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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 稳定因素有所增长 　新的挑战不断出现

·袁东振

　　2008年拉美地区有利于稳定的因素增多 , 政

治稳定的局面进一步巩固 , 但政治动荡的风险依然

存在 ; 竞争性政党制度有所发展 , 两党或多党竞争

趋势进一步加强 ; 左翼政府进一步稳固 , 但面临的

困难和挑战明显增多 ; 不断加剧的世界金融危机加

大了政府的执政难度 , 增加了拉美国家的政治社会

风险。基本稳定的趋势在 2009年可以继续保持 ,

但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一 　有利于政治稳定的因素增多

但风险依然存在

　　 (一 ) 2008年拉美政策、政局和政府保持相

对稳定

在政策方面 , 拉美国家的政府虽有不同的政治

和政策取向 , 但各种倾向的政府均保持了既定或以

往的政策趋势和走向 , 政策有小幅和局部调整 , 但

没有出现大反复或大转变 , 多数国家未出台新的、

具有改变政策方向和性质的重大改革措施。

在政局方面 , 拉美新出现的热点不多 , 主要国

家局势平稳。往年的热点问题多数已降温或消失 ,

虽然有一些局部动荡事件发生 , 如墨西哥毒品集团

引发的暴力活动增多、墨政府能源改革引起政治抗

议 , 阿根廷因农产品出口问题引发的抗议活动持续

不断 , 秘鲁爆出与腐败相关的政治丑闻 , 海地因食

品危机引发骚乱 , 等等 , 但这些事件未影响上述国

家政局基本稳定的大局 ; 其影响都局限于个别国

家 , 对其他国家影响不大。

在政府方面 , 主要国家的政府相对稳定。2008

年共有巴巴多斯、伯利兹、多米尼加、巴拉圭和格

林纳达 5个国家举行大选。这些国家都是小国 , 除

个别国家外 , 选举过程没引起多大关注。大选后政

府换届按法定程序顺利完成 , 未有意外事件发生。

(二 ) 拉美国家政治形势进一步稳定的原因

有利于稳定的因素增多 , 稳定成为政治发展的

主流趋势。多数政府的政策趋于稳定和务实 , 注重

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 , 日益关注各种民生问题 , 得

到多数民众认可 ; 维护民主政治和体制稳定在拉美

国家已具广泛社会共识 , 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和权威

性日益得到全社会的尊重 , 各主要政治力量寻求在

现有制度框架内表达各自的利益和诉求。

不稳定因素有所减少 , 动荡几率下降。随着民

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 不仅军人干政现象已很少发

生 , 而且以往各种不稳定或动乱因素的影响力不断

下降 , 如墨西哥萨帕塔游击队日渐式微 , 因大选引

起的政治纠纷已趋平息 ; 哥伦比亚游击队 “革命

武装力量 ”最高领导人病逝 , 领导机构连遭重创 ,

其活动范围和影响力大不如前 ; 其他国家的反政府

武装已基本丧失政治影响 , 甚至销声匿迹。

在多数激进左翼执政的国家 , 政治冲突得到一

定程度缓解。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

激进左翼执政的国家 , 各派政治力量在改革的方

式、特别是对政治统治的方式存在较大分歧 , 容易

加剧国内冲突和局势动荡。2008年这些国家的政

治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查韦斯总统通过将

执政联盟整合为 “统一社会主义党 ” (2008年 1月

正式建立 , 查韦斯当选主席 ) , 巩固了执政的组织

基础 ; 通过 11月 23日的地方选举 , 进一步稳固了

在多数州的执政地位。莫拉莱斯总统连选连任的企

图在玻利维亚也遇到强大阻力 , 在他放弃连任三届

的想法后 , 议会于 2008年 10月通过了就新宪法举

行全民公决的议案 , 国内矛盾暂时缓解。尼加拉瓜

奥尔特加总统的统治方式在国内也引起较大争议 ,

致使国内矛盾激化 , 但争端最后基本得以化解。

值得指出的是 , 激进左翼执政的拉美国家属中

等国家或小国 , 在拉美地区的权重较轻 , 政治冲突

引发的政治效应主要局限于国内 , 对整个地区形势

的影响较小。如果说几年之前 , 查韦斯对墨西哥、

秘鲁等国的选举进程 (如 2006年大选 ) 曾有一定

影响 , 目前这种影响已大大下降。

(三 ) 拉美国家政治动荡的风险依然存在

少数国家的政治冲突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 , 新

的不稳定因素仍不断出现 ; 拉美国家政党制度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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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成熟 , “左 ”“右 ”交替、政策多变的现象仍

