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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情势
Regional Situation

2016 年，在国际政治格局深度调
整，全球经济复苏艰难的背景下，

拉美政治格局持续演变，“左降右升”

态势明显，成为全年地区形势主线。

自 2015 年底开始，阿根廷连续执政
12年的左翼政党在大选中落败丧失政
权，巴西总统罗塞芙遭弹劾下台，劳
工党下野。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
丧失议会控制权后面临反对派发起对
马杜罗总统的罢黜性公投，玻利维亚
莫拉莱斯总统谋求再选连任的公投失
利，厄瓜多尔科雷亚总统因议会通过
的总统无限期连任法案致其连任无望
而被迫放弃 2017 年再度参选，智利
巴切莱特总统支持率持续走低且执政
左翼在市政选举中失利。反观右翼，

则接连在阿根廷、巴西、秘鲁等国重
新上位，阿、秘两国右翼新政府执政
开局顺利。拉美局势今后将如何演
变？是否将给中国同该地区关系带来
大的不利影响？这些问题都颇为引人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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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古巴外，代议选举制度至今在
拉美一统天下。在此制度下，政坛左
右翼力量此消彼长，轮替上台，实属

拉美政局持续演变的几种趋势
2016年，拉美地区政治格局持续演变，左翼力量接连失势，右翼政党相继上台或把控议
会。拉美左翼是否盛极而衰？“21世纪社会主义”为代表的左翼旗帜是否将会让位于新自
由主义？亲近西方价值观的右翼政权在对外关系上将如何出牌，颇为引人关注。

■   曾祥伟／文
DOI: 10.19422/j.cnki.ddsj.2017.01.018

正常。此轮政治格局调整是在地区经
济低迷、左翼执政多年损耗加大背景
下的必然趋势，但此趋势并不等同于
左翼从此彻底走衰。从目前看，左右
翼博弈仍然激烈胶着，未来相当长时
间里恐将保持对决的僵持状态。

首先，右翼将强未强，其回潮得
益于民众惯常的求新思变诉求，一定
程度上是对前期左翼上升的修正，也
就是人们常说的“钟摆效应”。但右
翼上台执政，也面临国际经济不景气、

地区经济下行的压力，推动结构改革，

扭转经济颓势，说易行难。如右翼过

度削减前左翼政府大力采取的增加社
会福利政策，必将引起广大民众的不
满，触发社会反弹。鉴此，右翼在效
率与公平之间亦面临两难选择，难以
“大刀阔斧”地让经济迅速、全面“鲤
鱼翻身”。

其次，左翼虽衰未败，在大国失
势，但在厄瓜多尔、乌拉圭、尼加拉
瓜、萨尔瓦多、玻利维亚等国执政地
位仍较稳固。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
于 2016 年 11 月再度毫无悬念地胜选
连任，厄瓜多尔执政党主权祖国联盟
运动对赢得 2017 年大选蝉联执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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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必得；墨西哥国家复兴运动保持上
升强势，秘鲁广泛阵线、智利“自治
左派”异军突起。这些都再次证明，

拉美左翼思潮并未“过气”。而且左
翼执政十多年来，推行社会公平正义
的巨大成绩难以抹杀，即使下野，仍
拥有不容小觑的民意基础，在议会和
地方政府保持相当实力，依旧是左右
时局的重要因素。

第三，左翼痛定思痛，正在深刻
反思、外察内省。在2016年6月和9月，

分别于萨尔瓦多首都圣萨尔瓦多和厄
瓜多尔首都基多召开的第二十二次圣
保罗论坛年会和第三次拉美进步力量
大会上，左翼政党组织就形势与任务
进行了求真务实的研讨，并就未来行
动方向与目标形成了重要共识。如左
翼能汲取经验教训，调整政策，抱团
取暖，仍有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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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左翼执政十余年，积极探索
新自由主义替代模式，委内瑞拉、厄
瓜多尔、玻利维亚三国分别提出“21

世纪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社会主义”

和“社群社会主义”，谋求建立人道、

平等、公正的社会，取得显著改革成
效，贫困率大幅下降，民生大为改善，

中下层广泛认可。

当然也需指出，左翼政府也多有
政策偏差和失误。例如社会投入同发
展阶段脱节，一些经济政策未能妥善
处理好“做蛋糕”与“分蛋糕”、干
预与市场的辩证关系，降低了生产活
力；各国普遍未抓住经济“黄金十年”

及时坚决推动结构性改革，致使增长
缺乏长效内生动力，在国际金融危机
后连年下滑，社会项目难以为继。

上述拉美社会主义思潮虽然有这

样那样的缺陷，但其兴盛十余年中，

改变了拉美近百年形成的社会结构和
阶层分布，深刻影响地区政治生态和
民意导向。当前，拉美左翼领导人一
致认为，谋求社会公正、推进社会收
入分配改革，是左翼区别于右翼的立
足之本，现虽遇困难，今后仍会继续
推进。当前，贫富分化、不平等等地
区痼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在经济不
景气背景下又有所加剧。但是，左翼
政策主张的社会基础仍在，如能反思
调整，仍可广赢民心。

虽然左翼思潮受挫在一定程度上
给右翼思潮让渡了空间，但以保守主
义和自由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为代
表的传统右翼思潮继续走衰，一批新
兴右翼思潮成为目前地区当权右翼的
主体。他们普遍依循新自由主义核心
主张，重启市场化改革，力促经济恢
复健康与活力，同时亦注重高扬社会
公正旗帜，对左翼社会政策不采取全
盘推翻的态度，而是“积极”调整甚
至保留，以最大限度改变传统保守形
象。与此同时，相对温和的社会民主
主义在多元取向中蓬勃发展，因其在
智利、乌拉圭、墨西哥等国成功实践
的示范效应，受到更多青睐，有可能
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地区主流思潮。

总体看，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
在淡化意识形态，言行向中间立场靠
拢，在经济和民生、政府和市场、本
国产业和外来投资之间寻求适度平
衡，温和务实的中间道路恐将是多数
政府的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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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中右翼普遍亲近西方价值
观，上台后即刻打出“平衡外交”牌，

表示要对前左翼外交政策进行“纠

偏”，加大借重美国等西方国家，推
升西方在本国外交中的地位。但此轮
“西倾”不同于以往，其要旨实为修
复部分国家在左翼执政时期同西方发
达国家恶化了的关系，使之重归正常，

从而多元谋求经贸利益。在美国新旧
政府过渡、特朗普对拉美重视程度不
明朗的情形下，拉美中右翼政府将会
以国家利益为根本遵循，开展多元平
衡的对外务实合作，重视发展与中国、

俄罗斯、印度及非洲、阿拉伯等重要
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此外，出于历史
记忆，拉美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执政，

均普遍对外来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保
持警醒，继续坚决秉持独立自主、不
受制于人的外交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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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拉
美多国重要经贸伙伴，无论左翼还是
右翼执政，优先发展对华关系都是现
实选择。正如拉美一体化协会秘书长
阿尔瓦雷斯所言，在世界经济复苏艰
难、地区经济低迷的背景下，无论谁
上台，对华依赖都不会减弱，中拉友
好合作大势不会改变。秘鲁右翼总统
上任后首次出访选择中国，即很能说
明问题。前不久，习近平主席任内第
三次访问拉美，亮点纷呈，成果丰硕，

在该地区再度掀起“中国热”，中拉
合作之船风帆强劲，破浪远行。此访
不仅巩固了中国同有关国家的传统友
好关系，还完善了中拉合作布局，必
将推动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
面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让双方
人民在携手打造命运共同体的事业中
不断收获实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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