在 于，国 家 石 油 公 司 只 是 一 家 国 有 企

业，而所承担的应对收入分配等任务，远远超过了企

业所能 负 担 的 极 限。而 且，作 为 一 家 完 全 国 有 的 企

业，国家石油公司对上负责而不是对生产经营成果负

责的目标导向、官僚考核机制以及 不 受 监 督 的 权 力，
在激励和惩罚机制缺失的情况下，使得权力所有者具

备强烈的寻租动机。由于政府在财政制度与配置资源

方面能力薄弱，委内瑞拉倾向于放任寻租行为，放弃

公共管理与分配职能，仅作为公共领域抽取资源租金

的机器②。
另一方面，丰厚的石油收入吸引众多利益集团耗

费过多的 资 金、精 力 和 时 间 从 事 低 效 的 非 生 产 性 活

动，以期从 政 府 相 关 部 门 中 获 取 一 部 分 国 家 资 源 利

润。一方积极 “寻租”，一方积极谋求 “行贿”，这使

石油部门成为腐蚀公共部门的温床———世界清廉指数

显示：从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１５年，委内瑞拉在总分１００分

的项目中，最高 得 分 为２０分，位 列 第１５８位，排 名

垫底③。而且，贪污腐败等问题的普遍存在，也对企

业的投资、生产活动形成 “挤出”，影 响 了 长 期 生 产

能力的提升。
委内瑞拉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另外一个重大问题是

价格信号作用缺失，这首先源自资源主导型经济自身

的特征。当油价飞涨时，本币越来越贵，使进口的需

求越来越高，人们更加倾向于消费而非生产。价格信

号因此失去了平衡生产和消费的作用；而查韦斯时期

执行的去市场化政策，更是急剧放大了价格信号缺失

问题。

２００２年大 罢 工 时 商 店 里 无 货 可 买 的 惨 痛 经 历，
使查韦斯对建立政府掌控的物资分配系统 寄 予 厚 望。
他强化了 “梅卡尔” （Ｍｅｒｃａｌ）项目，旨在建立遍布

全国的商店网络，人们在那里卖出基本产品可享受补

助。“梅卡尔”在下层街区开设杂货店和超市，并且

通常以３０％至４０％的折扣销售补贴产品④。２００５年，
“梅卡尔”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连锁店，国家 第 二 大 企

业。２００６年，委 内 瑞 拉 产 品 的４０％经 过 “梅 卡 尔”
销售⑤。

问题在于，梅卡尔系统摧毁了价格信号。当对谁

发放补贴，发 放 多 少 都 由 一 个 新 的 垄 断 集 团 所 掌 控

时，生产商如果不能拿到补贴，则无法生存下去。生

产出来的商品卖给梅卡尔有补贴，消费者购买商品梅

卡尔依旧提供补贴，在双重补贴作用下，部分商品的

价格甚至 只 有 成 本 的１／１０。当 国 际 油 价 暴 跌，委 内

瑞拉货币疯狂贬值的时候，需要国内生产商站出来挽

救危机，但这时已经没有企业能够提供替代商品了。
（三）社会福利政策

两次石油价格飞涨，委内瑞拉经济对石油的依赖

趋势完全不同，而两次油价暴跌，对委内瑞拉的影响

却是相似 的。不 同 的 是，３０年 之 后 的 委 内 瑞 拉，早

已通过多年 的 石 油 经 济 得 到 了 极 大 地 缓 解 了 外 债 压

力，理应有更多的积累度过第二次油价暴跌，但现实

情况是，第二次面对油价暴跌时的委内瑞拉所付出的

代价更为惨痛。细数两次油价轮回，最重要的制度变

化在于社会福利政策的差异。委内瑞拉债务压力情况

详见图３。

　　　　图３　委内瑞拉外债占比情况变化 （单位：ＧＤ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ＥＣＬＡ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

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相关数据绘制。ｈｔｔｐ：／／ｅｓｔａｄｉｓｔｉｃａｓ．ｃｅｐａｌ．ｏｒ

ｇ／ｓｉｓｇｅｎ／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Ｉｎｔｅｇｒａｄａ．ａｓｐ？ｉｄＩｎｄｉｃａｄｏｒ＝７４６＆ｉｄｉｏｍａ＝ｉ

２０１２年，委 内 瑞 拉 社 会 公 共 支 出 占 ＧＤＰ 的

２１．２％⑥，这意味着委内瑞拉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用

于社会支 出 项 目。将 委 内 瑞 拉 的 支 出 水 平 与 ＯＥＣＤ
平均水平以及智利与墨西哥进行比较，更容易得出相

１８

《亚太经济》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ａｒｉｏ　Ｔｅｉｊｅｉｒｏ （２００７），Ｌａ　Ｍａｌｄｉｃóｎ　ｄｅ　ｌｏｓ　Ｒｅｃｕｒｓｏｓ　Ｎａｔｕ－
ｒａｌｅｓ，Ｃｅｎｔｒｏ　ｄｅ　Ｅｓｔｕｄｉｏｓ　Ｐúｂｌｉｃｏｓ，８ｄｅ　ｆｅｂｒｅｒｏ　ｄｅ　２００７．