较频繁 ; 政治腐败、贫富分化、有组织的犯罪蔓延

等现象 , 在短期内难以根本好转 ; 政治体制的固有

缺陷、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情绪等 , 在短期内也不

可能消除。值得指出的是 , 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负

面影响 , 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拉美国家的政治风

险和社会安全风险。

二 　竞争性政党制度有所稳固

两党或多党竞争趋势进一步加强

　　 (一 ) 大选增强了拉美地区多党或两党竞争

的趋势

在 2008年举行大选的 5个国家中 , 除多米尼

加外的 4国都实现了执政党的更迭。除巴拉圭外 ,

大选没有改变这些国家政党的基本格局 , 但这些国

家的选举结果增强了拉美地区多党或两党竞争的趋

势 , 巩固了该地区竞争性政党体制的发展。

巴拉圭长期执政的政党下台 , 巩固了拉美地区

竞争性政党制度发展的趋势。在巴拉圭 2008年 4

月 20日大选中 , 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卢戈以较大优

势赢得总统选举。此次选举的影响和意义主要有两

个 , 一是结束了该国红党长达 61年的统治 , 二是

扩大了左翼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卢戈赞成查韦斯、

莫拉莱斯、科雷亚等人的政治主张 , 被认为是拉美

左翼的又一代表人物。

(二 ) 地方或市政选举中政党竞争激烈

2008年拉美一些国家相继举行地方或市政选

举 , 各政党在地方和市政一级展开激烈争夺 , 进一

步显示出执政党不强、在野党 (或反对党 ) 不弱

的特点。例如 , 在巴西 10月 5日举行的市政选举

中 , 产生了 5 001座城市的市长 , 民主运动党赢得

1 041个 , 社会民主党赢得 704个 , 卢拉所属的劳

工党仅赢得 489个。在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 23

座主要城市 , 由于没有候选人获得半数以上选票 ,

需要进行第二轮选举。

智利于 10月 26日举行全国市政选举 , 中左翼

的执政联盟和在野的右翼政党联盟实力相当。在全

国 345座城市的市长选举中 , 右翼政党联盟和中左

翼执政联盟分别获得约 40%和 38%的支持率 , 右

翼政党联盟略胜一筹 , 赢得了包括首都圣地亚哥、

第二大城市瓦尔帕莱索等重要城市在内的市长选

举。但在全国 2 160名市政议员的选举中 , 执政联

盟稍微领先。

尼加拉瓜 11月 9日举行全国市政选举。在

146座城市市长选举中 , 执政党桑解阵在包括首都

马那瓜在内的 105座城市获胜。执政党虽以较大优

势获胜 , 但竞争相当激烈。反对党曾不接受选举结

果 , 要求在国际组织监督下重新计票 , 引发了示威

活动和暴力冲突。

委内瑞拉地方选举于 11月 23日举行 , 由统一

社会主义党领导的执政党联盟在 22个联邦单位

(州 ) 中的 17个获胜 , 继续在数量上保持压倒性

优势。但反对派组成的全国团结联盟也取得重要突

破 , 在全国人口最多的米兰达州和首都获胜 , 执政

党与反对派的争夺趋于激烈。

截至 2008年 8月 , 在墨西哥 32个联邦单位

中 , 反对党革命制度党在 18个州执政 , 在 23个州

议会中占多数席位 ; 而执政的国家行动党只控制 8

个州 , 另一个反对党民主革命党控制 6个州。

三 　左翼政府进一步稳固

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明显增多

　　 (一 ) 古巴顺利完成最高领导层的权力交接 ,

但新领导集体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

在 2008年 2月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上 ,

劳尔 ·卡斯特罗作为唯一候选人 , 当选国务委员会

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 (兼武装部队总司令 ) , 古巴

最高领导层实现权力交接。

2008年古巴在各领域出台了一些新措施 , 如

强调古巴党和政府应是集体领导 , 要扩大各级人大

代表的作用 , 放松了一些限制 , 提出了新社会保障

法草案。在 4月召开的古巴共产党五届六中全会

上 , 劳尔强调要实行制度化 , 并宣布 2009年下半

年召开古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劳尔为首的新领导

集体承担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责任 , 既要维护国

家稳定 , 又要合理回应党内外要求变革的呼声 , 还

担负着培养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使命。古共在探索可

行的变革道路上面临严峻考验 , 任务相当艰巨。

(二 ) 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的统治基础进一步

稳固 , 但面临的挑战增多

2008年 1月查韦斯在整合执政联盟各党的基础

上 , 建立了 “统一社会主义党 ”。查韦斯建党的目

的是把委左派政治力量整合成一个坚强有力的团体。

统一社会主义党的建立 , 巩固了查韦斯政治统治的

基础。在 11月 23日地方选举中 , 统一社会主义党

领导的执政党联盟在地方的统治基础也得以维护。

但查韦斯政府面临的挑战也有所增加。首先 ,

在组建新党过程中 , 执政联盟内曾发生分歧。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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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联盟的争取社会民主党、委内瑞拉共产党、大

