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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刊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按照“三个定位”（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党

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的要求，

坚持“三大强院战略”（科研强院、人才强院、管理强院），加快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实施哲学社

会科学创新工程，着力改革体制机制制度，努力实现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的，以学术观点与理论创新、学科体系创新、科研组织与管理创新、

科研手段创新、用人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 

在实施创新工程过程中，拉丁美洲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从学术观念、

选题、研究方法、组织形式、人员配置等多方面入手，全力推进对当

代拉美经济社会及中拉关系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综合性研究，已陆

续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实现了创新工程的良好开局。《拉美研究报告》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旨在适时发布本所研究动态、传播相

关研究成果、扩大学术影响力、为有关部门提供参考。 

《拉美研究报告》是本所实施创新工程的主要内部信息载体，以

力求时效、简明为基本目标。其所载内容、所体现的观点均为研究者

本人及其团队的初步分析和意见，欢迎读者予以反馈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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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将是委内瑞拉政权更迭的最大

受益者

美国与委内瑞拉反对派关系密切。在布什政

府时期，美国公开支持2002年4月委内瑞拉反查韦

斯的政变，并一直暗中支持反查韦斯的所谓“民

主的”NGO，如Súmate。卡普里莱斯本人就是

一个“西方世界的人”。因此，反对派上台，委

内瑞拉的外交重心无疑将转向美国，与美国的政

治、经济、安全及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将得到全

面加强。

2．古巴及其 ALBA 和加勒比石油计

划将受到直接冲击

2004年12月委内瑞拉与古巴推动建立了玻利

瓦尔美洲替代计划（ALBA，后改为玻利瓦尔美

洲联盟），目前ALBA共有8个成员国。2005年，

查韦斯开始实施加勒比石油计划（Petrocaribe），

目前有16个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参加了该计划。

根据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的报

告，2011年委内瑞拉每天向该地区的16个国家出

口24.35万桶优惠石油，占其官方石油产量的8％
左右。这些国家购买委内瑞拉的优惠石油后，

前期只需支付5％~50％费用，其余费用的支付有

1~2年的宽限期。如果石油价格每桶超过40美元，

余款可以在17~25年内偿付，利率只有1％。在加

勒比石油计划之下，一些成员国还用货物支付石

油进口费用。2011年，尼加拉瓜用牛肉、糖、咖

啡、牛奶以及超过1.9万双裤子，支付石油进口

费用。多米尼加共和国用糖浆、豆类和食品，圭

亚那用大米、萨尔瓦多用咖啡支付石油进口的费

用。古巴是加勒比石油计划最大的受益国。通过

该计划，委内瑞拉向古巴每天提供9.8万桶优惠

石油。这些石油不仅保证了古巴的石油安全，而

且，古巴还以市场价格在国际市场转售来自委内

瑞拉的4万桶优惠石油。

此外，查韦斯政府还向ALBA和参与加勒比

石油计划的国家提供大量资金和各类援助。如向

玻利维亚捐献沥青用于修路，向学校捐赠电脑和

打印机；免除尼加拉瓜和海地的债务；帮助古巴

更新改造卡米洛•西恩富戈斯（Camilo Cienfuegos）

炼油厂；向多米尼加、安提瓜和巴布达等ALAB成
员国以及准会员海地提供发展援助等。

另外，古巴还通过向委内瑞拉提供技术及社

会服务获得额外收入。据2012年2月16日查韦斯总

统提供的数据，在委内瑞拉有44 804名古巴人，

他们为各种以“使命”命名的社会计划提供服

务。此项收入成为古巴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据

美国专栏记者奥本海默估计，查韦斯每年通过石

油和其他补贴给古巴的援助约有40亿美元。委内

瑞拉反对派领导人卡普里莱斯表示，古巴人应为

从委内瑞拉进口的石油付费，并指责查韦斯总统

滥用这些“礼物”购买政治支持，认为查韦斯通

过赠送资源，换取原本可在国内生产的商品，损

害了本国经济。

因此，委内瑞拉反对派上台后可能停止实施

对ALBA和加勒比石油计划的援助和优惠政策。

虽然古巴已开始改革开放进程，国内经济形势正

在走向好转。而且古巴与中国、巴西等国家已建

立起较为多元化的合作关系，委内瑞拉停止对古

巴的优惠石油出口和各项合作，对古巴的影响虽

不是致命性，但影响是巨大的。对那些高度依赖

石油进口的加勒比小国来说，影响可能更大。

3．查韦斯政府的多元化外交也将受到

影响

反对派上台后的外交调整还将影响到委内

瑞拉与伊朗、叙利亚、白俄罗斯等被美国视作

“邪恶轴心”或“独裁国家”的关系。但这种影

响主要是政治性的。卡普里莱斯曾表示：“我们

对那些民主国家，尊重人权的国家有兴趣，我们

同他们有亲和力。我们与伊朗有什么样的亲和力

吗？”