Ｔｅｒｒｙ　Ｌｙｎｎ　Ｃａｒｌ（１９９７），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Ｐｌｅｎｔｙ：Ｏｉｌ　ｂｏｏｍ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转 引 自 赵

丽红 ．“资源诅咒”与拉美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 ．当代世界出

版社，２０１０年第一版 ．第１９１页。
资 料 来 源：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５，ｈｔｔｐ：／／

ｗｗｗ．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ｏｒｇ／ｃｐｉ２０１５．
史蒂夫·埃尔纳 ．委 内 瑞 拉 基 于 社 会 的 民 主 模 式：创 新 与 不

足 ．拉丁美洲研究，２０１２年 （３）：５６－６９．
［比］波尔·德·博 斯 ［著］，毛 禹 权 ［译］ ．委 内 瑞 拉 反 新

自由主义的战略性步骤 （上）．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０８ （１）：９－１６．
Ｃｅｐａｌ　Ｓｔａｔ．ｈｔｔｐ：／／ｅｓｔａｄｉｓｔｉｃａｓ．ｃｅｐａｌ．ｏｒｇ／ｓｉｓｇｅｎ／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Ｉｎ－

ｔｅｇｒａｄａ．ａｓｐ？ｉｄＩｎｄｉｃａｄｏｒ＝４６０＆ｉｄｉｏｍａ＝ｉ．



应的 判 断。２０１４年，ＯＥＣＤ 国 家 平 均 社 会 支 出 占

ＧＤＰ２１．６％，和委内瑞拉水平相当。智利社会福利总

支出占ＧＤＰ比重为１０．２％，墨西哥社会福利总支出

占ＧＤＰ的７．４％①。对于委内瑞拉来说，其福利水平

已经达到 了 ＯＥＣＤ的 平 均 水 平，但 经 济 水 平 相 去 甚

远。社会福利项目正是在查韦斯执政时期得到了飞速

的发展。

２０１２年，委 内 瑞 拉 的 社 保 支 出 （养 老 金 支 出 为

主）占ＧＤＰ的９．５％，超 过 ＯＥＣＤ平 均 水 平１．６个

百分点；查 韦 斯 时 期 大 力 推 行 的 免 费 医 疗，在２０１２
年已经用掉ＧＤＰ４．５％的资源，日益接近ＯＥＣＤ国家

平均水平。而同期的智利，养 老 金 支 出 占ＧＤＰ的 比

重为３．２％②。尤 其 需 要 指 出 的 是，委 内 瑞 拉 的 养 老

金覆盖范围 尚 不 足 人 口 的５０％，而 智 利 是 拉 美 唯 一

的养老金覆盖率超过７０％的国家，从这个角度来看，
委内瑞拉的养老金支出用慷慨来形容是远 远 不 够 的。
正因为如此宏大的社会福利支出计划，导致委内瑞拉

的财政从９０年代至今，基 本 上 处 于 赤 字 状 态，即 使

是在石油价格飞涨的时期。详情参见图４。

　　　　图４　委内瑞拉的财政平衡状态 （单位：ＧＤＰ％）

资料来源：Ｂａｎｃ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ｄ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Ｓｅｒｉｅ　ｅｓｔａｄíｓｔｉｃａ．