家的祖国党最终都没有加入新建的政党。其次 , 统

一社会主义党过分依赖查韦斯个人。一旦失去他的

领导 , 党的事业可能会遭遇重大挫折 , 甚至有可能

夭折。最后 , 执政党与反对派的分歧不仅没有减

少 , 甚至有所加剧。地方选举结束后 , 查韦斯再次

提出允许总统无限期连选连任的建议 , 遭到各反对

党的强烈反对 , 反对派还出现加强联合的趋势 , 并

于 12月上旬组建了反对无限期连任建议的 “联合委

员会”。委可能出现新一轮的政治斗争和政治冲突。

(三 ) 厄瓜多尔顺利实现宪法改革 , 但仍有许

多不确定因素

科雷亚总统执政后 , 一直致力于推进宪法改

革。2008年制宪大会完成了新宪法的起草 , 宪法

草案于 9月 28日提交全民公决 , 并获得通过 , 于

10月 21日正式生效。新宪法对厄现行国家体制、

政治结构和经济模式作了调整 : 除行政、立法和司

法三权外 , 增设公民权 , 由新设立的 “公民参与

社会管理委员会 ”行使 ; 加强了总统权力 ; 加强

了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主导作用 ; 强调在保持经济增

长的同时 , 缩小贫富差距 , 避免两极分化。

新宪法为科雷亚总统推进其他领域的改革创造

了有利条件。但厄政局长期动荡 , 新宪法通过后 ,

国内矛盾仍错综复杂 , 反对派依然有相当实力。一

旦改革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 , 就有可能出

现新的动荡。按照新宪法 , 厄将于 2009年 4月举

行大选。即使科雷亚届时能成功连任 , 但在推进全

面改革的道路上仍面临许多挑战 , 各种政治力量间

的分歧和对抗仍在所难免。

(四 ) 玻利维亚宪法改革僵局被打破 , 但国内

矛盾未得到根本解决

莫拉莱斯上台后积极推进宪法改革 , 但遭遇重

重阻力 , 制宪进程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 直到 2007

年 12月议会才通过新宪法草案。但由于政府和反

对派在许多关键问题上有分歧 , 新宪法迟迟未能提

交全民公决。2008年 , 执政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党与主要反对党展开多次对话 , 由于双方分歧较

大 , 对话数次中断 ; 期间中央政府与由反对派控制

的一些省政府以及双方的支持者 , 在地方自治等问

题上分歧严重 , 多次爆发激烈冲突。反对派要求建

立包括独立立法权在内的 “完全自治 ”, 而莫拉莱

斯则强调地方自治必须遵循国家统一的原则。2008

年 10月以后玻国内局势出现缓解 , 执政党与反对

派在达成有关新宪法协议的问题上都作出让步。政

府同意对新宪法草案作 “实质性 ”修改 , 莫拉莱

斯不再寻求第三次连任。10月 21日玻利维亚议会

通过以公民投票方式通过新宪法的议案 , 公投将在

2009年 1月 25日举行。玻持续已久的国内矛盾暂

时缓解 , 制宪改革僵局被打破。但围绕全民公投及

公投后的大选 , 各政治力量将展开新一轮较量。即

使莫拉莱斯得以获胜 , 其执政道路也不会一帆

风顺。

(五 ) 左翼政府之间的联合有所发展 , 但面临

众多限制

在查韦斯积极推动下 , “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

划 ” (ALBA ) 进一步扩展 , 左翼政府之间的联合

有所发展。2001年查韦斯提出 ALBA 后 , 陆续得

到拉美不少左翼政府的响应。委内瑞拉与古巴

2004年率先就实施这一计划签署协议 , 玻利维亚

(2006) 和尼加拉瓜 (2007) 也加入该计划。2008

年多米尼克和洪都拉斯也相继加入。查韦斯甚至透

露 , 海地和巴拉圭也有加入该计划的意愿。ALBA

不断扩展体现了拉美国家对新发展道路的探索 , 对

加强拉美国家间的团结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但是 ,

ALBA的扩展和实施面临重大困难 , 加入计划的多

是该地区的小国和穷国 ; 即使在已经加入计划的国

家内部 , 对该计划持批评态度的人也很多 , 该计划

实施前景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四 　金融危机对拉美政治发展

的影响逐渐显现

　　 (一 ) 金融危机增加了拉美国家政府的执政

难度 , 执政党面临的困难进一步加大

目前世界性金融危机对拉美国家的影响主要表

现在经济方面。但随着危机不断升级 , 其后果将向

政治、社会、人民生活等方面不断传导 , 拉美国家

政府的执政难度会有所加大 , 面临的考验会进一步

增加。如果政府和执政党不能对金融危机造成的各

种后果作出有效回应 , 其执政地位将受到影响。

以委内瑞拉为例。委内瑞拉是世界第五大石油

出口国 , 石油收入占国民收入的 50% , 占外汇收

入的 90% , 国家财政收入的 65%左右来自石油出

口。世界金融危机及其导致的包括原油在内的原材

料价格下跌 , 对委内瑞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查

韦斯本人在 11月份之后改变了他一直强调的金融

危机对委内瑞拉影响不大的论点 , 承认 “油价下

跌将会对委内瑞拉经济产生消极影响 ”。油价大幅

度下降不仅影响委内瑞拉的经济 , 还会对查韦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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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 “玻利瓦尔革命 ”和 “21世纪社会主义 ”进

