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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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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的原因及其影响
吴国平

内容提要

2013年6月，巴西民众爆发了一系列抗议活动，并在6月20日达到了高潮，成为近30年来
规模最大的街头抗议活动。这次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具有新的特点，在没有单一的政党和
组织的领导和协调下，通过互联网动员了民众的广泛参与，中产阶级参与其中是最显著的特
点之一，也使得抗议活动的诉求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造成民众抗议活动爆发的原因，既有在
通胀上升的情况下，公交票价上涨加剧了人们对通胀预期的恐惧心理的直接因素，也有巴西
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所产生的变化造成的深层次的因素。它对巴西未来政治经济发展将产生
重要影响，罗塞夫也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进入6月之后，正当全球媒体聚焦

即将在“足球之国”巴西举行的足球

联合会杯时，球迷们最先等来的却是

巴西爆发了街头示威抗议活动。6月6
日，少数城市出现小规模的抗议公交

票价上涨活动，此后抗议活动逐渐向

全国蔓延，其规模也在不断扩大。6月
17日，在一些主要城市中，街头示威

演变成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在一

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占领公共建筑、抢

劫商店等过激行为，民众抗议的内容

也逐渐扩大到教育、医疗、政治等多

个领域。尽管事后一些地方政府取消

了公交票价上涨的决定，却仍无法平

息人们已经被激起的各种不满情绪。6
月20日，民众的抗议活动再掀高潮，

全国有100多座城市、120多万示威者走

上街头，掀起了近30年来巴西规模最大

的抗议活动。

6月21日，罗塞夫总统发表电视演

讲，并同内阁成员、地方政要、抗议活

动的组织者及参与者代表举行了一系列

对话，回应民众的部分要求，提出就政

治改革举行全民公决、增加对教育和公

共服务的投入等主张。巴西议会也加快

了对与民众诉求相关的个别议案的审议

进程。然而，罗塞夫政府的一系列举措

难以在短期内从根本上缓解民众的情

绪，从现在至2014年10月新一轮总统大

选，罗塞夫及其政府的治理能力将面临

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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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民众抗议活动的新特点

第一，这次抗议活动没有单一

的、强有力的政党或组织起领导组织

作用。初期的抗议活动的初始组织者

是 “巴西免费通行运动”组织，它成

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主要目标是

在全国实现公交免费。6月初，针对巴

西11个州府公交票价上涨0.20雷亚尔的

决定，该组织动员民众上街举行抗议活

动。然而，随着抗议活动的范围不断扩

大，越来越多的民众自发地加入了抗议

示威的行列，致使民众抗议活动的规模

迅速扩大，并从中心城市逐渐向其他城

市蔓延。在6月17日较大规模的抗议活

动爆发后，“巴西免费通行运动”已经

明显地失去了对民众示威活动的控制。

在抗议活动的激情感召下，民众被高度

动员起来自发地加入示威行列，一些

不同政见的政党和组织出于各自的目

的也择机参与其中，试图在抗议活动

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将抗议浪潮推

向了高潮。

第二，抗议活动的参与者及其诉

求存在明显的多样性特点。初期，示威

者的目标是反对公共交通票价上涨，其

参与者主要是社会下层，但也吸引了部

分中产阶级的参与，其中尤以年轻的中

产阶级占据多数。这部分中产阶级还提

出了与其切身利益有关的其他诉求，从

而逐渐吸引了更多的中产阶级参与，并

使抗议者的诉求扩大至改善教育和医疗

质量、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提高对基

础设施的投资、控制政府对世界杯和奥

运会的投资等。这些诉求实际上反映了

相当一部分老的中产阶级长期积压的内

心的不满，同时他们进一步将其诉求扩

大到政治领域，提出了反对腐败、增加

政府透明度、实行政治改革的口号。由

此，一场原本单一的、局部的反对公交

票价上涨的群众游行，最终演变成了全

国性的、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内涵的规模宏大的民众抗议活动，使得

不同社会阶层都能从中找到共鸣。

第三，互联网成为动员民众参与

抗议活动的有效工具。参与街头抗议活

动的民众，不断地将他们的各种诉求发

至网上，并将举行抗议活动的消息、时

间等信息随时通过互联网及时发布；人

们又通过互联网随时交流，从而使得互

联网成为动员民众参与抗议活动的最有

效的形式。年轻人和中产阶级的参与，

推动了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从而使得此

次巴西的街头示威抗议活动，尽管没有

单一的强有力的组织者，却有效地吸引

了大量民众的广泛参与。

引发民众抗议活动的多重因素

此次巴西民众大规模抗议活动的

爆发，既有公交票价和通货膨胀上涨等

经济因素的直接诱因，也有近年来经济

发展和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变化所造成的

深层次的原因。

一是在经济增长放缓、通胀缓慢

走高的背景下，公交票价上涨直接激发

了人们心中的不满，从而诱发街头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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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2004～2008年巴西经济经历了一