三、总结与展望

根据资源诅咒理论，资源丰裕的国家更不容易实

现自身经济发展，因为过于轻易获取的自然资源财富

使人们对劳动价值的认可度较低，这与资源贫乏国家

时刻保持危机意识，积极劳动和储蓄，以弥补资源缺

陷的观念截然相反。就拉美而言，文化传统加深了诅

咒发生的可能性。劳伦斯·哈利森曾指出，拉美文化

的特点是 “反劳动”却注重体面，尤其侧重于过去和

现在，甘愿牺牲未来③。现实情况是，拉美是典型的

“超前消 费”的 区 域，消 费 对 ＧＤＰ的 贡 献 率 在８０％
左右④。

“反劳动”的传统，又被 查 韦 斯 政 府 的 社 会 福 利

制度进一步强化。查韦斯政府将石油收入用于社会福

利支出，对广大中下层民众，尤其是赤贫者、失业者

进行补贴，形成了只要拥护政府就可以 “不 劳 而 获”
的价值取向，助长了 “轻劳动”的文化传统。高福利

对于政府和民众而言，是二者的理性选择，但对于委

内瑞拉的长远发展而言，个体的理性和群体的理性之

间产生了难以逾越的鸿沟。这形成了制度经济学的一

个反面案例——— “制度和制度创新是决定发展快慢的

重要因素。好的制度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从而最大

限度地发挥资源的有效性，达到资源优化配置”⑤。
另外，委内瑞拉经济存在两个特征。
一是增长的稳定性差。在６，７０年代，委内瑞拉

人均ＧＤＰ增长率将近１％，人均ＧＤＰ标准差相对平

稳，在３％左右，高于拉美同时期人均收入标准差平

均水平⑥。进入８０年代，委内瑞拉经济增长率下滑至

－３％，标 准 差 却 从２．４％上 涨 至６．１％，波 动 加 剧。

９０年代，经济增速有所好转，增长标准差有所下降。
在查韦斯执政的１４年间，稳定性更加糟糕。

二是制度质量差。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 “全球竞

争力指数”，在评价制度质量的２１个指标中，委内瑞

拉有１２个指标在参评的１４４个国家中垫底，如产权、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制 定 透 明 度、法 律 框 架 有 效 性、
政府管 理 负 担、政 府 支 出 的 有 效 性、司 法 独 立 性

等⑦。在委内瑞拉数十年的经济制度演进过程中，既

能增强稳定性，又能提升制度质量，还能提升经济增

长能力的变革难以同时发生，制度变迁没能向着正确

的方向转化，使该国在经济增长陷阱中无法自拔。
当今 的 委 内 瑞 拉，旧 的 体 系 正 在 崩 溃：百 业 凋

零，社会动荡，恶性通货膨胀，货币巨幅贬值———浮

动汇率机制 （Ｄｉｃｏｍ）６月２１日的收盘价达到了惊人

的６０７：１①。这既是委内瑞拉长期依赖石油，过度开

展社会福利项目的结果，更是去市场化举措所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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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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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ｐ．１６５．

参见拉美经委 会 （ＣＥＰＡＬ）各 年 度 报 告 《拉 美 与 加 勒 比 年

鉴》（“Ａｎｕａｒｉｏ　Ｅｓｔａｄíｓｔｉｃｏ　ｄｅ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ｙ　Ｅｌ　Ｃａｒｉｂｅ”）。２０１５年，
消费对拉美ＧＤＰ的贡献率是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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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７５，ｐ．３８．

吴白乙主编 ．拉丁美洲和 加 勒 比 发 展 报 告２０１１－２０１２．社 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一版，第９页。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２０１４），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Ｇｅｎｅｖａ，ｐｐ．４２１－４４２．



结果。
当整个国家将收入来源放在石油上，挤占了其他

生产与投资时，风险就已经产生，这也是过去几十年

始终累积的风险；当政府将来自石油的收入放到了超

前的社会福利项目时，整个社会开始面临着远大于第

一种问题的风险，因为过高的福利，既抑制劳动供给，
也抑制投资，并具备刚性，容易产生社会危机；当社

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去市场化，整个社会的风险已被

放大到了难 以 预 估 的 程 度。当 国 家 遭 遇 外 部 冲 击 时，
三项风险累加的政府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替代的方案了。

外部冲 击 会 来 么？ 导 致 委 内 瑞 拉 最 终 崩 溃 的 根

源，其实早在危机前就已经有所体现。当委内瑞拉完

全依赖石油之后，油价的变化趋势应是该国政府最为

关心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在委内瑞拉没有类似的风

险控制机 制。事 实 上，２００５年 美 国 每 日 进 口 原 油 和

石油制 品 达 到 峰 值 （１３７１．４万 桶／每 天），此 后 进 口

量持续 下 降。２０１３年，美 国 进 口 原 油 和 石 油 制 品

９８５．９万桶／每天，出口１００６万桶／每天②，已经成为

净出口国。
更大的变革发 生 在 页 岩 气 产 业，由 于 储 量 巨 大，

具备开采寿命长和生产周期长的优点，当页岩气开采

技术发生 突 破 的 时 候，能 源 结 构 革 命 已 经 悄 悄 地 来

临。巨 大 的 储 量 意 味 着 石 油 定 价 权 将 不 再 掌 握 在

ＯＰＥＣ手中，石油和页岩气的相互替代，为双方设置

了共同的价格区间，而这个区间，远远低于委内瑞拉

需要维持超高福利水平所需要的价格。
但在查韦斯领导下的委内瑞拉，并没有意识到这

一变革的到来，依旧挥舞着石油 “禁运”大棒的查韦

斯，甚至没有意识到，美国可以不再需要委内瑞拉的

石油。当世界经济进入了低速增长阶段以后，页岩气

与传统产油国对市场份额的争夺导致了油价的急速下

跌，对此毫无准备的委内瑞拉，既没有可以替代石油

的产业，也没有进口物资所需的外汇储备，国内还没

有提供商品的企业。过度依赖石油、过度福利以及去

市场化，共同造就了委内瑞拉今天的乱局。不过，货

币贬值、物价飞涨等现象，既是动乱的体现，也是新

秩序重构的前序，当价格机制重新构建之时，新的经

济社会秩序也将随之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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