委内瑞拉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政治及经济关系

也将受到一定影响，但影响有限。卡普里莱斯认

为，俄罗斯和中国公司是获得委内瑞拉石油资源

开发合同最多的国家。委内瑞拉将重新评估与中

国、俄罗斯签署的所有合同，认为这些合同只有

在有利于委内瑞拉的情况下才能继续实施。因为

中委合作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合作，而且无论哪派

执政，吸引外国投资、继续开发委内瑞拉的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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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开展国际经济合作都是重要选择，所以反

对派上台对中国、俄罗斯与委内瑞拉的经济合作

影响有限。卡普里莱斯曾说过，他将继续与北京

一道共事，因为“每个人都与中国在打交道”。

但是，委内瑞拉与俄罗斯的武器交易可能受到影

响。普卡里莱斯认为，委内瑞拉不需要俄罗斯

的枪，“从俄罗斯采购武器花费了超过140亿美

元……这个政策是错误的”。

二、国际社会有关各方在委内瑞拉政

局变动中的利益及战略考量

对委内瑞拉政局走向可能产生影响的主要

国际行为主体有美国、巴西和古巴等拉美左派国

家。各方的利益不同，作用不同，立场也不同。

1．美国对委内瑞拉政局的影响

反对派上台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一个

稳定和繁荣的美洲对美国经济的成功和安全是不

可或缺的”。因此，在委内瑞拉权力过渡期间，

防止委内瑞拉国内出现政治和社会动荡可能威胁

美国经济和人员安全以及移民潮的出现，对美国

同样重要。此外，委内瑞拉国内外的政治格局也

将影响美国的立场。正如被提名国务卿的美国参

议员克里（John Kerry）2013年1月24日在国会听

证会上所表示的，委内瑞拉存在过渡的机会。但

这将“取决于委内瑞拉将发生什么”。从总体上

来说，支持反对派按宪法程序，通过选举实现权

力更迭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然而，美国在委内瑞拉权力过渡过程中所

能发挥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近年，由于美国在

拉美的影响力不断下降，在解决洪都拉斯、巴拉

圭等国的政治危机中，美国基本被排除在外。美

国要想主导“后查韦斯时代”委内瑞拉权力过渡

难以获得该地区盟友的支持。然而，美国对委内

瑞拉政局发展的反向作用比较大。因为美国与反

对派的关系以及美国仍是委内瑞拉最大的贸易伙

伴，美国可通过支持反对派和操控委内瑞拉经济

起到影响委政局的作用。奥巴马总统本人对拉美

左派有同情，奥巴马在2012年7月11日美国电视采

访中明确表示，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没有对美国

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2012年11月21日，美

国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雅各布森与委内瑞

拉马杜罗进行了通话。这些都表明美国不希望过

多地干预委内瑞拉的政局。但美国一些保守派人

士，把查韦斯看作是对美国政治、经济、安全及

地区民主的威胁。美国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前助理

国务卿诺列加（Roger F. Noriega）提出建议：“美

国驻外使馆应协助委内瑞拉反对派团体，构建国

际民主团结网络以便对查韦斯政权严重侵犯民主

的进程进行监督，并捍卫委内瑞拉民主反对派的

基本权利……帮助有尊严的委内瑞拉人恢复自己

的主权和尊严。”

2．巴西的地位和作用

巴西非常关注委内瑞拉的局势。2012年12
月31日，巴西总统国际事务顾问加西亚（Marco 
Aurélio Garcia）到访古巴，会见了古巴领导人劳

尔及菲德尔•卡斯特罗。2013年1月7日，巴西表示

支持委内瑞拉政府推迟新总统宣誓就职的计划。1
月末巴西前总统卢拉访问古巴。巴西在委内瑞拉

权力过渡问题上的积极表态，表明巴西希望在委

内瑞拉权力过渡过程中发挥国际主导作用。

显然，巴西比美国更适合承担这一作用。

巴西是拉美的大国，在地区事务上的作用不断上

升，巴西在2008年洪都拉斯政治危机和2012年6
月巴拉圭议会政变问题的作用表明，巴西主导的

南共市和南美国家联盟正逐步取代美洲国家组织

（OAS），成为拉美地区治理的主要机制。委内

瑞拉是南美国家联盟成员，2012年7月巴西积极推

动委内瑞拉加入南共市，也为巴西主导委内瑞拉

权力过渡提供了制度框架。

巴西在委内瑞拉权力过渡中的战略考量与美

国和古巴等拉美左派不同。第一，巴西是委内瑞

拉的邻国，两国有密切的关系，维护委内瑞拉的

稳定是第一位的。巴西总统外交顾问加西亚明确

表示，不希望看到委内瑞拉出现不稳定情况。第

二，巴西希望查派执政策，这样可起到牵制美国

作用。与此同时，巴西也能接受反对派上台。因

此，巴西不会无条件地支持查派，而是希望委内

瑞拉按宪法程序，平稳地实现权力过渡，必要时

给查派以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1月15日，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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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条新闻引起关注，据称巴西一位高官（没有