程产生影响。如果危机进一步发展 , 油价继续下

跌 , 查韦斯政府可能就没有足够资金推行其多项社

会发展计划 , 从而影响其国内的支持率 ; 与此同

时 , 向拉美加勒比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作出的援

助承诺也难以完全兑现 , 这有损于查韦斯在国际上

的声誉和影响。查韦斯执政的难度显然将会增多。

智利也属原材料出口依赖型国家 , 连续执政近

20年的左翼执政联盟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 ; 如果

不能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消极后果 , 其执政地

位就有可能受到威胁 , 在 2009年 12月大选中丧失

执政地位并不是危言耸听。不少拉美国家的情况与

委内瑞拉和智利类似。

(二 ) 金融危机可能会推进拉美国家进一步探

寻新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此次金融危机使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

式再次受到打击。美国一直极力向拉美推行新自由

主义发展模式 , 但这一模式自 20世纪 90年代后在

拉美引起严重不良社会后果 , 影响力有所下降 , 一

些左翼政府甚至公开宣布放弃这一模式。此次金融

危机的爆发 , 可能会推动拉美国家对新自由主义发

展模式作进一步反思 , 进一步推进其探索新发展道

路和发展模式的进程。

(三 ) 金融危机增加了拉美国家的政治风险和

社会安全风险

金融危机通常能引起政治动荡 , 加剧政策的不

确定性。一些拉美国家的政局本身就有许多不稳定

因素 , 当前的金融危机如果进一步发展 , 不排除一

些国家再次出现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另外 , 金融危

机及其带来的后果 , 会抑制拉美国家解决各种社会

问题和民生问题的能力 , 加大社会安全风险。

2009年拉美地区可继续保持政局基本稳定的

局面 , 但对地区政治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问题

值得关注。这些问题包括 : 金融危机对拉美政治的

影响 ; 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智利等国的大选 , 以

及大选结果对这些国家乃至整个地区政治走向的影

响 ; 古巴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及其对古巴未来政

策的影响。

(责任编辑 　黄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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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09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经济发展趋势与展望

　　 2009年拉美经济将面临新的挑战。未来一年 ,

如果全球金融危机在短时间内不能得到有效缓解 ,

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不能迅速得到遏制 , 主要发达

国家经济在短时间内不能走出衰退的阴影 , 拉美经

济增长将进一步下挫。

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将使基础产品的国际价格继

续疲软 , 从而对拉美出口和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据

IMF测算 , 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每下跌 10% , 拉

美经济增速就将下降 0175个百分点。按联合国拉

美经委会的预测 , 2009年拉美整个地区的贸易比

价将下跌 718% , 未来一年的贸易比价变化将更加

不利于中美洲以外的其他拉美国家 , 有些国家贸易

比价变动的情况要比整个地区还要严重。

在贸易比价不利和出口需求萎缩的情况下 , 拉

美国家的外汇收入会受到较大影响。发达国家经济

低迷所造成的失业增加、收入减少还会对侨居这些

国家的移民劳工造成影响 , 拉美侨汇收入将大幅度

下降。目前拉美在外国的移民劳工总数达到 2 830

万人 , 占本地人口的 511% , 每年汇回国内的侨汇

达 600亿美元 , 其中墨西哥占 250亿美元。这部分

收入至少在拉美 10个国家中占 GDP的比重在 10%

以上 , 在有的国家甚至高达 40%。侨汇剧减将会给

这些国家带来一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新的一年中 , 拉美国家加大财政投入、拉动内

需、保持经济增长的目标能否实现也将面临挑战。

在当前形势下 , 拉美国家依靠贸易比价改善、出口

收入增加的财政收入结构将受到挑战。在资金紧

张、通胀压力尚存、货币政策回旋余地相对较小的

情况下 , 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势必会增加财政赤

字 , 拉美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会面临更大的考验。

除此之外 , 拉美经济还将面临其他不确定因

素 , 因此未来一年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增长大幅下挫

已成定局。按照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预测 , 2009

年拉美经济增长率将维持在 118%的低水平上。墨

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将面临更大的困难 , 其

增长速度还将低于此平均水平 , 个别国家甚至有可

能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责任编辑 　黄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