个较好的增长周期，但在全球金融危机

的冲击下，这一周期出现了逆转，2011
年和2012年经济增长分别为2.9%和

0.9%。与此相反，通胀却出现了缓慢

上涨的趋势，2013年5月的年通胀率为

6.5%，达到了政府通胀目标的上限。

在此背景下，尽管巴西11个州府出台公

交票价仅上涨0.2雷亚尔的决定，但人

们的不满仍被激怒，从而直接点燃了民

众抗议的怒火。

二是随着巴西中产阶级的数量增

加，在由金字塔型社会向橄榄型社会转

型过程中，中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方面

的诉求与政府的实际作为之间的差距逐

渐扩大，使得中产阶级的不满情绪不

断积累。2003年卢拉上台之后，采取了

一系列强有力的反贫措施，使得至今有

3500万贫困者脱贫进入中产阶级行列。

据统计，目前巴西中产阶级已经占到

人口的53%，比10年前增加了15个百分

点。因此，2011年罗塞夫执政之初便提

出，在其任期内要建设一个中产阶级社

会的巴西。然而，中产阶级队伍的迅速

扩张，并没有改变巴西所固有的收入分

配两极分化的趋势，基尼系数仍维持在

0.559的高位。因此，当经济增速持续

放缓、通胀有所加剧时，中产阶级的

心态发生了变化。新兴中产阶级担心

上升的通道受阻重新返贫，因此对通

胀尤其敏感；老的中产阶级则担心在

政府的持续反贫政策中被边缘化，希

望能改善现有的教育和医疗质量。此次

民众的抗议活动自然就成为巴西中产阶

级公开表达诉求的机会，从而走上街头

加入民众的抗议行列之中。

三是持续爆发的政府腐败丑闻及

体制内查腐进展缓慢，担忧不断增加的

世界杯和奥运会的投资造成新的腐败，

是此次民众对政府不满并呼吁进行政治

体制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腐败问题是

巴西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痼疾，近10多年

来，甚至还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罗塞

夫总统上台不久，其内阁成员就接连爆

出腐败丑闻，仅其执政的头一年就有5
名内阁部长先后因此辞职，并有564名
公务员因腐败被免职。腐败丑闻甚至

涉及执政的劳工党和前总统卢拉，2012
年前总统的38位幕僚因此遭到公诉。议

会中的有关涉及反腐的议案久议不决，

甚至对腐败采取某种程度的容忍。因

此，民众对巴西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

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此时又爆出政

府对世界杯和奥运会的投资超预算的

新闻，无疑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对腐败

的愤怒，最终这一情绪在此次民众抗

议活动中得以暴发。

民众抗议活动对巴西未来政治经济

发展的重要影响

这次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将对

巴西未来政治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罗塞夫及其政府在最后一年多的执政期

内将面临严峻挑战。7月22日巴西将举

办世界青年节，且还将迎接教皇到访；

2014年将举办世界杯，届时民众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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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借机举行新一轮大规模示威抗议活

动，将直接影响2014年10月的巴西总统

大选，罗塞夫及其政府都将面临严峻的

考验和挑战。

其一，来自政府和议会内及执政

党内部的挑战。针对示威抗议活动中民

众提出的政治改革的要求，罗塞夫总统

很快给出了积极的回应，提出在今年10
月之前就政治改革的内容举行全民公投

并成立立宪大会推进政改。然而，政府

内部和议会都对此提出了异议。现任副

总统提出了相反意见，议会否决了成立

立宪大会的设想，认为在现行体制下仍

应由议会按程序决定政治改革的进程

和内容，公投只是听取民众有关政治

改革相关议题的意见。由此看来，公

投难以在总统设想的时间内进行几乎

已成定局。今后围绕巴西政治改革的各

方博弈还将继续，这将对巴西政局的未

来走向乃至新一轮总统大选的选情产生

重要影响。

其二，罗塞夫政府的经济政策将

面临两难选择。针对民众对通胀的担忧

及教育和医疗现状的不满，政府除了继

续维持对能源价格的补贴外，还准备将

政府的石油收益的75%和25%分别用于

教育和医疗，这将使得政府在财政收入

吃紧的情况下，对其他领域的投资受到

明显的制约。因此，今后在财政收入难

以明显增加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支出

如何满足各阶层民众的不同需求，尤其

是确保通胀控制在政府目标之内，这对

罗塞夫政府而言同样是一个难以应对的

挑战。

其三，巴西现行的增长方式面临

转型的压力，在经济增长难有起色的背

景下，罗塞夫政府如何巩固反贫的成

果，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对其同样是

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2003年以来，巴

西依靠资源型产品的出口激增，推动了

经济的快速增长，政府的反贫政策取得

了明显的成效，中产阶级队伍得到迅速

扩大。然而，目前巴西此前经济增长周

期的外部有利因素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巴西如何在出口受限的情况下，保障国

内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这是现政府所

亟待解决的难题。为此，如何在不影响

各方既得利益、保护已有的收入和就业

水平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将

对巴西经济的未来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其成效如何，亦将直接影响参与此次抗

议活动的民众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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