提姓名）表示，如果查韦斯死亡，巴西希望看到

委内瑞拉立即举行选举，“和平民主过渡是最好

办法，也是巴西希望看到的”。此消息虽未得到

证实，但也绝不是空穴来风。

3．古巴的作用

古巴及拉美左派是查韦斯总统和执政的委内

瑞拉统一社会党最重要的支持力量。因为查派继

续执政最符合古巴和拉美左派阵营的利益，且受

委内瑞拉反对派上台的影响最大。

2012年12月，查韦斯在古巴接受癌症手术

后，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

斯、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秘鲁总统乌马拉等

拉美领导人先后访问古巴。在查韦斯总统推迟宣

誓就职的问题上，拉美左派国家的政府给予了大

力支持。2013年1月10日，委内瑞拉举行了查韦斯

就职的象征仪式和大规模集会。玻利维亚总统莫

拉莱斯、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乌拉圭总统穆

西卡、海地总统马尔泰利及前巴拉圭总统卢戈到

访问委内瑞拉，并参加了集会。厄瓜多尔、阿根

廷等国家派外长参加。包括加勒比石油计划和玻

利瓦尔美洲联盟的18个伙伴国，以及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乌拉圭和阿根廷四国共22个国家的代

表共同签署了《加拉加斯声明》，支持委内瑞拉

最高法院作出的查韦斯总统推迟就职的裁决。

古巴在维护查派团结以及为执政党提供战

略谋划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古巴在

团结和协调拉美左派力量，向委内瑞拉执政党提

供政治及必要的经济支持，对于稳定委内瑞拉政

局、反对美国的干涉等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三、国际因素对委内瑞拉政局的影响

委内瑞拉政局变动主要取决于委内瑞拉国

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但国际因素也起着不可

低估的作用。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委内瑞拉两

派政治力量对立严重，力量势均力敌，他们都积

极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二是与拉美地区特殊的

地区治理结构有关。委内瑞拉是美洲国家组织成

员，也是南共市和南美国家联盟成员。美洲国家

组织的《美洲民主宪章》和南共市及南美国家联

盟的民主条款，为委内瑞拉权力过渡沿着宪政的

方向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制约，也为防止美国过

多地干预委内瑞拉事务提供了制度保障。

委内瑞拉权力过渡问题还在进行，变数很

多。国际社会有关各方可能发挥的作用有三个

方面：

第一，“后查韦斯时代”委内瑞拉权力过渡

的方式。委内瑞拉的民主传统、查韦斯总统的政

治意愿以及拉美地区特殊的地区治理结构，都决

定了“后查韦斯时代”委内瑞拉必须按照宪法程

序，通过选举，实现权力过渡才是确保委内瑞拉

实现政治稳定的基本条件。

第二，仲裁的作用。委内瑞拉两派政治力量

对立严重，势均力敌。从目前情况看，如果举行

选举，查韦斯派取得胜算的可能性很大，但并没

有绝对的把握。在选情胶着的情况下，国际社会

的仲裁作用必不可少。获胜一方获得国际承认，

是保障其合法性的必要条件。

第三，影响委内瑞拉政局的走向。国际社会

各利益相关方通过施加影响，使有利于自己一方

的委内瑞拉政治力量获得选举的胜利是国际社会

有关各方的主要目标和博弈的焦点。执政的委内

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要想实现权力的顺利过渡

要关注的国际因素有几个：首先，要保持内部团

结，防止外部力量的干涉和分裂。其次，要维护

经济稳定以争取国际支持。2012年委内瑞拉经济

保持了5.3%的高经济增长率，但委内瑞拉经济十

分脆弱，财政赤字、债务风险、通货膨胀、货币

贬值、粮食主要依赖进口所引发的食品供应安全

等问题，都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挑战，也将对未来

的选举产生影响。因此，国际社会的经济支持显

得尤为重要。

中国在委内瑞拉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及地缘

政治利益，维护委内瑞拉政局的稳定、支持查派

执政符合中国的利益。所以，中国在委内瑞拉权

力过渡过程中不能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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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研究室）。该所还设有《拉丁美洲研究》杂志编辑部、文献信息室及行政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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